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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PPT已成为教育教学
的一个重要工具，很多老师习惯用它
授课，学生也乐于接受这样图文并茂
的教学形式，但这样的方式一定好
吗？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
就带来了一份关于PPT的提案。在她
看来，这个小切口的提案反映了一个
大问题——课堂教学过度使用PPT对
基础教育和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造成了
很多负面影响。

(3月10日《光明日报》）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课堂上使
用 PPT 已经是相当习惯了。有的老师
甚至离开了 PPT，就不知道如何上课
了 。过 度 使 用 PPT 也 是 一 种“ 教 育
病”。

PPT 是一种教学工具，有自身优
势，直观、醒目，吸引学生的眼球等等，
但如果过度使用 PPT，危害很大，因为
对于大学生来说，谁都知道记笔记吃
力而且麻烦，在课堂上用手机拍照或
者直接找老师 ctrl+v（复制），以后想看
就看，多方便。其实，大多数 PPT 有可

能就这样尘封于手机或电脑。有人会
说，笔记也会这样，但手脑并用的笔记
和 PPT，哪个会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更深，大家自有判断。老话说的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点，过度使用 PPT 的原因
还在于评价出了问题。遇到职称评定、
教学比赛、公开课，基本上是看 PPT，
谁做得漂亮，谁就能够胜出，这导致教
师会花费大量时间做 PPT。不可否认，
PPT 的优势，能够给学生带来视觉冲
击，但万事皆应有度。PPT，只是教学的
一种表现形式，老师的教学质量如何，
最终还是要看课堂效果。

遏制过度使用 PPT，需要改变教
育理念，PPT 作为一种工具，当然可以
使用，但不能过度。教育部门对教师
使用 PPT 要有一个规范。课堂应该如
何科学规范使用 PPT，让课堂保持纯
净的特点，提倡课堂互动。再者，各类
比赛需要力戒过度使用 PPT，要淡化
PPT 在教师职称评定、教学比赛、公开
课中的权重，不要助长 PPT 带来的形
式主义风气。

王军荣

“我们来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日前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回应中
西部教育差距、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学生沉
迷网络游戏等教育热点问题，引发广泛共
鸣。总书记强调，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一番话直面现实问题、指出破解之道，说到
了人们心坎里，传递出以人为本、关爱民族
未来的民生温度，也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指
明了方向。

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教育才能回归本
真，履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教育
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立德树人的事业，
绝不能被利益至上的逻辑牵着走。现实中，

无论是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还是大
搞教育商业化，或者是制造教育焦虑、抬高
教育成本，都背离了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
育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必然弊病丛生、贻
害无穷。必须正本清源，聚焦人的健康成长，
擦亮教育的民生底色，不断净化教育生态，
还教育以本来面目。

守护教育公平，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
盼。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公平
越有保障，社会上升渠道就越通畅，人们对

“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就越坚定。促进教
育公平，基础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关键是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尤
其是优质资源。当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成
长的舞台就会越来越宽广。

让孩子享有更高质量的教育，是天下
父母的共同心愿。最近，一名教育工作者
说的一段话刷屏了：“好的教育应该是培
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
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
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教
育，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过程，是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过程，“分数”远远不是
成长的全部。打造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
高质量的教师，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教学方
法，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老师“教
好”，学生“学好”，学校“管好”，家庭和社
会“育好”，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就会越走越
好、行稳致远。

辛识平

名师退休后干什么去？含饴弄孙还
是去跳广场舞？对此，慈溪市 145 名退休
名师给出了答案：受聘慈溪市教育系统
关工委成为“关爱导师”。

（本报今日A05版）

医生越老越吃香，教师越老越不吃
香，这是某些人的偏见。其实，老教师尤
其是名师，凭着他们深厚的教育情怀、丰
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和高尚的精神品格，
不仅是学生成长中的良师，也是青年教
师成长的导师，在学校建设和课程建设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培养一位名师
不易，他们是稀缺的极其宝贵的教育资
源，在岗时应该利用好这份资源，退休后
也不能让这部分资源白白浪费了。

这些年，由于受返聘政策的规定，退
休名师有的闲居在家，有的去了培训机
构，少有被单位返聘的，造成了教育资源
浪费。这次，慈溪市关工委在自愿的基础
上返聘145名名师为关爱导师，在指导青
年就业创业、关爱特殊青少年和参与社会
治理等工作方面发挥余热，走出了一条如
何发挥退休名师余热的新路，可喜可贺！

基于笔者对名师（名校长）业务素
质、能力和管理经验的了解，认为在怎样
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余热上观念还可更
解放一些，思路还可更开阔些，也即是
说，不必仅仅局限在“关爱”上，还可落实
在指导、监管、督导等方面。譬如在指导
培养乡村教师和帮助提高农村学校办学
水平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指导、引领和监
管作用，发挥实实在在的帮扶作用，让广
大乡村教师尽快成长起来，站稳讲台。

这些，其实有现成的经验在。2020 年
9 月 9 日人民网报道，成都市教育局新一
轮“常青树——名优退休教师下乡兴教
计划”又开始实施了（该计划已经实施了
数年），刚招募的新一批名优退休教师即
将赶赴成都远郊的乡村学校，走上他们
教育事业的新岗位。按计划，给他们提供
两种岗位：“学监”和“导师”，旨在协助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调研本区域内教育改革
发展情况，负责整个学区团队集体活动
的组织协调工作，深入教育教学一线展
开教育教学指导工作，帮助提升农村教
师素质和专业水平。

成都市的经验不仅适合慈溪市这次
招募的145名退休名师，而且也值得宁波
市各县市区借鉴，将其纳入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支持计划，为他们搭建舞台，提供
岗位，助推乡村教育发展。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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