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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回收废品”做公益
育人更需要坚持

宁海县职教中心“回收废品”坚持30年
做公益的事情，3月23日经《现代金报》报道
后，4 月 10 日又被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官方
微信号推送，引起一片点赞声。宁海县职教
中心这个做法，早在 10 年前就得到过媒体
报道，有较大影响力。但该校师生没有“见
好就收”，而是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又坚持
做了 10 年，从连续坚持 20 年变成了连续坚
持30年。可以预见，该校今后连续坚持的年
限会更长。

其实，把废品回收用于班费或做公益，
这样的事情真的再普通不过，可以说全国
各地各类学校都有发生。但宁海职教中心
一做就是3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
成为宁海职教中心学校的一种文化，成为
了每一位师生的一种自觉行为。把认准的
有价值的事情坚持做下去，或许就是宁海
职教中心的“回收废品”坚持30年做公益带
给广大教育人最大的启示。

即便是回收废品做公益这样的小事，坚
持久了就成为了学校的一种文化，具有了
广泛的影响力，对师生的终身成长或许会
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见，学校中的很多
事，无论是关于学校发展、教师进步、学生
成长等，有价值的事情，如果能长期坚持
做，到一定时候，自然就会得到回报。

其实，这种把有价值的事情长期坚持做
下去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长期坚持精
神，或许正是当下学校教育所稀缺的。比如
有些学校的办学特色经常上新，有些学校
做课题每次都是重起炉灶，有些学校的教
学改革总是追时髦。

重新认识坚持的力量，把有价值的事情
坚持做下去，这，大概就是宁海职教中心能
被央媒集体关注的原因吧。

刘波（作者系浙江省青少年舆情研究中
心研究员）

一场“以生为本”的
实验课

4月8日早晨，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金桥校区操场上，随着战鼓擂起，现场版

“马德堡半球实验”正式拉开序幕。在科学
老师张鸣杰的主持下，40名同学首先登场，
他们双脚蹬地，身体向后倾，铆足了劲向两
边拉，与大气压进行了一场力气比拼之战。

（本报今日A16版）

众所周知，“马德堡半球实验”是 1654
年时，马德堡市长为了验证托里拆利关于
大气压强的理论而进行的一项实验。对于
许多学生而言，这个关于大气压强的著名
实验往往只停留于“书本知识”里，而没有
真正走进“现场还原”中，这无疑是一种遗
憾。16匹马才能拉开的半球，到底需要多少
人才能分开？学校为此特地制作一对直径
37 厘米的复刻版“马德堡半球”，在学校科
技节开幕式上进行了一次“还原实验”。对
学生们来说，现场试验不仅给大家带来了
一次全新体验，培养了实践能力，更让学生
们通过切身体验感受到科学的神奇之处。

前不久，浙江杭州丁兰实验中学学生用
“猪”来重现“曹冲称象”实验也引发社会的
高度关注。笔者以为，无论是现场版的“马
德堡半球实验”，还是用“猪”来重现“曹冲
称象”实验，其不仅仅是一次有趣的教学实
验活动，更是学校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的一个有效载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
些现场版的“还原实验”为学生们打开了一
条通往“热爱科学”的实践之门，对于学生
而言，这显然是最大的收获。

反观当下很多学校，包括父母，不是整
天把孩子“关”在教室或家里看书，就是让
孩子整天“泡”在题海中，这样的孩子哪有

“科学探究”的时间和空间？哪有“热爱科
学”的可能？可以说，如今的孩子缺乏“科学
探究”和“热爱科学”，错不在孩子，错在教
育。

我们的教育，需要更多这样的现场版
“马德堡半球实验”场景。但愿各地有更多
的学校能践行“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多
些“学生视角”，多些“教育创新”，让更多的
学生参与到类似的现场版“马德堡半球实
验”当中来，从而让我们的学生在一个个

“还原实验”中学会探究，热爱科学。
廖卫芳

本埠声音

跟着“鸡娃号”育儿
小心被割了韭菜

“4岁孩子英语单词量1500个够不够？”“在
美国够了，在海淀肯定不够。”这一问一答的对
话，不仅仅是个段子。在海淀娃学业表现神乎其
神的背后，一些育儿公众号“海淀XX爸”“海淀
XX妈”也备受推崇，被奉为育儿界的“大神”，而
其传播的内容，却引来了更多家长的焦虑。近日，
有公众号发难，直指部分育儿号背后存在营销推
手。

（4月10日《北京日报》）

所谓“鸡娃”，即打鸡血似的督促孩子学习，
通过不断给其安排补习班、兴趣班，让孩子持续
拼搏的教育行为。除了“鸡娃”，还有“牛娃”，这就
更好理解了，就是指那些在各方面都表现很突
出，成绩又出类拔萃的孩子，要想成为“牛娃”，首
先必须当好“鸡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边

“鸡娃”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很多为人父母以及教育研究者看来，

“鸡娃现象”的出现，和时下很多育儿公众号、教
育公众号拼命渲染育儿焦虑、教育焦虑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由于北京市海淀区聚集着全国闻名
的一批重点中小学，所以很多类似的公众号直接
命名为“海淀XX爸”“海淀XX妈”，然后每天发
布育儿经验、教育方法、学习方法等文章，例如

“别人家的孩子一年读500本书？不用慌，海淀妈
妈告诉你更有效的阅读方法”“4岁半实现自主阅
读，熟背诗词500首”……这些文章刻画了一批近
乎神童的“牛娃”，成为家长们“别人家的孩子”。

如果这种“别人家的孩子”只存在于个别公众
号里时，家长们表现得还比较淡定，甘心承认自己
的孩子并非神童，但是当网络中满是铺天盖地的

“牛娃”时，家长们的焦虑炸弹被彻底引爆了。他们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落下太多，或者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孩子并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就会更热切
地关注这些公众号，然后每天按照上面提供的育
儿经验、教育方法来教育培养自己的孩子。

当人气有了，粉丝多了，流量爆棚了，也就到
了变现的时候了，这些公号开始频繁地卖线上教
育课程、卖各种教辅资料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具产
品。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公号里所谓的“鸡娃”“牛
娃”都是虚构出来的，时间久了，也没有那么多真
实的育儿和教育经验可以传播，于是这些公号之
间的文章就开始出现借鉴、抄袭的现象，注水越
来越严重，“干货”越来越少。

如果家长们能够知道，这些所谓的“海淀XX
爸”“海淀XX妈”公号都是公司化运营，甚至十几
个公号都是被同一家公司所控股，也就应该能够
明白，“鸡娃”和“牛娃”都是虚构出来的，他们的
目的就是为了营造教育焦虑，然后把这种教育焦
虑传递给家长，最终把家长当成了“韭菜”进行收
割。面对这种已经涉嫌虚假营销的,自媒体平台
应该肩负起监管的责任来，但最重要的，是家长
在面对这样的“鸡娃号”时，保持理性、多关注孩
子本身而不是盲目跟风。毕竟只有尊重孩子的价
值和差异，尊重认知规律和学习规律，才有可能
帮助孩子实现真正的成长。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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