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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公平的尺度。于我而言，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由一件一件小
事堆叠而成，有疲惫的时候，也有发
光的时候。但在一成不变的秩序里，
掉落星星点点的惊喜，总让人努力去
捕捉。

2022，我始终未曾停下追赶的脚
步。1 月获评宁波市第二届骨干班主
任，7月获评宁波市第二届名班主任，
11 月获评语文高级教师职称……
2022年成了我的“考试年”。回望这长
达数月的备考生涯，很多都已淡忘甚
至模糊不清，唯有那些温暖的瞬间让
人刻骨铭心：学校警务室的灯常常通
宵亮着，那是为了我回家时能顺利经
过那段光滑的大理石台阶；点的盒饭
毛师傅总不厌其烦地送到我手中。尾

号 6383 的电话总会在我最迷茫的时
候响起，聊得不多却直击内心，不是
师徒却足以慰平生。

大部分的记忆，总是如此琐碎而
平淡，但它却构成了生活中最基本的
底色，让人愿意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不可否认，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快
乐的时代。

而我的快乐，来自于每一个学
员老师的成长，能够为他们去做一
些虽微不足道但却具体的事。常和
朋友开玩笑说，成长都是倒逼出来
的。南瓜屋名班主任工作室，从 2019
年 建 立 之 初 的 10 名 成 员 ，发 展 到
2022 年的近 40 人。我几乎把我所有
的空余时间都投入到工作室的建设
中去，尤其是去年暑假发挥工作室的

团队力量，助推一名班主任走上省级
赛事的舞台。向着光，追着光，让每位
老师看到希望，这就是我建设工作室
的初心。

三年疫情 ，终有竟时 。因为疫
情，我和孩子们遇到了估计是史上
唯一一次没有期末考试的期末。前
几日深夜，忍不住打开监控看看曾
充满着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教室。但
黑魆魆的画面，总让人唏嘘不已。

等到春暖花开，我希望我们能用
一年工夫“周游鄞州”，用我们的脚步
去丈量家乡，在街井里巷中去触摸城
市的温度，完成对家乡的物象架构。

2023年，让我们以更丰盈的精神
状态继续生活，面对新的挑战，并坚
定相信，会有美好发生。

元旦已过，对于刚刚过去的2022，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悟。这几位教育

人，有老师，也有学生，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应邀写下自己对2022的记忆与思考。

辞旧，迎新。站在年尾，我们“不
想上”的网课，还是来了。

对于网课，师生们并不陌生。3年
前，因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师生们
经历了“世上最长寒假”。在教育部发
出“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后，全国各地
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
教育。但是，谁都没想到，2022 年末，
网课竟然又会卷土重来：从年初的星
星点灯，到年终的再一次全面铺开。

网课还是那个网课，但与三年前
相比，却颇有种“物是人非”的感慨。

刚开始上网课时，由于绝大多数
师生和家长都缺少这方面的经历，加
之准备过程有些仓促，一时之间出现
了很多问题：成千上万人同用一个直
播系统，网络一下子拥堵乃至瘫痪；
老师因为操作不熟练状况频出，甚至
有老师因为没打开话筒，对着空气滔
滔不绝讲了半天，“十八线”主播们闹
出了不少笑话；有家长用手机、电脑、

iPad、投影仪“四大金刚”伺侯娃一个
人上课，搞得手忙脚乱，说好的“在家
办公”变成了在线陪读……

经过几次网课洗礼后，无论是设
备、技术还是心情，大家都已经今非
昔比，一度令人“崩溃”的场景一去不
复返了。

不过，这一波的网课，也遭遇到
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很多老
师、学生和家长纷纷“阳了”，而且不
少人症状不轻。为此，很多学校的网
课学习节奏都有意识地缓和了一些，
而杭州建兰中学发布暂停线上课程的
通知，更是一度刷屏。一句“孩子，读
书不是为了考试，是为了丰盈自己，是
为了造福他人，是为了理想！而你的理
想，在更为宽广的世界里……”触动
了很多人的心灵。

万变不离其宗。淡定的心态和人
性化的安排，背后不曾改变的是一颗
教育的初心。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期末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优化调整之
后，迅速跟进网课安排，是为了“停课
不停学”。而放缓节奏乃至暂停网课，
则是对孩子最好的人情味教育，其意
义绝不亚于知识的学习。站在一定高
度审视，“停课不停学”并不只是单纯
意义上的网上上课，也不只是学校课
程的学习，而是一种广义的学习，只
要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的内容和方
式都可以包括在内。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
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表
示，只要不出现免疫性超强或致病性
超高的新变种，全球新冠疫情正在走
向终结。随着新冠疫情进入“最后一
程”，大规模的网课应该是最后一波
了。但是，网课过程中的各种“故事”，
会成为弥足珍贵的个人经历，永远留
存。网课或许不会再来了，但教育人
众志成城齐心战疫的精神，足以激励
着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新的困难。

网课中的变与不变

过去这一年，疫情蔓延，政策瞬
息万变，国内产业格局重构，各种不
确定性出现。即便“就业难”已是形
势所趋，后疫情时代不断变换的就
业市场仍让新一代大学生们受到了
更猛烈的冲击。身处其中，我们迷茫
于不确定的未来，转而质疑读书的
目的。

这一年里，身边同学已经开始为
未来做打算，或学习雅思准备留学，
或积极参加实习、增加社会经验，或
复习专业课、为考研打下基础。与此
同时，各种声音涌现，诸如“2022年的
考研人数达到了 457 万，比 2021 年的
377 万增加了 80 多万”。对于有考研
打算的我来说，曾被“考研是唯一的
出路”所捆绑，曾功利地把考研当作
竞争过程中的工具，也曾把赚取社会
的认可视为读书的意义。但不可否认

的是，当各种不确定袭来，学会“做自
己”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命题。

这一年，小红书话题“如果我没
上 过 大 学 ”被 热 议 。一 位 网 友 说 ：

“如果我没上大学，我就可以心安
理 得 做 服 务 员 ，可 是 我 读 了 一 点
书，我不甘心自己去做只完成义务
教育就可以做的工作。”竞争一份
人人羡慕的体面工作、升学、考公、
考编 ...... 这些成为了现实中大学生
就业的“标准答案”。我们好像看清
了前路，实际上却在读书之困中逃
避真实的自己，陷入精神内耗的泥
淖。

读书的意义有“标准答案”吗？
倘若我们被选择的枷锁裹挟，得不
到回答时，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大学
的价值和受教育的意义。“教育应该
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

的开阔。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
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
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宇宙
的尽头是考编”——这何尝不是一
种从认知的局限性中衍生而来的偏
见。而受教育的实质应当是承认个
体思维的片面性，走出偏见的束缚，
看见更多的可能。换言之，大学存在
的理由不尽然是为了实现就业，而
在于让人学会追问，最终找到自己。

然而，“找到自己”并不是易事。
不要把自我价值建立在社会比较的
基础上，要忠于自己，在认识世界中
找到自我价值，向时代做出属于自己
的回答。接受平庸也好，跻身内卷浪
潮也罢，只要有清醒独立的人格，有
生生不息的热爱，有生命的意义支
点，路的尽头还是路。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向着光，让每位老师看到希望

在不确定中坚持“做自己”

站 在 一 定
高度审视，“停
课不停学”并不
只是指单纯意
义上的网上上
课，也不只是学
校课程的学习，
而是一种广义
的学习，只要有
助于学生成长
进步的内容和
方式都可以包
括在内。

“

读 书 的 意
义 有“ 标 准 答
案”吗？倘若我
们被选择的枷
锁裹挟，得不到
回答时，我们可
以重新审视自
己，走出偏见的
束缚，看见更多
的可能。

“

等 到 春 暖
花开，我希望我
们能用一年的
工夫去“周游鄞
州”，用我们的
脚步去丈量家
乡，在街井里巷
中去触摸城市
的温度，完成对
家乡的物象架
构。

“

胡欣红（教师）

葛千润（学生）

俞成效（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