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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镇海中学校长：我们培养的学生———

一定不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德育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所

有的教育最终都要回答好一个问
题，那就是：我们将‘成全’怎样
的人？”从首届毕业生、党章守护
者张人亚，到2017年感动全国的援
疆教师姚仁汉，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中学带着“以德育人”的理念在百
年发展中砥砺前行、薪火相承。在
该校校长吴国平看来，最好的教育
是有智慧的陪伴，德育工作同样不
例外。

爱国主义永远常讲常新

“无论是对于‘9 0后’还是
‘00后’而言，爱国主义四个字永
远常讲常新，永远有着沉甸甸的分
量。”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说。

在吴国平眼中，新世纪后出生
的这一代中学生生活条件相对优
越，倡导爱国主义是对集体主义教
育的升华，是倡导孩子们为他人考
虑、为集体考虑、为国家考虑，是
培养孩子们的家庭责任感、集体责

任感、社会责任感，这些最终都有
利于促进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

追求远大理想的进程，从来都
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这是镇
海中学师生们普遍认可的奋斗理
念。“现在的人们总是说，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学习最大的
动力是家国情怀，这是一种价值追
求，也是一种责任担当。”吴国平
说。

迈入镇海中学校园，犹如迈入
一方历史气息厚重的江南园林。校
园中抗倭、抗英、抗法、抗日及解
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共有17处，
其中 3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从“元宵之和”绘画摄影赛到
“我们的清明”活动，从校园“汉
文化风暴”到纪念“一二九”集体
舞大赛，镇海中学致力于将爱国主
义教育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贯穿于学校培养的全过程。

吴国平说：“国家的希望在青
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一个有爱

国情怀的青年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
时也就实现了自我价值。”

不能忽视道德建设

在吴国平看来，一个真正意义
上“德才兼备”的学生，应当具备
三种素质：一是知道自己“想要走
什么路”，二是知道自己“如何走
对这条路”，三是“勇于去走别人
没有走过的路”。德才兼备意味着
有温度、有情怀，意味着在学习
力、创造力、领导力、审美力、自
制力方面的全面发展。

“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不能
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社会
越发达，越不能忽视道德建设。拒
绝道德冷漠，要从培养乐于奉献、
勇于担当的学生开始。”吴国平
说。

2019年，镇海中学学生韩新叶
在高考结束后就开始准备材料，将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作为送给自己
的18岁“成人礼”。在韩新叶爱心

举动的感染下，镇海中学又有9名
师生进行了器官捐献登记。2020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蔓
延，居家学习的镇海中学学生自发
提起倡议，为湖北22家医院、37个
社区筹集17万余元的善款，还有学
生创作了诗歌、乐曲、绘画作品，
为前线医护人员加油鼓劲。日常偌
大校园公共场地的保洁都由学生自
己完成。

吴国平说：“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要逐步学会如何抵抗压力、如
何疏导情绪，在处理各种问题时，
学生要逐步学会如何思考问题、如
何表达想法。学习过程绝不可能都
是快乐的，校园中那些有苦有泪、
有欢有笑的经历，都将指向一个更
加完善的人。”

最好的教育是有智慧的陪伴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觉得，
对中学生谈‘爱国’有难度，因为
现在的学生个性较强，不听大道

理；还有声音认为，学生爱国是没
问题的，不需要学校再花大量时间
精力去教，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到
更重要的学业上去。这两种想法都
是需要纠正的。”吴国平说，树人
重在立德，而立德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个人没有爱国情怀，学业再好也
不可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
用的人。当然，德育一要贴近学生
实际，二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

“学生不听所谓大道理的原
因，很多时候在于我们的教育方式
与他们所接触的信息相脱节。”吴
国平表示，倡导“教育自觉”，就
是倡导老师主动去了解现在的学生
关注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要让学
生通过实际案例去感受爱国主义的
作用和意义，绝不能一知半解，让
学生误入歧途。

“最好的教育是有智慧的陪
伴，德育工作同样也不例外。”吴
国平说。 (据《半月谈》)

“我初中的时候被英语老师用
大钢尺打50个手板，手心都肿那么
高……”

“打手心怎么了？我上小学的
时候，老师直接用脚踹，扇耳光，
掐脸。”

……
1月13日，“教育局通报小学

生排队被老师竹板打手心”登上微
博热搜，截至当晚8点阅读量1 . 7

亿、参与讨论8830多人。
记者翻看讨论发现，留言支持

打手心者竟然占了相当一部分，并
且留言者还争相回忆小时候被老师
如何打；留言反对“孩子犯了错老
师也不应该打”者，竟然遭到“群
殴”；对“涉事教师被责令停课反
省、道歉”，有不少人打抱不平，
感慨“现在老师太难了”“孩子太
矫情”“家长太难缠”。

教学管理中如何把握“惩戒”
的度，一直是令老师头疼、家长及
社会关注的问题。为形成社会共
识，规范教育行为，2020年12月23

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试行)》中，将教育惩戒分类
并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同时明
确规定了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中不

得有的8种行为，第一条就是不得
有“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对违反规定的
教师处理措施的其中一条就是“暂
停职责”。可以说，上述事件是
《规则(试行)》颁布后第一例被公
开报道的案例，当地教育局的处理
合规、合理、合法。

一个体罚学生的老师，为什么
却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究其原
因，还是因为“不打不成器”“棍
棒底下出孝子”等陈旧观念作祟，
认为“小孩子记吃不记打”，认为
“打，是教育”、“打，是老师对
学生负责”。

一般人认为“打就是教育”
可以理解，但作为教师，却不能
把“打”当成教育手段。首先，
《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
法》《教师法》等都明确规定，
尊重学生人格，教师不得对未成
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
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其次，对需
要惩戒的学生，教育部已经给出
明确规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犯
错程度的轻重，从中选择点名批
评、带离教室、给予警告甚至开
除 学 籍 等 惩 戒 方 式。再者，教

育，身教重于言传。教师首先要
做知法守法的表率。如果讲道理
讲不通，就对学生体罚、打骂甚
至 大 打出 手 ， 无 疑给学生做了
“暴力解决问题”的错误示范。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最重
要的是触动学生的内心。对已经形
成不良习惯的学生，口头教育、写
检讨等方式，效果不能立竿见影，
老师也不要操之过急。近百年前，
教育大师陶行知，对一个用砖头追
打同学的学生，都能从中找出闪光
点用4块糖进行奖励，作为现代教
育人，更应摒弃棍棒教育，提升教
育艺术及自身修养，找到更适合学
生的教育方法，形成新的教育习
惯。

时代在进步。对学生、对每一
个人人格的尊重，已经是现代社会
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共识，也是每一
个人感受到价值和尊严的起点和落
脚点。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对教
育惩戒的具体实施，是一件复杂而
系统的工程，需要教育体制、教
师、家长、孩子、社会等多方面配
合。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摒弃棍棒
教育，我们的教育生态才会展现出
更加美好的未来。

不能再把“打”当成教育手段
魏新美

“别看我常年卧床，我也了解
外面世界的精彩。我最厉害的‘功
夫’是舌头功，我用舌头触摸整个
世界。”小文今年13岁，家住江苏
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六甲镇村。

长期送教上门的通州区特殊教
育学校老师葛明丽告诉记者，由于
罹患脑瘫，小文四肢肌肉萎缩，穿
衣、饮食、排便必须要家人协助，
手指也几乎没有运动功能，在这种
条件下，他学会了用舌头和下巴使
用平板电脑和手机。

2017年，在一次走访摸排中，
葛明丽结识了小文。“通过评估，
他的智力水平正常，在网上与我们
交流，时不时还能冒出些网络词
汇，但在现实世界与陌生人接触，
还是相对腼腆一些。”葛明丽说。

此后，通州区特殊教育学校开
始对小文实施送教上门。校长陆灵
俊介绍，3年来，2名教师和1名康复
师每月两次为小文提供服务。在老
师们的悉心教导下，小文的知识量
和生活常识与日俱增，尤其是语文
阅读和理解能力表现较好，识字量
达到近3000个。

“特殊教育九年级语文教材已
经不够他学了。”陆灵俊和当地普
通小学联系后，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专家组认为小文适合到普通小
学的三年级学习。

一周时间里，通州区特殊教育
学校和南通市理治小学完成了近2万
元的设备采购以及安装、调试等工
作，架起了“云课堂”。

2020年12月1日下午，理治小学
三 ( 3 )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入班仪
式，同学们通过远程同步视频，用
舞蹈欢迎小文加入，小文则为大家
朗诵了《望天门山》，他全神贯注
的神情、眼中对未来学习的渴望，
打动了在场的老师同学。

记者了解到，目前，通过线上普
通小学同步学习、线下特殊教育学校
针对性辅导相结合的形式，小文在语
文、数学两门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英语、音乐、美术等课程。

曾经，我只能天天躺着发呆，
看腻了田野的空旷，听腻了小鸟的
欢鸣，连彩色电视都变成了黑白世
界……您来了，带着阳光、带着
爱，陪伴我学习、游戏、康复、训
练。您的陪伴，是我收到最好的礼
物。老师，我爱您！——— 在教师节
活动上的一段独白，小文表露了对
老师们的感恩之情。

“ 苔 花 如 米 小 ， 也 学 牡 丹
开。”小文说，“总有一天，我能
通过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像特奥会上勇夺金牌的大哥哥
一样，创造生命的奇迹。”

(据新华社)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近日发布
通知，对中小学校应用移动学习终
端进行规范，明确不得强制或者诱
导家长和学生购买指定的设备、教
学资源及配套服务，学校统一使用
的应用程序、教学资源不得直接或
变相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浙江省教育厅要求，移动学习
终端的装备和应用要依法依规开
展，确保教育均衡、公平，提升学
生信息素养。学校应当积极争取财
政资金或学校经费统一采购移动学
习终端及配套资源，鼓励探索学生

自备移动学习终端的兼容应用。不
得以移动学习终端应用作为分班、
评价等的前置条件。

此外，在课堂统一使用的移动
学习终端应当安装管控软件，具有
设置使用时段和使用时长的功能，
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
时长的30%。预装的App要做好师生
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护，运行过程需
遵循国家信息安全相关法规条款。
不得加装未取得教育备案号的各类
教育App。

(据新华社)

浙江：学校统一使用的

应用程序不得收费

用舌头触摸世界
13岁残疾少年的励志求学路

1月11日，河南省济源市梨
林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在校园进
行足螺比赛。

足螺是由陀螺演变而来的
一种民间传统体育娱乐项目，
流行于河南省济源市一带。由
于足螺运动具有较强的趣味
性、娱乐性和竞技性，深受中
小学生的喜爱。当地教育部门
倡导足螺运动进校园，将其列
入校园体育推广项目。中小学
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也培养
了自身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
意识。 新华社发

足螺运动
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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