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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期间，本市“天
一论坛”问政热点频道上出
现了一个反映某区某小学假
期正常播放校园音响广播影
响周边居民假期休息的民生
帖子。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个
例，笔者居所附近有几所学
校，长假期间校园人去楼空，
平时上下学的拥堵及日常的
喧闹都暂告停息，一下子清
净许多，但比较遗憾的是，几
个学校基本都没关闭校园广
播音响系统，电铃声、广播操
音乐、起床或熄灯的提示语
音等都一如既往地准时响
起。

据了解，这种情况不仅
仅发生在国庆长假，一些学
校，无论寒暑假、“五一”等
小长假，以及其他节假日，似
乎都没有关掉校园广播音响
的意识和习惯。在笔者看来，
至少暴露了学校管理者两方
面的缺失：

一是节能环保的缺失。
校园广播音响系统损耗的电
能也许并不高，但依然是一
种损耗，日积月累其消耗的
总量也不会低，尤其是没有
服务对象的背景下，更是一
种白白浪费。平时我们都比
较强调教室“长明灯”、龙头

“长流水”、屏幕“长显示”之
类的能源浪费现象，也在响
应政府节能环保要求向学生
开展相关的主题教育，然而

一些学校却无视假期校园广
播的“空响”，这说明我们的
节能环保意识和习惯还只是
停留在表面形式上。

二是同理关怀的缺失。
高于一定分贝的声音会影响
干扰人体的正常活动，这应
该是一个常识。校园广播音
响的响度较高，波及范围较
大，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显而
易见，平常日子，大部分居民
的作息与学校的作息基本交
叉匹配，受影响程度较小，但
在国庆小长假、寒暑假这样
的假期，很多居民长时间待
在家里，睡个懒觉乃至作息
不甚规律也在情理之中，这
时候，从校园传来的铃声、广
播、音乐声声入耳，不亚于噪
音，如果学校管理者能考虑
到假期周围居民的真实需
求，怀有一颗同理心、关怀
心，与他们感同身受，其实是
不至于任空转的校园广播制
造杂音、噪音的。

无论是节能环保，还是
同理关怀，其实都是学校教
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管
理者、教育者的必备素养，国
庆长假期间空荡荡校园内一
遍遍响起的校园广播在给周
边居民可能造成的干扰影响
外，也在一次次提醒我们需
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教育自
觉，需要进一步用心做好每
一件小事。 远方

校园广播音响
也该“放放长假”

漫画 严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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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进校园、进家庭，这是大
家共同的认知。但是，也有个别家长的
思想观念，滞后于孩子成长的需求，他
们习惯性地越俎代疱，包办代替。以为
让孩子出镜，拍照留影传到微信群，以
为这就是“劳动教育”了。在笔者看来，
那只不过是一种概念性的“劳动教育”，
是一种流于形式的劳动教育模式。

不得不承认，没有哪个孩子与生
俱来就热爱劳动、会劳动。毕竟劳动是
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和脑力，与脏苦累
分不开的。还由于受个人的认知经验、

“直接感受”、个人情绪和客观环境的
影响，劳动过程中免不了会遇到一些
困难和挫折——自己不愿意做的，甚
至不想做的事，该吃的苦、该走的弯
路、该撞的南墙，一个都少不了。如果
没有经历劳动的磨练，其内心只是痛
苦、厌恶，则无法体验或者说享受到劳
动过程中的乐趣。

因此，开展劳动教育，对于孩子要
有一定的劝说和引导，注重方式方法，
该经历的就让他经历。如果怕他做不
好就不让开始，如果因为嫌弃“浪费时
间”就代办，如果认为劳动是耽误学
习，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影响孩子
的成长效率。我们会无意识地告诉孩

子，难可以不做，不会可以找人代做，
学习是唯一的成长方式。所以，我们成
年人应该明白，让孩子参与、体验过
程，正确地面对结果很重要。孩子在生
活中找到成就感，也是促进生命力向
上的无形力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任何劳动都是“人”的劳动。它不是
计时器上的时间段，而是一个包含生命
情绪与体验的“生命场”。在这个场中，
孩子身体力行，其生命总处于一种被激
活的状态。让孩子身与心灵对话，与劳
动对象对话，与环境对话……这些基于
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繁复多重和新鲜的
生命体验，才能纠正孩子大脑中根深蒂
固的陈见和偏见，有利于孩子重新认识
自己，动心忍性，刺激和释放自己的潜
能，增益其所不能，不断逼近，直至抵达
自己既定的目标。

我们只有发现蕴藏在劳动背后的
这些思想和思维，抓住劳动的本质特
性，劳中见“人”，动中育人。让劳动课有

“劳动味儿”——生命在行走、灵魂在游
动，才能有利于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否则，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教育，则于
事无补，徒增笑耳。

孙功道

劳动课已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
独立课程，但受教师资源与课程资源等
限制，很多学校还很难把这门课程开
好。将劳模工匠聘为劳动导师，让劳模
工匠参与校园育人，对他们本人及孩
子、学校、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是极其
有益的。

比如，对劳模工匠而言，这让他们
又多了一个崭新的用武之地，能促进他
们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价值，激发他们进
一步当好劳模工匠的责任感、荣誉感，
并让他们在教导新人茁壮成长、感受良
好手艺技艺得以延续传承的过程中收
获成就感。

对学校而言，这将帮助学校有效解
决劳动专业师资不足、劳动教育课程开
发难等问题，不再为谁来示范上好劳动
课、怎样建设高质量劳动课程发愁。同
时，也帮助学校真切感知上好劳动课对
丰富教育内容、促进五育并举、全面育
人的积极作用，推动学校下决心花力气
把劳动课开起开好。

对孩子们而言，这将帮助他们近距
离领略劳模工匠风采，感受榜样力量，
从劳模工匠身上汲取成长营养，带领他
们在劳动实践中增强自信。

对社会而言，这将让人们更清晰地
看到劳动也是育人，帮助人们将思想认
识自觉统一到全面育人这条道路上来，
促进家长主动根据孩子的天赋、特长为
孩子寻找更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不在

“唯智育”“唯分数”上焦虑纠结，促进社
会成才就业观念转变，形成职业平等社
会共识，为技能人才的培养成长、技能
社会的加快形成营造良好的家庭、社会
环境。

劳模工匠是宝贵的教育资源，进校
园益处多多，值得推广，但在落实推广
的过程中，还需要厘清两个关系。一是，
开展这项工作完全符合教育部关于印
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的通知要求，“要举办‘劳模大讲坛
’‘大国工匠进校园’、优秀毕业生报告
会等劳动榜样人物进校园活动”，并非
学校、教师转移任务懒作为。二是，开展
这项工作不能仅凭劳模工匠以奉献精
神、志愿热情支撑，学校、地方政府和劳
模工匠所在的单位，及时出台具体清晰
的支持措施，让他们劳有所得、劳有所
获，才能确保这项工作更有质量、常态
化进行。

张小军

劳模工匠进校园
一举多得的好主意

劳动课应该
“劳中见人，动中育人”

今年秋季学期起，劳动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这门课

如何才能有效开展？9月29日下午，宁海县星海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劳动

课来了一位特殊“教师”，她是获评宁海县“缑城工匠”荣誉称号的国网浙

江宁海县供电有限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余敏。

劳动课要怎么上？怎样才能抓住劳动教育的本质？两位教育工作者

聊了聊自己的想法。
（10月4日《现代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