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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女教师上班必须化淡妆？你怎么看？

□张祖庆

“在磨课中成长”，大概是大部分中

国教师必须要走的路。在磨课上课的过

程中，常常有人评课。评课的形式不一

而足，有三五个人面对面地聊；也有一人

面对千人乃至更多人滔滔不绝地评；互

联网时代，万人观课，已是司空见惯。

磨课中，常常会有“精彩极了”或

“糟糕透了”的两极评价。

这并不奇怪，同一节课，说好者有

之，说差者有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

种教学主张，也就有一千个好课的标

准。评课者站在自己的立场，总会找到

这样那样的缺点。

上课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是：

以何种心态面对不同意见，如何汲取有

价值的建议，排除纷扰，坚定教学信念，

树立教学自信。

我想起了那段被“围剿”的日子。

2004年4月，我在“西湖之春”全

国小学语文教师读书与课堂教学研讨

会上讲了一堂课——《詹天佑》。事后

根据课堂记忆及试教经历，我综合整理

了一份实录，发在“人教论坛”。接着，

网友“花开依旧”将它转到我还没有涉

足的“教育在线”。

经朋友引路，我来至“教育在线”，

看到自己的《詹天佑》被群起而攻之，帖

子里各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纷至沓来，褒

少贬多，语气尖锐，更有不少极端用语。

后来，“人教论坛”版主“论语”转发

了“教育在线”的争议，以《颇受争议的

“詹天佑”》为主题。新帖引起更多的争

议，同样是褒少贬多。

心爱的《詹天佑》受到“礼遇”，我再

也坐不住了，于是“揭竿而起”，写了一

篇比较长的回应文章，希望进一步阐述

自己的想法。

跟帖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深思：

“您说自己的课堂实录引起了一场

风波，我觉得这不是风波，而是一个很

有意义的讨论。它说明关注语文教学

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您的成绩

有目共睹，您的声誉更不会因为讨论而

受到影响。相反，您和讨论者都会因为

讨论而成长进步，您说是吗？让我们抛

开无用的喧嚣，收集智慧的火花，携起

手来前行，如何？”

这留言深深地触动着我，让我的心

不再浮躁。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认识不

到一己之局限，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看

自己，且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叔本华

说：“人常常自我陶醉，正如一只狗认为

狗最好，一头牛认为牛最好。”如果一个

人总是认为自己真理在握，那么他和狗

和牛又有什么区别呢？

思及此，我便决心不再做狗做牛，

迅速调整心态，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各种

声音。

我把“教育在线”和“人教论坛”上对

《詹天佑》一课的评论逐一下载，认真阅

读、思考，并于2005年10月和11月，在

北京上了第二个版本的《詹天佑》。

回首这段“声名狼藉”的日子，蓦然

发现，它对我竟具有里程碑意义。我误

打误撞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得以重新

认识自己。听到网络世界里无数真实可

贵的声音，我的视界和胸襟得以开阔。

说起《詹天佑》，还有一段难忘的往

事不得不提。

就在2005年11月，首都各界纪念

京张铁路肇建100周年之际，我在北京

师范大学的一次活动中，再次执教此课。

我让学生们去探寻今天詹天佑感

动我们的细节，并播放电影《詹天佑》片

段进行素材拓展，现场效果应该是十分

不错的。

课毕，与北京原崇文区教研员吴琳

以及上海市特级教师贾志敏互动。没

想到吴琳老师借助台下听课教师的问

题，对我的课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

吴琳追问，步步紧逼。我呢，则颇

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真不

知这股勇气从何而来，大概是初生牛犊

不怕虎吧。

有了那次评课经历，在此后十几年

的教学征途中，不止一次地遭遇类似评

课时，面对什么样的声音，我都能够泰

然处之。

唯独有一次例外。也就是说，只有

在这一种情况下，教师不必听信评课者。

一位知名专家，在千人面前评我的

作文课。一上来就说，作文教学观摩

课，就必须上教材里的内容，不应该上

课外的。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无名火，“蹭”地

冒上来了，老实不客气地质问专家：“这

个‘必须’是谁规定的？”

场面极其尴尬。

我尊重真诚的评课专家，但对“骑

着”的评课专家，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杂文家陈四益先生在《站着读还是

跪着读》一文中，指出读者的四种不同

心态：一曰“坐着读”，一曰“站着读”，

一曰“跪着读”，一曰“骑着读”。

这一观点，迁移到教师观摩公开

课，我以为可能也有这样四种状态：

“坐着听”，把上课教师当伙伴，耐

心聆听，真诚探讨，平等切磋；

“站着听”，把上课教师当同行，洞

察意图，探寻奥秘，自我建构；

“跪着听”，把上课教师当偶像，顶

礼膜拜，马首是瞻，自我迷失；

“骑着听”，把上课教师当敌人，横

眉冷对，横刀立马，横加指责。

我欣赏“坐着听”，尊重“站着听”，

担忧“跪着听”，反感“骑着听”。

客观地说，大部分专家，将“坐着

听”和“站着听”结合得比较好。但也有

个别专家，永远是“骑着听”的姿态，在

他们眼里，中国的语文教师都不会上

课，每节课都是毛病一大堆。

“骑着”的听课人，永远“真理在

握”，其思维方式不是“这节课有哪些亮

点”，而常常是“这节课有什么问题”。

我想起日本的佐藤学教授，听的课

不下万节，却永远睁大双眼，发现教师的

教育智慧；把更多时间花在观察学生是

怎么学习，以及教师是怎样促进学习上。

佐藤学先生所在学校及区域，教师

之间相互听课，蔚然成风。

听课，是为了从“你”这里学习教学

智慧，而不是为了让“你”更完美。世界

上是不可能有完美的课的。用“找毛

病”的思维方式去看课，看到的大抵全

是问题；反之，用“找亮点”的思维方式

去看课，看到的是值得学习的智慧。

“学习你，完善我”，是听课最大的

意义。用心地聆听，千方百计挖掘这一

节课的亮点，并试着与自我经验融合，

能让自己的教学智慧更丰厚。

当然，观课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

可以真诚地与执教者探讨。之所以是

“探讨”而不是“批评”，是因为在教学领

域中，谁都不敢说自己真理在握，谁都

当不了权威。很多观点在你看来是正

确的，其实不一定正确；很多想法在今

天看来是对的，到明天也许就是错误。

我常常这样提醒并告诫自己，观课

者切不可以权威姿态出现，而要心平气

和地提出自己的一点主张、一些想法，

供对方参考。

再者，作为上课的当事人，要有一

颗平常心，切不可“跪着”上课，更不可

“骑着”上课。他人的意见提得有道理，

坚决虚心接受；提得没道理，不必违心

接受。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完全可以

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和批评者探讨。

上课者与评课者，都是站着或坐

着，相互平视的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每一堂好课也都有一千个缺点。

一线教师要“站直”了上课，既要保

持谦恭之心，又要保持自信之姿。你说

得对，我谢谢你，认真改正；你说得不

对，我也谢谢你，坚决捍卫自己的主

张。当然，有时不知道究竟说得对不

对，则不必急于回应，微笑着点点头，让

时间来说话。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杭
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每一堂好课都有一千个缺点

小邮筒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朱霖霖

低年级小朋友生性活泼，不管是到校晨读，还是正
式上课，喜欢叽叽喳喳讲话。这让一些教师很头疼，尤
其是缺乏经验的教师，往往只能提高自己的音量，把学
生们的声音暂时压下去。这显然治标不治本。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位小朋友的作文，写
她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陈老师发明的“小邮筒”，治
好了学生们随便讲话的毛病。文章有趣，方法有效，
特此与诸位分享。

“午餐后，大家突然发现陈老师在教室里装上了
一个小邮筒，并认真地把邮筒门锁上，手上举着亮闪
闪的钥匙，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做邮筒管理员。大
家争先恐后地自荐，最后小徐应聘成功。

管理员有了，大家还是忍不住好奇这个邮筒是
用来干啥的？

寄信？现在谁还寄信啊？最后陈老师公布答
案，设立班级邮筒是为帮助大家‘聊天’。

什么？聊天？我没听错吧？邮筒能聊天？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教室里瞬间就像

炸开了锅。
陈老师笑着镇静地发布权威解答：‘我们班同

学每天都有许多趣事要分享，有的同学课间休息时
间聊不过瘾，上课后还忍不住继续聊。这影响了课
堂秩序，同学们就不能认真听课了。所以老师设立
了这个班级邮筒，当你有开心的事、伤心的事、难忘
的事时，回家把它们写下来，第二天上学后投进这
个邮筒。每天由管理员负责定时开箱一次，把信发
给同学。’

对于这个新奇的‘聊天’方式，大家都赞成。下
午上课，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竟然没有一位同学乱
讲话。

第二天一早，当我拿着准备好的信去投递时，看
到邮筒前排起了长队，同学们都迫不及待把自己写
的信投进去。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除课上再也没有
同学聊天之外，我惊奇地发现，当初那么惧怕写的日
记和随笔，竟然变成我们班同学每天最期待的。

以前写作文，我半
天都挤不出一句话，现
在可以随手写上一首打
油诗、一篇童话故事，我
甚至把自己想当医生的
愿望也修改为成为一名
优秀童话作家。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
议的事啊。”

翘 楚
“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

划在实施过程中，应该面向非管理

岗位一线的教师”，这一说明很重

要。教师有些能力，一般会被提拔

进入管理岗位，似乎这是对教师成

绩的肯定。就以自己为例，我在农

村初中教学，因为一届学生教得出

色，就被推举上教务主任岗位，在我

喜爱的教学方面少了进修机会，教

学业务13年中没有得到提升。

13 年后，我进城当班主任，3

年班主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自己

也喜欢，可突然被提拔当政教主

任，然后是教务主任、副校长。现

在回想起来，忙于管理，丢掉业务，

很为自己可惜。

假如当时就有农村首席教师

一说，我说不定就评上了。希望这

一举措能够真正实施，普惠农家学

生，提升教育水准。

龙泉许东宝
城区，物质生活会丰富一些；

乡下，民风更淳朴一点，还有一个

事实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闹处

挤。很多农村家长都进城务工了，

子女也随之去城区就读，农村学校

学生数越来越少。教师也一样，在

乡下教书，素质强一点的，通过公

平竞争，都往城区去了。

播音员有首席播音员，记者也

有首席记者。首席就是领头的，是

公认的优秀人才。现在国家出台

农村首席教师政策，农村教育肯定

会好起来，整个教育就会更均衡。

万步侠
教育均衡了，待遇提升了，就

无所谓城市还是农村。

俞和军
相对来讲，城区学校集中了好

的师资、好的设备、好的校舍、好的

生源，有门路的都想方设法把学生往城区名校送，

造成这些所谓的“名校”生满为患，把实验室、专用

教室等开辟为教室；而一些农村学校却闲置了大

量教学资源，这是一种浪费。

设置农村首席教师对于那些坚守在农村学校

的教师有一定促进作用，不过如何评出农村首席

教师呢？我觉得要提名那些满教学工作量，又担

任班主任工作，没有行政兼职的一线教师。

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暂时不参加，否则评出

来的都是领导，失去了首席教师的意义。

这些首席教师可能没有满腹理论，但真正扎

根在农村，在当地有良好口碑。

评出来以后要落实待遇，要像城镇名师一样有

奖金、有专项培训经费、有专门的疗休养和体检。

评出来以后还要有考核，还要规定不实行终

身制，多少年内不能调出农村学校。

葛永锋
设立农村首席教师岗位这一举措，是挖掘人

才、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的接地气措施。热爱乡村

教育的教师，如果将自身发展与乡村教育进步融

为一体，志愿在乡村教育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么，经过农村首席教师岗位的历练，淬火成钢，

必将丰富自己的阅历，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教育

家，带动农村区域教育教学能力整体提升。

东方一_JBO5r
农村学校评首席教师，是对农村教师的充分

肯定。是对教师扎根农村的正面引导。如果真的

有很多优秀教师因此愿意留守农村学校，就是教

育均衡的最大保障。当然，既要评选，更要培养；

既要有经济待遇，更要有学术待遇。

柯桥小学陈建新
越是大城市，越是大医院，优秀甚至顶尖的医

生越多；但教师不是这样的。即使在农村，仍有一

大批优秀教师，他们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依然勤勤

恳恳，无论是教书还是育人，都是一把好手。

教师固然也看重金钱，却更看重荣誉。评选

首席教师，是对教师工作最大的肯定。有了这样

的荣誉，之后教师虽然不一定会加倍工作，但至少

懈怠的可能性小一点。

人是有惰性，也是有潜能的。当没有发现他

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平平常常，也许因为某个机

缘，比如评上首席教师，就会调动起积极性和主动

性，成为学校发展的新引擎。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董芳蕾

过去，执教《安全标识》一课时，我总是让学生

通过图像、视频进行观察，从标识的作用、种类、特

点、三要素（外形、内容、颜色）等方面与学生进行讨

论。特别是到了“标识的内容”这一环节，通常学生

会发现，标识设计运用的是“概括”的方法。

然后，我采用谈话交流方式，让学生说说校园

的哪些地方需要安全标识，用于禁止、警告、指令、

提示，最后让学生自己来设计安全标识。

学生作业中的安全标识“看上去”也是造型各

异、种类丰富，但这样的常规教法遇到了新问题。

到了教新的一届学生《安全标识》，第一个班级

第一课时的学生作业展示环节时，我发现学生设计

的标识作业中，人物概括图形基本被画成火柴人。

这是因为学生欠缺人物造型能力，火柴人使得

标识缺少了“标识味”。

火柴人和安全标识中的人物造型有几点不同：

安全标识中的头和身体是分开的，而火柴人是连在

一起的；安全标识会通过留白或线纹来表现遮挡关

系，而火柴人的线条是直接交叉；安全标识的边缘

圆润，而火柴人边缘粗糙……不仅如此，学生画的

火柴人动作较为单一，多数姿势是直立的。

我对学生作业进行分类，拿出典型实例，做好

第二节课的“紧急补救”预备措施。

第二节课，我首先表扬完成作业的学生，肯定

他们认真做作业的好习惯。

接着，我出示标识人物图案，对比学生作业中

的火柴人，引导学生深入观察和鉴别。展示的学生

作业不留姓名，让学生的关注点集中到作业本身和

问题本身上来。

然后，我当堂布置作业，将题目缩小为“为学校

围栏设计安全标识”。

为了让学生有感性认识，我请3位学生上台当

模特，表演“攀爬栏杆”这个动作：第一位学生表演

“横趴在栏杆上”，可以看成“爬了一半”；第二位学

生表演“坐在栏杆上”，可以看成“爬完了”；第三位

学生两手伸直，表演“抓栏杆”，可以看成“预备爬”。

在3位学生定格自己的表演动作后，我引导其他

学生分别从正面、背面、侧面等多个角度进行观察。

和日常生活中自己出于本能地爬不一样，表演

中的“爬”是头脑里“爬”的影像。学生脑海中的影

像动作单一，表演出来的动作就单一，画出来的人

物动作也会单一。

对于3位学生“爬”的动作，我启发其他学生总

结，“手肘向外”“手掌撑着”“一脚弯曲”……并联想

出更多攀爬动作，以呈现动作的丰富性。

最后，我引导学生对比利用留白线纹的分离图

案和之前的“人景合一”图案，思考和发现两者的区

别，学生很快明白这种方法显示了前后关系和身体

部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第二次布置的作业中，运用留白线纹来设计

标识的人数多了起来，火柴人基本绝迹，学生设计

的标识还真的像那么回事了。

要表达“禁止攀爬”，得自己先爬一爬

近
期
全
国
各
地
学
生
溺
水
事
件
频
发
，而
暑
假
又
是
溺
水
事

件
高
发
期
。
小
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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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学
生
对
溺
水
知
识
普
遍
不
了
解
，为
了

使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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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一
个
平
安
的
暑
假
，东
阳
市
江
北
小
学
教
育
集
团
茗

田
校
区
近
日
开
展
了
﹃
珍
爱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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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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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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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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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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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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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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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通
讯
员

卢

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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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么
评
？
评
完
之
后
又
怎
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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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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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评
首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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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了
，你
有
声
音
吗
？
（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