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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乌什·衢州小学 汪建纯

2021年9月，我来到对口支援学校

后，接替上一位援疆教师任教班级（以

下简称“援疆班”）的教学任务。

我主动邀请当地教师来听我的课，

希望以此起到示范引领和帮带提升的

作用。每次听课后，我都及时与教师们

交流，他们对我的课堂理念都表示认

可，甚至赞赏有加。

当我为这良好的开端暗自欢喜时，

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去当地教师们的班

里听课，却发现，他们仍保持原有的做

法，课堂没有明显的改变。

这如同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为什么

他们“言行不一”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经我多次询问，小王老师说出了他

的想法：“援疆班”和其他班级不同，无

论是学生基础、课堂表现，还是家长的

配合程度。最重要的是，“援疆班”有一

批又一批的援疆教师在任教，因此各方

面在同年级都遥遥领先。

所以，他认为，适合“援疆班”的做

法不一定（一定不）适合其他班。

听了小王的解释我才明白，原来他

们是带着欣赏、羡慕甚至膜拜的心态来

“援疆班”听课的，更多地停留在“感动”

“激动”的层面，难以推广落实到具体的

行动中去。

这样的感觉似曾相识，很多年以

前，我在听课时，看到上课班级跟我的

班级实际情况悬殊时，也会习惯性地提

醒自己，告诫自己：我不是他（她），并把

无法改变当作不改变的理由。

因此，我理解当地教师的想法，

开始尝试走班上课，即除在“援疆班”

上课之外，我还到同年级其他各班去

上课。

教学中，我确实感觉到了他们与

“援疆班”学生的差别：每次我用英语提

问，学生会习惯性地问中文意思是什

么；一个问题多次重复，也只有个别学

生举手；等等。

有了真实的体验后，我意识到自己

的肤浅。

我想当然地以“援疆班”为窗口展示

自己的理念和做法，天真地希望这些理

念和做法能推广到平行班，却完全忽视

了两者班情、学情相距甚远这一事实。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萌生了换班的

想法，我要用我的“援疆班”去换平行班。

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再次

发生。

我本以为，这种尝试改变、自我加

压的想法肯定会得到大家的欢迎，不料

学校却让我慎重考虑，他们担心这样很

冒险，可能会影响“援疆班”已经形成的

发展势头，让援疆教师失去既有的优

势，给当地教师也造成压力，以至于没

有教师愿意主动跟我换班。

在大家并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一再坚

持，经多方沟通协调，终于完成了换班。

换班后，我任教两个班的英语，真

切地感受到巨大的挑战：平行班学生的

底子明显不足，再加上一个多月的教学

任务落实不到位，课堂作业几乎从未讲

评和批改。

我一边推进新课教学，一边弥补前

期遗留下的缺憾和不足，不断调整教学

目标和预期，努力寻找激发学生内驱力

的办法。

学校领导非常关心，经常走进我的

课堂，多次提醒我：如果不适应可以马

上调整，回到“援疆班”。

班主任经常来听课，担心那几个小

调皮会不会捣乱。

让人欣喜的是，来听课的教师人

数明显增多，英语教师们更是每课必

听，他们觉得我在平行班的做法更适

合他们。

慢慢地，课堂气氛有了改善，我和

学生之间有了更多默契，他们开始接受

我用英语教学，并能够大方自如地用英

语表演。在完成课堂作业任务时，有的

学生还会提出跟我不一样的想法。

第一次面向全县公开教学时，我甚

至用平行班来上课，很多听课教师不相

信这些学生是平行班的。

期中评价时，我任教的两个平行班

成绩很均衡，紧紧跟在“援疆班”后面，

这让我有些意外。

就这样，学校原有的班级格局被打

破了，从最初“援疆班”的一枝独秀，到

现在好几个班齐头并进。

平行班的教师干劲满满，因为他们

看到了希望；而“援疆班”的教师有了危

机感，也比以前更加努力。

当然，班级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

比如小王任教的一个班情况就很特

殊。小王经过多次努力尝试，我也给他

出了很多主意，却仍然不能见效。一个

学期下来，小王显得心灰意冷。在一次

集体讨论交流中，他委婉地提出，想要

跟我换班。

听着他的提议，面对再次换班的挑

战，倡导换班的我却犹豫了。

回想当初，我提出换班确实有冲动

的成分。或许是因为我刚进疆，对实际

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才“初生牛犊

不怕虎”吧。

一个学期的实践，让我有了更多的

顾虑。其实，换班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我足足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感觉用

尽了全力，才有了一些打折的效果。

更何况，我的援疆时间只有一年

半，即三个学期，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

学期。我能否在剩下的两个学期中达

成目标，将决定我的援疆工作是否会留

下遗憾。

但此时如果我拒绝，小王带领这个

班级改变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而且，小

王之所以有找我换班的想法，是因为我

之前的鼓励和支持，以及颇有传奇色彩

的换班举动。

最终，为了坚守我一直以来的理念，

我同意了与他换班的请求。

设置“援疆班”的目的是发挥先进

地区教育的传帮带作用，但较长时间将

援疆力量集中在少数班级的做法，无形

中在援疆教师和当地教师之间形成了

一道墙，影响了当地教师学习的信心和

交流的积极性。

换班后，虽然不能确保每个班级都

能达到“援疆班”的教学效果，却能在一

定程度上打破中间那道墙，激发当地教

师的内驱力，实现教师更快地成长，让

更多的边陲学生享受优质且均衡的教

育资源。

我就是在师傅的传帮带下成长起

来的，如今我成了师傅，来到对口支援

学校，不希望看到在一批又一批援疆

教师的努力下，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

在我过去的传帮带工作中，从来没

有去徒弟班级上课或换班的经历，与其

他师傅一样，我习惯于让徒弟主动来听

课学习，然后在他们自己的课堂中加以

推广实践，很少考虑到徒弟的班级可能

存在不同情况。

这次冲动换班之下，让我看到了

原来一直没有看到的问题，帮我找到

了更接地气、更符合徒弟心理和需求

的传帮带方法。

换班后，师傅会失去很多原有的

优势，会使教学成绩增加很多不确定

性，甚至还会暴露出师傅自身的不

足。但勇于担当、甘冒风险，正是师傅

应该展示给徒弟的传帮带精神，我相

信自己的徒弟也会秉承这样的精神和

做法，用实际行动去有效地影响更多

的教师。

□安吉县孝丰小学 傅金平

大型纪录片《航拍中国》共34集，每集50分钟，央

视纪录频道于2017年首播至今，已播出3季共23集。

看完第一集，我就爱不释手，想让学生也看看。可惜那

时学生太忙，有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本学

期，“双减”政策落地，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了，回家后书

面作业少了，周末也不用参加校外学科培训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让学生周末观看《航拍

中国》，足不出户，在家“旅游”，而且是在空中俯瞰神

州大地。

《航拍中国》平均在每个省约选取40个拍摄点，很

多拍摄点的知识在各学科课程中出现，如《美丽的小兴

安岭》（语文）、《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音乐）、《秦始

皇兵马俑》（美术）、《地球的表面》（科学）、《古代科技耀

我中华》（道德与法治）等。

于是，我联合了不同学科的教师，一起观看纪录片，

分析解说词，寻找梳理出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点，并编写

出小学部分的分省观看指南。

如浙江省观看指南：语文《宿建德江》（新安江）、《观

潮》（钱塘江）、《饮湖上初晴后雨》（西湖），科学《做一个生

态瓶》（湖州狄港村），美术《家乡的桥》（绍兴），音乐《渔光

曲》（石浦），道德与法治《我们神圣的国土》（江郎山）……

有了观看指南，学生便有了期待，观看时更容易集

中注意力，将知识点与课文联系起来，温故而知新。

我事先与家长联系，争取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刚开

始心里是忐忑的。

有家长告诉我：“双减”背景下进不了培训班，老师

竟然还组织看电影，有些想不通。

但陪着孩子看了一集后，家长终于打消了疑虑；看

完几集之后，很多家庭有更多的成员加入观看队伍，全

家一起“畅游”中国。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永乐龙洞、白水台、松潘高原的景色美得让人窒息，

杭州湾跨海大桥、新疆石河子棉花收割场面震撼壮观，

让人激动得想唱国歌。

板凳龙、桥帮灯、傩舞，探寻着古老的民俗；湖州南

浔区狄港村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溧阳天目湖电的储藏方

式、吉林大安火车掉头的秘密、西安市高陵区泾渭分明

的奇观、崇明岛的“生长”过程……让我们在欣赏江山如

此多娇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

在观看浙江篇后，我在语文课上设计了这样两个情

境：假如你是导游，你会介绍哪个景点？假如你是摄影

师，你会拍哪个景点的镜头？请你选取一个情境，说给其

他班的学生听，要求如下：1.主题鲜明，层次清晰；2.表达

简明得体，注意口吻和立场；3.至少用到两个成语或引用

一句古诗。

口语交际在小学语文课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

过课外观看《航拍中国》，为语文课上的口语交际创设情境。

我给学生4分钟的准备时间和6分钟的讨论时间，

学生个个情绪高涨，人人有话可说，逼真的情境调动着

他们真实的情感，激发着他们强烈的表达欲望。

观看《航拍中国》的周末家庭作业，是我在“双减”背

景下的一种作业尝试，不仅仅是让学生“云端旅行”“空

中看景”，更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学生，把对祖

国的热爱融入血液里。

童抒雯（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

传一条短视频：江苏一所学

校的教师连续 8 年为学生

开车门。校长认为：“早晨

的幸福从开车门开始。”这

样的做法能让学生更多地

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同时有

效帮助缓解校门口交通堵

塞的压力。但也有网友质

疑：这是否真的是教师该做

的？是否无形中增加了教

师的负担？教师的角色是

保姆吗？对学生的教育意

义何在？

对此，你怎么看？

Kimululu
有这时间教师不如进

班级，看一下学生早读。哪

怕静心吃个早餐，调整心情

准备上课，不香吗？非要弄

这样的形象工程？

蓝蓝的天
教育的尊严在哪里？

跪着的教师会受到学生的

尊重吗？教师已经够忙、够

累了，早已经无力喘息。我

想对这个校长说：教师的天

职是教书育人，教师的主阵

地是在课堂上。

俞和军
家长下车来给孩子开

门会费不少时间，这样做有

利于缓解校门口的拥堵，并

保证下车时的安全。放在

小学还是有道理的，但如果

是初中或高中，我觉得没有

必要，学生有能力自己安全

下车。我在自己班里还倡

导路近的学生结伴步行。

紫薇刘跃新
当教师为学生打开车门，接走学生的

那一刻，家长悬着的一颗心瞬间放下，是很

温暖的；那一刻，教师拉近了与学生间的距

离，也让学生学会了文明礼仪，对教师更加

尊敬。

翘 楚
这应该是作秀吧？教师有为学生开车

门的责任与义务吗？闻所未闻。校长还如

此高兴地炫耀，让教师情何以堪？

梅墅堆琼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在校门口值周时，

也会为学生打开车门，顺便给学生一个微

笑。我觉得这是举手之劳，一个自然的举

动，是我自己愿意的，并不觉得自己是“保

姆”。教师尊严来自专业尊严，我有专业的

底气，腰板从来都是挺直的。

zmh3652
的确有作秀的嫌疑。国家提出开设劳

动教育实践课程，如果车门都不让学生自己

开，能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吗？学校有必要

教学生怎样安全地开车门，但没有必要让教

师每天为学生开车门。

芳 蕾
我们学校的值日教师也会这么做，尤

其是下雨的天气，开车门的同时，帮学生撑

伞。教师自发地爱护学生，这是一件美好

的事。

但是，这应该是一道“附加题”，而不是

“必做题”，否则就有“扣分项”。如果学校要

求教师一定要这样做，“爱”就变味了。

学生不应该被“扶着”长大，因此，教师

也要锻炼学生自己下车。

Cynthia
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

而育人的最优途径就是以自身的道德行为

和魅力言传身教。如果这一行为真是教师

自愿，那一定是带着对学生浓浓的爱。教师

拉开车门，蹲下身与学生对话，都是在向学

生传递平等与尊重的信息。不过，平等与尊

重是相互的，学校的感恩教育也不可少。

给
学
生
开
车
门
，教
师
是
保
姆
吗
？

□杭州市星洲小学
王 琪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孙晨晨

小学一周只有 2 节音乐

课，因学生回家无法复习，下

一周上课时，学生遗忘内容较

多，谱唱不准。人音版教材虽

然内容多样、图文并茂，但学

生只能读，不能听。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笔

者决定“改造”教材——给每

一首歌曲配一个二维码，学

生可以扫码听曲，让教材变

得有温度。

为了配曲，笔者花了很

多心思。从网络上下载每一

首乐曲，上传到个人视频网

站账号，再制作成网址二维

码，最后打印在几页纸上发

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裁剪粘

贴在教材上。

学生发现教材大变身，一

扫码就可以听音乐，既放松了

心情，又巩固了知识。而借家

长的移动设备扫码，无形中有

了亲子音乐时间，陪孩子做音

乐题的家长增多了。

视频网站有不同版本的乐曲视频推

送，学生欣赏完教师指定的示范视频，还可

以浏览其他相关作品，开阔视野。

音乐教学必须立足音乐课堂，通过听、

奏、唱、演等方式，调动学生以多种感官参

与，二维码和教材的线上线下结合，引导学

生从无意识地体验音乐到有意关注，再到

与音乐建立联系。

学生唱歌的音准加强了，节奏感变好

了，对歌词也更熟悉了。

借力二维码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音乐感

受水平，而且对学生的音乐表现、情感态度

等也有提升功效。以情感态度为例，现在

有了二维码教材，学生十分珍惜，忘记带音

乐教材的情况明显减少。

每
首
曲
子
配
一
个
二
维
码

发现“听听很激动，回去一动不动”的秘密

带学生在家“云中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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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旺
炊烟飘

小心翼翼地淘米，兴致
勃勃地生火……近日，宁波
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开展农
耕研学，走进位于甬江街道
畈里塘的达人村。学生们不
仅在场馆中观赏农作器具，
了解农耕文化，还冒着寒风，
穿梭在农田里，亲手扎起稻
草人，烧制石锅饭，留住童年
记忆。图为五（4）班学生下
厨烹饪。
（本报通讯员 朱增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