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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有一种神圣使命
叫不放弃任何一个受教育者

日前，宁波象山县实验小学学生小盖（化名）家长来
到204班教室，向班主任钱淑芳老师和全班同学送上了
两面锦旗，连声说：“谢谢你，钱老师；谢谢大家，204班的
全体同学，感谢你们，让小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快乐地
在实验小学上学。” （9月22日《现代金报》）

视力近乎为零的女孩小盖，入读正常班级。面对将增
多的额外工作，钱老师并没嫌弃，而是满腔热情欢迎小盖
的到来，并做了细致安排：位置排在老师伸手就够得着的
位置；安排最勤快的同学作为同桌；课间10分钟回办公室
休息，也不忘带上小盖。

难能可贵的是，在钱老师言传身教下，全班学生都向
小盖伸出援手，将其当做小宝贝一样，用心呵护，不让她
受一点委屈。校园里，不同面孔的小朋友牵着小盖的手，
一起走进校门，一起上卫生间，一起来到食堂就餐……现
如今，帮助小盖，已经成了4班小朋友约定俗成的“小事”。

不放弃任何一个受教育者，是一个教育者的神圣职
责，所谓有教无类是也。作为一个班主任，钱老师之可贵
不仅表现在她自己用一颗爱心去关心帮助小盖，还教育
孩子要像爱护自己的姊妹一样去呵护小盖。为了让小盖
能得到更多帮助，钱老师给全班学生讲了苏霍姆林斯基
笔下的《我不是最弱小》的故事，告诉他们要学会关心帮
助比自己弱小的人。正是在钱老师的感召下，全班学生
才会如此亲切友爱地善待小盖。

爱是火种，是火炬，它是能够传递的。本着不放弃
任何一个受教育者的神圣使命，钱老师将师生之爱传
递给了全班学生，而这些学生又把对同学的爱传递给
家长。于是，出现了最感人的一幕：家长们得知此事后
纷纷表示，“谢谢小盖就读我们 4 班，让我们的孩子有了
互帮互助的机会，从小学习如何帮助弱小。”

相比那些联名要求孩子班级里的熊孩子转学转班，
不让自家孩子与残疾孩子同桌的家长，204 班的家长高
明多了。他们深知，小盖的到来教会了孩子要怎样去关
心关爱弱者，学会了怎样去帮助同学，在付出的同时收
获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品行。

我们在为小盖庆幸的同时（遇上了钱老师），也要为
其所在班级的全体同学和家长感到高兴：204 班这个温
暖的大家庭让孩子们学会了爱，学会了关爱弱小，在他
们幼小的心灵上抹上了一道温暖的人生底色。 王学进

竟有此事

9月20日，新生开学当天，山东省莱阳卫
生学校工作人员推着小车将学生网购的外卖
食品扔进垃圾箱。9月22日，山东莱阳卫生学
校通报“将同学的外卖扔进垃圾箱”：已对管理
人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9月23日澎湃新闻）

同样一幕，也出现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
区宏志中学校门口，该校保安也将学生所点
外卖扔进垃圾箱。

毫无疑问，将学生外卖扔进垃圾箱，并
不是学校工作人员或保安个人行为，而是他
们的“职务行为”——他们是在忠实执行学
校领导的指示。莱阳卫生学校在通报此事时
称已对管理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笔者以为，
仅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明显有敷
衍学生的嫌疑。

首先校方应赔礼道歉。
出于疫情防控要求和学生食品安全考

虑，莱阳卫生学校规定不允许学生购买外卖
食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打着“为你好”旗
号禁买外卖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
支持和认可，于是就出现工作人员将外卖扔
进垃圾箱这一闹剧，校方应对这一简单粗暴
的做法向全体学生真诚道歉。

其次是照价赔偿。
外卖食品不管其卫生达标不达标，都是

学生花钱买来的，学校工作人员或保安在未
征求学生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外卖食品扔
进垃圾箱，已经侵犯了学生财产所有权，按
照《侵权责任法》规定，校方无权随意对学生
购买的外卖食品进行处置，学校应对由此给
学生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赔偿，并争取
学生的谅解。

再次是深刻反思。
开学首日，学生用餐不是去食堂，而是花

钱点外卖，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校食堂的
饭菜不受欢迎。点外卖，是学生用脚投票的结
果。作为学校管理者，应反思食堂管理工作到
底存在哪些问题：是厨师厨艺不高，饭菜不合
学生口味？还是饭菜品种单调，可选余地不
大？或者价格太高，不如点外卖划算？学校食
堂众口难调是实情，手艺再好的厨师也不会
烧出所有学生喜欢的饭菜，但一大群学生不
去食堂用餐，就说明问题出在食堂身上了。与
其将学生点的外卖扔进垃圾箱，不如研究制
胜外卖食品的法宝，下大力气推进后勤社会
化改革，用饭菜留住学生的胃。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人培养人的地方，即
便有再多理由，都不能将学生外卖扔进垃圾
箱，这种做法也背离了教育初衷，建议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相关责任人多动动脑筋，少
点简单粗暴，多点换位思考。 维扬书生

对学生网购的外卖
岂能一“扔”了之

新时期的体育作业
我们准备好了吗？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在答记者问时透露，不远的将来，学生们的
作业列表中，将加入一项全新内容——体育
作业。

（9月23日教育部官网）

大部分人认为“体育作业”是一个新词，
其实不然。

长期以来，其他学科教师常“戏谑”我们
体育老师不用出试卷，不用改作业，甚是轻松
……其实，我们体育学科除了早有的理论测
试试卷、体育素质测试、技能测评等，更有体
育作业布置与批改任务。自建国初期的基础
体育课程开设之后，体育教案中就有课后体
育锻炼内容（体育作业）一栏，而之前教育主
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中也曾多次提到中小学校
需在“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
育活动”的同时，同步向学生布置“体育家庭
作业”，并倡导家长“陪练”。

遗憾的是，一方面不少学校在实施过程
中缺乏“刚性”，规定难以引发广泛重视；另一
方面则因文化课作业量繁重而无暇兼顾，致
使“体育家庭作业”或流于形式，或名存实亡。

纵观目前中小学，虽然每周有两三节体
育课，有些学校还有体锻课。但由于教学内容
较多，学生在课堂上完全掌握所学知识与技
能，存在多种困难；尤其是学生课堂上练习的
时间不足，“量效背离”的体育教学模式并不
系统，运动负荷一直处于分散状态，得不到负
荷积累而致运动效果较差，且大多的技术只
停留在泛化阶段。“一个原地推铅球动作从小
学学到大学，最终还是没有学会推铅球！”国
内体育专家常在感叹。

问题和症结出在哪里？原因很多，这里先
且按下不表。我们认为：单从体育锻炼的时效
性与技能生成规律中不难得出结论，体能与
技能的提升无疑是需要课后锻炼有充足的时
间去加以提高及巩固，那么课后体育作业就
显示出了它存在的必要性，而如何解决场地
器材完成老师布置的体育作业？怎么利用有

限的家庭锻炼环境进行有效锻炼，则需要作
更深入的调研及相关的实践探索。

所以说，体育作业需要更多的打开方式。
近年来，各地学校越发重视在校学生的

体质测试水平提升。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各大
中小学都要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内容包括身高体重 BMI 指数，肺活量、长
跑、短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男）、一分钟仰卧起坐等等。以上这几项测
试，都可以布置课外作业和辅助练习让学生
回家练习，在课堂上进行反馈。当然，一味地
甚至经久、过多地布置体能类作业未必能收
到好的锻炼效果，甚至引发学生的抵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体育教师可以根据
教学内容，在课后布置一些与教材有关的适
量模仿和辅助性练习，帮助学生掌握和提高
运动技术，以达到量化或助力学生技能学习
的自动化阶段。例如，体育老师可以在上完篮
球课、排球课后布置一些课后熟悉球性练习，
同时布置一些预习内容，如此，上一堂课的内
容可以得到巩固和提高，学生再带着问题来
上课，效果会更好。

当下，中小学生普遍在文化课上面临着
不小的压力，如果在众多家庭作业之中，适当
安排一些体育作业，无疑能成为劳逸结合、调
剂身心状态的良好举措。为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教师可以通过体育作业的科学设计
与实施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引导学生开展课余
体育锻炼，如：低年级学段多采用亲子合作型
体育作业，中高年级学段则多采用巩固型、自
选型体育作业，以提高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
与积极性。

如今，体育作业作为一种有效地衔接体
育课内外的学习任务，国家从政策层面并在
疫情常态化时期的背景下提出来，必然有其
全局考量。而各中小学及基层体育教师，就需
要通过合理设计、科学指导、因地制宜并加以
落地实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更能为终身体育理念的实施和
贯彻打下坚实的基础。

王亚达（宁波市体育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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