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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体育老师
就当不了班主任？

教师节近在眼前，在
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
学学院，想到因病逝世的
恩师王雅娟，校友们决定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恩
师送上最为诚挚的感谢
和祝福——8月下旬，以
王老师名字命名的“王雅
娟育才基金”发布续捐倡
议后，目前第二期基金筹
集金额已达100万元。

（9月6日甬派）

日前，杭州市拱墅区教育研究院学
生成长中心副主任、德育研究员周慧老
师发现，有家长在网络上诉苦，孩子所
在的学校新学期有一个变化——全校
所有体育老师都被安排做了班主任，一
位足球专业的体育老师，就成了自己孩
子的班主任，让她很惶恐。周老师将此
信息发到朋友圈，引起了老师、家长的
大讨论。 （9月6日潮新闻）

坊间有句传播甚广的话：“你的数
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意谓体育老师
教不出好学生，讽刺意味甚浓。体察反
对体育老师做班主任的家长们的心思，
其实与此类似。

这是一种很落后的教育观念。不知
从何时起，中小学仿佛是习惯成自然，
无论是校领导、教师还是家长和学生，
都会将科目区分为主课与副课，语数外
等属于主课，音体美劳等属于副课，相
对来讲，主课老师地位高一些，做班主
任的多一些。

究其实，主课、副课意识的形成和
流行，根源在应试教育。因为早先中考、
高考只考文化成绩，不考运动成绩，重
要性不能与语数外相提并论，所以在整
个课程体系中存在感不强。

回头审视，主副课观念是应试教育
的产物，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的教育需
求，理应纠偏和抛弃。

新时期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二十大报告明确：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
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根据这一要求，各级
各类学校必须要摆脱应试教育的陈见，
摒弃主课、副课意识，平等看待德智体
美劳，真正从发展素质教育的高度，重
视音体美劳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回到体育老师做班主任的话题。令
人欣慰的是，杭州很多家长都支持体育
老师做班主任，并且还举出了很多理
由。对此，我有发言权。当年，我在县中
任教时，见证了两位体育老师（一位姓
邓，一位姓季）成功带班的案例。他们所
带的班不仅学业成绩优异，在校运会和
元旦文艺汇演中更是风光无限，不仅被
评为先进班级，两位老师也被评为先进
班主任。我当时没有去探究他们的成功
秘诀，只记得一个细节：经常看到邓老
师与学生盘腿坐在校园草坪上促膝谈
心，感觉很亲切。邓老师为什么不把学
生叫到办公室教育和交心，而是选择这
种方式？也许是出于体现师生平等、拉
近师生距离的考虑。

所以，无论是哪科教师，只要老师
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热爱教育，热
爱学生，而且有一定管理能力，是一定
能胜任班主任工作的，家长大可不必担
心和惶恐。 王学进

庆祝教师节的方式有很多，尊
师重教，是给教师最好的礼物。续捐
的“王雅娟育才基金”，让“爱的教育”
成为共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

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设
置“王雅娟育才基金”，不仅是学生
们对一位好老师的致敬和纪念，也
是校友们对母校的感恩与回馈。王
雅娟老师之所以被众多师生铭记，
就在于她身体力行地诠释了“爱的
教育”——她仔细阅读每一名学生
的档案，了解他们的家庭基本情

况，走访每名学生的宿舍，与大家
促膝谈心；总是从学生角度出发去
看待和处理问题，对学生无私奉
献，好的老师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
深的烙印。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
业，有爱才有责任。以王雅娟为代
表的好老师，用行动践行了“一生
只为一件事”，诠释了“爱是教育的
灵魂”。“王雅娟育才基金”得到校
友们的鼎力支持，意味着“爱的教
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参与捐赠

的校友、受资助的学生和教师，都
在无形之中接受了精神滋养。

用知识托举希望，爱心浇灌成
长，做“经师”和“人师”统一者，教育
的本质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智慧
的启迪，更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
的互动。“用爱心、知识、智慧点亮学
生心灵”也好，“做学生健康成长的
指导者和引路人”也罢，好老师不会
被学生遗忘，让“爱的教育”在流淌
中传递是最好的尊师重教。

杨朝清

让“爱的教育”传递
是最好的
尊师重教

一年一度教师节来临，又一批
荣誉教师、名优教师新鲜出炉，全
社会对教师群体保持了热烈的关
注和尊重。新时代教师担负着“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其素养结构的
优化、能力水平的提升是当前教师
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认
为做一个深具“美好力”的老师是
广大教师的应然选择。

所谓美好力，笔者界定其为一
种感受、欣赏、追求、创造美好的能
力，它在改变自我和改变世界中都
具有非凡的意义。人生最美是相遇，
教育是最美的相遇。在学校这座散
发着圣洁光辉的“象牙塔”里，发生
着诸多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美好事
物的相遇，这其中，学生与教师的相
遇尤为重要，美好或不美好的老师，
无疑会赋予学生或好或坏、或深或
浅的教育影响，而且往往持续终生。

《教育，向美而生》一书作者郑
英老师提出了教师的美好三境界：

“始境，形胜。又境，气胜。至境，格
胜。”笔者以为这可以移用为教师
美好力的三重展现，即形象美好、
气质美好、人格美好。三者由外而

内，内外相连，形成一个美好力系
统，人格美好处于这个系统的核心
位置，它的强劲辐射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修饰、美化一个人的形象和气
质，使这个美好力系统形成更为有
机完整的合力。

美好力有天赋的成分，但更多
是在后天的实践中有意识地锻炼
提升的。在笔者看来，可以通过以
下三个主要途径加以不断修炼。

一是看见学生。教育学是关系
学，是迷恋人成长的学问，爱是直
达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唯一途径。
看见学生就意味着看见每一个学
生，看见学生的全部，就意味着能
够深入洞察学生的潜能、动机、兴
趣、需要、性格、愿望，他们的喜怒
哀乐，他们的成功失败，他们的迷
茫挣扎。看见学生的前提是热爱学
生、认识学生、认识教育，教师要全
面深入并且与时俱进地把握教育
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能
够帮助学生发现和成全各自独特
性，适性扬才，努力促进他们高水
平差异发展。

二是看见自己。人贵有自知之

明，教师要能时刻保持对自己的一
种审视、反思并及时改进完善的意
识和能力，既看到自己的优势、特
长，更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局限，尤
其要能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个
性、行为等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正向或负向表现，力避
因为自己固有的心智模式和行为
习惯阻碍了对事情真相、问题本质
的正确认知与妥善处理。此外，谨
言慎行、严于律己、言传身教也属
看见自己的应有之义。

三是看见世界。教师不能囿于
单一的教材、课本，不能囿于狭小
的教室、校园，不能囿于日常的琐
碎、繁杂，一定要能够看见更广博、
更深邃的世界。无论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还是日常生活中兴之所
至、情有独钟的一些旨趣爱好，均
是教师看见世界的方式，是他们不
断累积、整合、塑造持续生长的自
身丰盈生命的路径。教师看到的世
界将会转化为一本“大书”，供学生
经常性地耳濡目染，帮助他们认识
和走向更大、更美、更好的世界。

王梁

致力于做深具“美好力”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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