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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宁波慈溪阳光实验学校的音乐教
室里，热闹非凡，老师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音
乐老师的考核。原来，这是该校正在开展的教师
校本考核的其中一项内容，即器乐考核。

（1月15日《现代金报》）

全校所有教师考器乐（考哪样器乐自己选
择），考不好还要补考，闻所未闻！不知者还以为
学校别出心裁，博眼球，甚至会质疑此举会加重
教师负担，不足取。

其实，此举大有深意在。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教师校本考核出台

的背景和内容。该校正在大力开展素质教育，倡
导学生开展“素质发展五个一”，也就是学书画、
读好书、练器乐、下围棋、踢毽子，和“课间活动五
个一”，包括抖空竹、跳绳子、打乒乓、踢毽子、转
魔方。

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两个“五个一”深入持久
地开展下去？该校想出一个高招：“与学生玩同样
的活动，和学生守同样的规则。”学生会玩的，老
师也要学会玩。这个就像语文老师写下水作文一
样，老师没有写过，怎知写作的甘苦和诀窍，又何
谈指导学生写作？同理，当老师学会了弹钢琴、拉
二胡、吹笛子和弹尤克里里等，才能体会到学一
门器乐的难处和快乐，也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
师生共同努力，上好校本课程。

人所共知，音乐可以怡情，可以放飞心情；体
育可以强身健体，可以调节紧张的心理；绘画书
法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人的审美能力，所有这些，
没有亲身体验过不知其中味，也不知其在提高人
的综合素质上面有着怎样的作用。

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当年，笔者在学校教语
文和做班主任时，因为会拉二胡、会唱歌，会打篮
球、排球、乒乓球、游泳、跳高等，因而深切感知到
这类爱好在自己精神生活和提高身体素质方面
起到的积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当老师“多才多
艺”时，学生也会“有样学样”，成绩也跟着有了提
高。

教师要会玩，要有业余爱好，这不仅有益于
教师自己的身心健康，还能推动学校的素质教
育，这是我从教二十多年的最大体会。所以我非
常赞赏慈溪阳光实验学校的创举，“与学生玩同
样的活动”，定能玩出一片素质教育的新天地。

王学进

每到学期末，班主任便开始忙着
为班里学生写评语。有藏头诗评语，
有化学评语等，也时常见诸报端，老
师们用心用情都很深。笔者突然想
起，如果反过来，让学生给教师写评
语，我们的教师是否能够“hold”住
呢？思来想去，笔者以为，此举值得大
胆尝试。

让学生给老师写评语，至少有三
大好处：

其一，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与老师
“说悄悄话”的平台。平时，教师高高
在上，都是教师向学生“发话”，而学
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如此，学生
有“真心话”却没有向教师“倾诉”的
渠道。久而久之，师生间“话”会越来
越少，有的甚至还会因“话不投机”而
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学生给教师写评
语，学生就有了与教师“说话”的机
会，“倾诉”也就有了对象，学生的学
习上、生活上、心理上等方面的一些
问题就能在教师的关心和帮助之下
得到解决。同时，也能使教师更多地
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更多地理解学
生，关心学生。

其二，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在
学生眼里，我们教师总是以“指挥者”

“领导者”自居，喜欢以高高在上的姿
态去看待学生，这样学生自然而然就
和教师有隔阂。而我们教师通过学生
写给自己的评语，就能真切地感受和
倾听到学生的声音，从而建构一种互
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新型
师生关系。同时，能使自己真正成为
学生的亲密朋友，师生间从此又多了
一座互相交流和沟通的桥梁。

其三，也让教师看到自己的不
足，并进而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绝
大部分教师平时总以为自己在学生
面前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知道自己
在学生面前做错了事，也往往碍于教
师的面子，不大愿意在学生面前承认
错误、改正错误。通过学生写给教师
自己的“评语”，教师看了之后，就会
真切地感受到不同学生不同的“评头
论足”，有的可能是赞美的、表扬的，
有的可能是指出缺点和不足的。这
样，教师就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扬长避短，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
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从而形成
一个良性循环的教育态势，不但学生
受益了，我们教师自己也从中获得了
职业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因此，就以上三点而言，笔者以
为，让学生给教师写“评语”之举，倒
是值得一试。 廖卫芳

寒假来临，在甬高校校园内，往日
的熙熙攘攘趋于安静，大多数学生返家
开启寒假生活。但是，校园中，也有部分
学生选择留校。他们有人是因为科研需
要，有人为了准备各类考试，也有人因
为疫情。为了这些留校的大学生，从食
宿到安全，各大高校纷纷采取举措，给
留校学生家一般的温暖。

（本报今日A14版）

“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儿的年在哪
过，困扰了许多同学。

回家过年，对每个人、每个家庭来
说都是一份满心欢喜的期待，但眼下形
势严峻的疫情，隔断了回家路。不少家
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都选择响应“非
必要不返乡”的号召，留在学校，原地过
年。

留校过年，也不能缺了年味儿。
正处于“寒假模式”的校园空空荡

荡，教工食堂里却很热闹，一锅热气腾
腾的腊八粥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品尝。
除了免费腊八粥，学校还为留校过年的
学生筹备年夜饭和新年礼包，隔离病毒
却不隔离爱。对于留校学生而言，不能
尽早与家人团聚，内心难免失落，但学
校细致、温暖的安排还是让他们感受到
了家一样的温暖。

优化后勤服务保障，让校园成为学
生温暖的港湾。学校安排学生入住统一
的宿舍楼，寝管员提供全天 24 小时服
务，自助洗衣、共享厨房等设施也很完
备。校园生活虽比不上家里舒适安逸，
但细致妥善的安排还是让人大呼贴心！
原地过年是无奈之举，学校也应尽力给
他们一个不遗憾的年。

思乡是本能，坚守是责任。几位同
学面对镜头向远在异乡的父母报了平
安，表示很期待度过这个特殊却温暖的
年。大学生群体作为肩担重任的青年
人，在这样的艰难时刻，选择“原地过
年”“不动就是战斗”，彰显着共同抗疫
的决心与信心，也彰显着青年人的责任
与担当。

青年人有担当，学校也负起责任。
把留校同学们的安危和喜忧记挂心里，
用心用情地安置好留校学生的生活、学
习和娱乐，让远方的父母放心，让留甬
同学安心。一句问候、一碗热粥，温暖人
心。

钱欢（高校学生）

今日金评

给留校学生家一样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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