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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是神秘浩渺的太空，一端是
地球上的课堂，当透明的水膜逐渐加
入水滴，变成晶莹的水球，王亚平与
其女儿合作的纸花在水球面美丽绽
放，孩子们和电视机前的人们都发出
一阵惊叹声和掌声，三位宇航员的太
空授课，就在这些生动有趣、奥妙无
穷的小小实验中展开。

其间，航天员还通过视频通话形
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
交流，使亿万观众尤其是孩子们领略
到了与众不同的视觉享受和科技知
识，让人倍感惊奇与自豪。

这场太空授课活动，加深了孩子
们对载人航天知识的了解，大大激发
了同学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和热情，
也极大地增加了师生们对国民身份
的认同，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已经
圆满结束，但看到那些争先恐后、高
高举起不肯放下的手臂，我们知道，
这堂天地对话远未结束。科学探索的
精神已经播撒在无数孩子的心田。

这场活动的意义，已超出课堂
之外。

遥遥天际，浩瀚星空，当今世界，
全球正在不断展开太空探险等科学
探索活动。太空课堂，绝不仅仅是单
纯的科普，透过孩子们那意犹未尽的
神情，好奇、兴奋的目光，我们可以看
到中国航天的未来甚至是人类的未
来。太空科学梦，张力无限，太空课
堂，意义巨大，影响深远。

斯涵涵

近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李广教
授、柳海民教授等撰写的《中国教
师发展报告(2020-2021)》发布。这
份近 60万字的报告，以中小学教
师职业幸福感为切入点，聚焦职业
认知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健康幸
福感、社会幸福感四大维度，调查
样本覆盖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
澳台)的33590名中小学教师。

（12月12日中新社）

为何要关注中小学教师职业
幸福感发展态势？撰写者认为，中
国基本建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
模的教育体系，随着教育变革走入
深水区，教师面临着更加宏大的使
命与期待，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与
压力，职业倦怠加剧和幸福感缺失
已经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报告显示，中国中小学教师职
业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超过 80%
的教师能够在工作中体验到职业
幸福感，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调查
结果。但不能忽视的是，教师幸福
感也面临诸如价值追求中的“道德
绑架”、家校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教
育政策实施中的“衰减”及高幸福
指数中的“点阵塌陷”等现象。

薪酬与付出不对等是教师职
业幸福感缺失首因。教师们几乎一
致地将提高薪酬待遇作为职业幸
福感提升的主要路径，因此，中小
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策略应该
直指薪酬。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在
教育上投入持续增加，教师待遇也
得到了明显改善。今年 9 月 1 日教
育部表示，2020 年，全国 2846 个区
县均承诺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目标。这是自
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颁布实施以
来，在预算安排环节，全国所有区
县均实现“不低于”目标。

工作量大是影响教师职业幸
福感的另一重要因素。报告显示，
日工作超过 8 小时，教师职业幸福
感水平会快速下降。对于众多中学
教师来说，超时工作，早出晚归已
是常态。因此，在为学生减负的同
时，如何为教师减负，让其权益也
能享受到劳动法的呵护，是一个必
须考虑的问题。

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光辉
的职业”。这种赞美反映了人们对
教师过高的理想化角色期望，对教
师职业的过度“神圣化”让很多教
师感到难承其重。“适当的社会期
望，能够转化为教师工作的动力和
责任感，但是过分理想化的期望却
会引起教师心理的压力。”从作为

“人”的教师与作为教师的“人”辩
证的关系中理解教师角色，才有助
于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不应只是
教师的期望，也应成为尊师重教的
现实体现。这关乎教育，关乎孩子
们的幸福！ 关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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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突发疫情后，宁波市区
各中小学、幼儿园需要居家进行
健康监测的教师较多。为解决校
园教师缺口，缓解学校教学压
力，鄞州、海曙等区教育局启用
教研员、师训员队伍，第一时间
分组分批深入学校补岗进课堂，
承担起不能到岗教师的班级管
理及日常教学工作。

（本报今日A02版）

疫情就是命令，危急方显担
当！各区教研员在基层学校遇到
困难时挺身而出，顶岗兼课，为
维护辖区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尽
心竭力，由此展示的勇于担当、
积极互助的精神风貌和良好形
象令人感佩，值得称道。在大力
点赞之余，笔者更期待教研员到

“一线”顶岗兼课现象能成为常
态动作，将教研员定期到中小学
任教制度真正落实到位。

教研工作是保障基础教育
质量的重要支撑。作为区域教育
教学研究的领头雁和先行者，教
研员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推

动教育教学改革上显然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其业务素养的高
低甚至直接关乎当地相关学科
教学的整体水平。2019 年 11 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 代 基 础 教 育 教 研 工 作 的 意
见》，要求建立专职教研员定期
到中小学任教制度，以期更好
地提高教研员教学实践能力，
保障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不脱
节 ，其 中 隐 含 的 重 研 更 要 重

“教”的政策导向无疑让人看到
了教研改革的新曙光。但令人
遗憾的是，政策出台后相关制
度推进力度明显滞后，教研员
到教学一线兼职上课的更是凤
毛麟角。

教研员一线顶岗兼课，有利
于促进教研工作直面现实、更接
地气。在许多地方，专职教研员
除了组织教学观摩活动、指导教
师上课教研外，主要精力往往放
在研读理论著作、撰写教改论文
上。由于没有承担教学课程任
务，部分教研员长期脱离教学岗
位，对基层一线的教学实际和学

情接触不多，了解不深，难免会
与日新月异的教育教学改革脱
节，使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具体的
教学实践成为两张皮。俗话说得
好：“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练手
生。”教研员深入课堂兼课，与一
线教师切磋，才能真正掌握教情
学情，了解教师教学真实需要，
从而掌握教研创新的第一手资
料，为更好地开展切合实际、更
接地气的教研活动，推出直面教
师教学疑难和困惑的课改举措
打下扎实基础。

教研员一线顶岗兼课，更有
利于自身发展和专业提升。特级
教师于永正曾有一句名言：“教
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教
学与教研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
割。如果教研员不能深入一线课
堂，亲身感受教研与教学的角色
转换，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搞研
究，从理论到理论，就很可能会
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其取得
的所谓教研成果也会因脱离教
学实际，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空
中楼阁”。 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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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员“一线”顶岗
兼课能否成常态？

北京时间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
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
太空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
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也
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12月10日《现代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