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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川成都家长张女士
聊到此前的一段经历：去给孩子
开家长会，推门一看，“简直就是
已婚妇女的姐妹聚会，一眼望去，
来的全是妈，大概只有几位男
士”。成都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李玎
玲老师表示，印象最深的一次家
长会，43人的班级只有7位爸爸。

（10月30日 红星新闻）

明明爸爸妈妈都是家长，为
何“家长会成妈开会”？在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中，男性更多地承担家庭的经济
功能与社交功能，较少地承担家
庭教育的功能。但是，面对急剧的
社会变迁，身处转型时代的中国
人，必须重新审视家庭分工，父亲
的家庭责任也需要重新定位。从
客观上看，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
庭领域进入公共场域，在社会分
工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权
利意识的增强和教育观念的更
新，也呼唤男性在家庭教育中承
担更多的责任。

部分男性在家庭教育中投入
不多，这里面固然有分身乏术、身
不由己等客观现实，也和“意义之
网”的偏差和错乱息息相关。在一
些人肤浅、狭隘的认知中，陪伴、
教育子女的责任要交给女性或者
老人来承担，男性在家庭教育中
投入是一件有失脸面、有损尊严
的事情。哪怕是在饭局应酬中，为
了陪孩子告假或者早退，似乎也

“开不了口”。有些父亲明明有时
间陪伴和教育孩子，却宁可在游
戏和手机中虚度，也不愿意把时
间花在孩子身上。

时代在变，对同一个社会角
色的评价标准和角色期待也在
变。不论是个人重塑“意义之网”，
给予家庭教育更多的价值认同；
还是用人单位对“爸爸去开家长
会”“爸爸陪孩子看病”“爸爸陪孩
子游玩”多一些换位思考和体谅，
在请假、休假上予以成全，抑或全
社会转变对“好爸爸”的评价标
尺，让“好爸爸”更有体面尊严，促
进父亲在家庭教育上实现角色回
归，需要多方合力。

当越来越多的爸爸们主动去
开家长会、当“家长会成妈开会”
得到彻底扭转，不仅意味着孩子
们得到更多的关爱和陪伴，也意
味着家庭功能更加完整、家庭生
活更有活力。

杨朝清

眼下，正是丹桂飘香、稻谷
丰收季节，象山县晓塘乡中心小
学、鄞州区甲南小学抓住这一季
节特点，组织学生开展酿桂花、
打稻谷活动，推动跨学科项目化
学习。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是我
上过最生动的语文课了。”

（10月28日《现代金报》）

近年来时兴的跨学科项目
化学习，一经推出，便深受学生
欢迎。这种学习方式全然有别
于传统课堂教学，老师们根据
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不拘泥
于课本和课堂，把授课地点搬
到车间、农场、商场，或者如上
述两所学校那样，将课堂移到
桂花树下、稻田里，让学生通过
桂花蜜的酿制和在打稻机上打
稻子脱粒的过程，体验酿制桂
花蜜和稻子丰收的全过程，学
到了实用知识，培养了实践能
力。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积

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
合性教学活动，并且提出了“各
门课程用不少于10%的课时设计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硬性要求，
可见开展项目化学习是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和能力的一项重要的教改
项目。

作为一项新的教改项目，在
落实推进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探
索和总结的地方。从宁波市一些
学校的试点情况看，有成功之
处，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总结
提高。下一阶段，还需聚焦如何
从“碎片化的学习”走向“整体性
的学习”，以“输出学习”带动更
加深入的“输入学习”方面着力，
围绕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真
实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核心
素养。

在开展跨学科项目化学习
中要注意几点：

一是要将其纳入学校课程
体系，推动项目化学习走向常态

化，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各门课
程用不少于10%的课时设计跨学
科主题学习”。

二是要组建推进项目化改
革的核心团队。新课题，新任务，
单靠某个学科教师是难以胜任
的，因为项目化学习的一大特点
是跨学科，所以必须组建一支由
各学科教师组成、学校领导担纲
的教研团队，坚持实践探索，定
期研讨交流，加强校际沟通，促
进资源共建共享。

三是改革评价标准，突出表
现性评价。项目化学习不同于传
统的课堂教学，通常采取团队形
式，学生遇到问题、解决困难的
经历，以及交流研讨的过程很难
做出量化评价，所以应该找出综
合性教学、项目化学习、表现性
评价之间内在的联系，将此当作
下阶段教学改革的难点予以突
破，带动我市跨学科项目化学习
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陌上青

与小时候的“出类拔萃”相
比，不少孩子到了大学以后的成
绩平平和缺乏创造性。究其原
因，恐怕首先应把板子打在对一
切权威的“迷思”上，包括对教
材 、标 准 答 案 以 及 教 师 的“ 迷
思”，其次，当归责于社会上普遍
缺乏对质疑精神的敬畏。而仅以
后者而言，一个最明显的现象
是，老师的话比家长更具权威
性，说一不二，对也对，不对也
对。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别说
孩子不敢“善学则疑”，多数家长
也没有质疑之胆。即便是到了高
中、大学，由于受教中的学生，有
求于老师，有惧于老师，“立雪”
尚且来不及，何敢有半句不恭！

“吾爱老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名
言，毕业后或许能做到，在校时
却很难做到。由此，有关教材编
写组对两名小学生“鼓励性“回
信，无疑有利于激发孩子们的

“自我”意识，培养他们的质疑精
神。难能可贵！

教 育 的 力 量 ，就 是 让 孩 子
成为身心自由的人，要让他们
对世界始终充满好奇心和探索
欲，要让他们成为热爱生活、内

心美好、精神丰盈的人，而要做
到这一点，除了担负教材和儿
童读物编写任务的人员要认真
执行相关编审程序，尽力减少
教材、儿童读物编写中出现的
错误、疏漏，让教材、儿童读物
更“接地气”，更富促人向上、向
善、向美的感染力，关键是无论
是教材编写人员还是担负教学
任务的教师，都不要打击学生
的探究、质疑精神，而是要鼓励
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标准
答案提出挑战。而作为教师在
使用教材时，要有灵活性、创造
性，按课程要求给学生讲授，也

要有自己对教材的理解，让教
学更具个性化、针对性。这种探
究式、思考式的开放型学习，才
是学生真正需要的，也是我国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

总 而 言 之 ，无 论 是 基 于 现
实，还是着眼于长远，全社会都
有责任和义务注重保护学生的
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同时，
应大力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唯
其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乃至推
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王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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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家长会成妈开会”
社会变迁呼唤
和期待角色转变

让项目化学习在不断摸索中行稳致远

应多多鼓励小学生
走出标准答案“迷思”

利用一把小学生常用的三角尺，能画出
165°的角吗？近日，四川成都天府新区两名四年
级学生成功推翻官方用书上的“标准”答案，给新
世纪小学教材（北师大版）编写组发去了邮件，并
收到了编写组的回信。回信中，教材编写组肯定
了两名学生敢于质疑的探究精神和严谨的态度，
同时表示，在教材修订时，会采纳他们的建议。

(10月29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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