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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9月始，每天上午7点，宁波市奉
化区莼湖中心小学都会出现这样一幕：一位
老师或背或抱行动不便的小陈走向教室
……前不久，小陈有了轮椅，上下学路上再
也不用背了，不过爱心护苗队的老师们还是
每天早到晚走，推着小陈去上学。

（1月15日《现代金报》）

这一幕确实够暖心。
满打满算，从校门口到教室也就100米。

但对小陈同学而言，这 100 米路传递的爱将
会温暖他的一生，对全校学生来说，这暖心
的一幕当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背学生上学，不能说是教师分内事，但
他们仍然乐意承担起这份额外任务。于是，
一支以男老师为主的爱心护苗队成立，11名
男教师轮流，或抱或背帮助小陈走完这 100
米的上学路。

他们深知，作为教师，除了要向学生传
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做
人。而育人的方式不外乎言传和身教两种方
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实中，将两
者完美融合在一起的育人方式不是很普遍。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如果自身不正，那么，即便
教师说得多么漂亮动听，学生都听不进去，
甚至会起反作用。所以才有身教重于言教

一说。这就要求教师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用无愧于一个人民教
师的良好形象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做
学生的表率。

怎样才能成为一位优秀合格的教师？陶
行知先生给出的定义是：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意即作为一名合格教师，除了要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文化水准外，更重要的
是要求教师应有良好的道德素质。

对此，爱心护苗队的老师们有充分的自
觉。一老师说得好：“在他成长路上背他一
段，推他一把，这本是我们的育人职责，更有
意义的是，我们老师的一个善举，在孩子心
中的引领和启迪是深远的，给他们的温暖也
是具象的，这比你讲一百句助人为乐、感恩
教育都有用。”所以，当小陈有了轮椅，老师
们还是每天早到晚走，推着小陈去上学。他
们不想放弃用自己的表率教育学生怎样做
人的机会。

欣慰的是，教师的行为表率已经收到了
良好效果。有次下雨，一名女同学看到陈老
师冒雨背小陈进校，便赶紧追上去给陈老师
撑伞，结果自己淋了一身雨。可见，老师的微
小善举已经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乐于助人
的种子。这就是身教的力量，每一位老师都
应铭记在心。

陌上青

“化学方程式评语”
有“创意”更有“教育智慧”

“石墨转化为金刚石，看似平淡无奇的
石墨，在特定条件下，稍微改变一下原子连
接方式，就能转化为璀璨夺目的金刚石。正
如暂时平凡的你，在承受了高强度的学习
压力后，一定会获得华丽的转身。”据报道，
临近期末，江苏苏州立达中学初三（19）班
的同学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期末“礼物”：
班主任薛磊老师用化学方程式为47名同
学写了评语。

（1月17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每到学期末给学生写评语
是班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许多班主任由
于年年写，早已形成套路、流于形式，有的
甚至照搬往年、应付了事。因为很多班主任
一带班就是两三年甚至更久，从一年级带
到毕业班的也不在少数，因而每年写的期
末评语往往模式相同、语气相同，内容也基
本相同。

但学生始终处于动态的成长过程中，
不仅行为品性在变，学习生活也多有变化。
由此可见，模式化的期末评语并不能准确、
客观、全面地反映或评价学生在校期间的
综合表现。这也难怪学生拿到这样“不走
心”的成绩报告单时，看一眼分数就塞进书
包，鲜有反复品读甚至细心收藏的。

而这位班主任采用“化学方程式评语”
的方式，把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通过

“化学方程式”的不同反应形象、客观地表
达出来，无疑是一种教育创意。这种以“化
学方程式”为立足点的评语是教师立足学
生个性差异、满足学生不同需要、促进学生
最大限度发展的一种体现，更是教师用心
用情的一种表现。

同时，这也是一种教育智慧。有时候，
对学生的中肯评价甚至客观批评容易挫伤
他们的积极性，但用“化学方程式”这样的
独特方式来表达，容易让学生在会心一笑
的同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而
看到正面评价的学生更容易收获满满的幸
福感与成就感，这或许比一张奖状的激励
作用更大。可见，“化学方程式评语”不但创
意好，而且教育效果更好，更容易走进学生
内心。

面对班级几十名学生，如何做到因材
施教，格外考验班主任的教育智慧。这不仅
要求教师善于观察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优
点，还要学会创新，试着用师者匠心去感化
每个学生，并最终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当然，既走心又有创意的评语方式还
有很多，譬如藏头诗评语、漫画评语等。这
样的“花式评语”虽然给班主任增加了麻
烦，带来了挑战，但可以给学生无尽的期
待，成为师生互动的绝妙载体。

但愿类似的“化学方程式评语”多些，
再多些，从而让我们的学生在老师们“教育
创意”和“教育智慧”的共同引领下不断进
步，健康成长。如此，这不仅是学生之幸，更
是教育之幸。

叶金福

在成都一家电竞教育机构里，一年能招
收100多位学员，其中90%都是此类“斗志
昂扬”的青少年。他们中，多多少少存在厌
学、沉迷游戏等问题。而经过专业培训与各
类模拟比赛，大部分人最后都能认清自己与
职业选手的差距，回归现实。

（1月16日《成都商报》）

从报道看，多数青少年在未接触什么是
真正的“电子竞技”之前，都以为“电竞”就是

“打游戏”。接受培训后，不少孩子终于知道
自己啥水平了，因为据第三方机构测评，9成
达不到职业水平。即使有些孩子的天赋很
高，却也在电竞培训后深知这是一个专业性
很强的职业，远非当“游戏高手”那么简单。

2019 年 3 月，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统
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了 13 个新职业，其中
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员赫然在列。然
而，电竞成官方新职业，游戏迷别兴奋太早，
因为容易误读。“电子竞技”并非通常理解的
那种“打游戏”。

电竞有两个基本特征，即“电子”和“竞
技”，前者是方式和手段，是指借助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各种软硬件以及由其营造的环境，
依赖信息技术实现，也是电子竞技与传统体
育运动的不同之处。而后者才是体育的本质
特性，即“对抗”。

电竞是一份工作，需要长时间艰苦的训
练和团队合作，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和自律精
神，而沉迷游戏的青少年欠缺的恰恰是这两
点。国家将“电竞”列为一个新职业，目的是
想通过发布新职业信息对其进行规范，加快
开发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容量，强化职业指
导和就业服务，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为电
子竞技迎来发展的新契机。

电竞不仅是体育产业，还涉及文化、旅
游等多方面，内涵丰富。因此，在“电子”和

“竞技”的双重条件
下转化为“电竞”，
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至少在技术、职业上就受
到很大限制，并非一般人都
能达标。而“电竞劝退”培训
班，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积
极意义，就是让想涉足电竞
的孩子懂得一个道理：别把

“电竞”等同于“打游戏”，知
难而退才是正途。

刘天放

100米上学路 再证身教的重要性

读懂“电竞劝退”培训班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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