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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秋季学期，沈阳市 126 中学 7
年级学生崔宸溪致信出版社，指出英
语课本上的蜜蜂配图配成了食蚜蝇，
出版社编辑为他点赞；当年 10 月，上
海市小学生吴叶凡在翻看美术课本时
看出书上的“树叶”应该是数亿年前的
古生物“海百合”，出版社第一时间将
错误进行溯源并上报修订；2022 年 4
月，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的张裕周，
发现七年级上册《人文地理》课本中一
幅地图里海地所在的位置及周围都被
标为“西班牙语”，根据平时的阅读积
累，张裕周认为应当是法语，出版社给
予肯定……

在为这些孩子点赞和惊叹的同时，
还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些孩子“找茬”
成功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老师和家长
的影子。应该思考的是，老师和家长如
何面对敢于“找课本茬”的学生？

毋庸置疑，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
习，是吸收已经形成积聚的文明知识。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其主要职责
就是把这些文明传授给学生，但这并不
意味着就不可越雷池一步，文明的传承
本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学习的过程重
在发展知识建构能力。教师不仅应该
保护学生的好奇心，还应该激发学生的
质疑心、求证心。“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的更具体
点，就是教师不能把“参考答案”奉为
圭臬，要理解“参考”的真正含义，鼓励

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教材是一
座桥，是沟通过往知识与未来的桥，教
学要摆脱对课本的过度依赖，尤其不能
把其作为学习内容的全部，要让孩子们
欣赏和体验桥上的风景，要引导孩子走
向彼岸，这是今天的老师和家长应有的
正确态度。

“学不可以已”，对于今天的老师
和家长来说，尤其如此。“学高为师”，
这就要求教师和家长不断学习，提升

自己的专业素养，努力解答学生提
问。比学习更重要的，是教师和家长
要敢于承认自己并不一定比孩子知道
的更多，要勇于承认自己对一些问题
并无最佳见解，不仅要鼓励孩子进行
探讨，也要和孩子一起去探讨、发现更
美丽的文明世界。

能够和前述孩子一样，发现课本的
错误，当然是值得自豪的。但很多时
候，可能往往孩子是错误的，“找茬”并
不会成功。这时，教师应及时对孩子的
质疑精神，对探索求证本身予以肯定，
避免孩子因此受挫，保护他们的探索、
质疑精神。

学和思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勤学还需善思，才能促进学生高阶思维
和创新能力发展。要引导孩子不仅敢
于大胆质疑，还要学会小心求证，培养
他们解决问题的意识，这才可能学到最
有价值的知识，也才可能应对越来越有
挑战性的复杂事物和各种不确定性。

用寒假校外培训治理撬动行业用寒假校外培训治理撬动行业““坚冰坚冰””

“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
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北京市教
委、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北京
市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实施方
案》，其中推进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等
规划与要求，引发网友热议。一时间，
支持、赞成者各执一词，“倒派”“挺派”
难分伯仲。

反对者看来，传统的家访节奏慢、
耗时多，与当下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已
明显脱节。此外，在沟通渠道如此丰富
的今天，家校联系早已不再受限于家访
等传统方式。再者，现代沟通极度便
捷，足以让昔日“零存整取”的家访式
联系轻松实现“化整为零”，家校沟通
的实效性大幅提高。

支持者则认为，作为一种传统的教
育形式，家访不仅可以为教师开展后续
工作提供“眼见为实”的一手资料，还
可以极大地融洽师生关系。正如坊间
所传，“教学不带班，师生‘关系远’；带

班不家访，师生‘皮两张’”。
表面上看，两者的观点均不无道

理，但笔者看来，后者比前者对家访
的理解更加准确，因为家访从来都不
是简单的家校沟通。换句话说，传统
家访的必要性与通信技术是否发达、
沟 通 渠 道 丰 富 与 否 并 无 实 质 性 关
联。况且，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仅仅
依赖语音乃至视频等手段，很多沟通
虽然可以顺利进行，但却未必能够实
现深层交流。

毋庸讳言，家访正逐渐被电话、
微信、QQ 等沟通方式所取代，由此
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日渐凸显。由于
过度依赖“空对空”交流，很多教育
问题止于形式而长时间得不到彻底
解决；由于缺乏“面对面”的沟通，大
量“耳听之虚”信息常常误导工作方
向，使多项工作止于特定的程式而难
以深入开展；由于缺乏“实地”探访，
教育者很难与家长和学生感同身受，

工作中甚至出现“站着说话不腰疼”
式的错位。

当然，导致家访出现如此局面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重视程度不够，
使家访问题变成了“问题家访”；由于
考核制度偏颇，使家访由“必需”转向

“必须”而滋生“打卡”心理；还有的教
师本身受繁杂的非教学事务拖累，没
有时间和精力精心筹备、认真开展真
正的家访。

那么，新形势下如何才能有效开展
此项工作，不让家访变“假访”呢？

提高认识，让家访真实有效。理想
的家访既要有“访”，更要到“家”。它
绝不是说说话、谈谈心、聊聊天那么简
单。唯有如此，家访者才能身临其境、
家访工作才能“形”“神”兼具，家访效
果才能不打折扣。

科学安排，让工作按“需”开展。理
想的家访，既要脚踏“实”地，更要符合
实情。家访不该是一项撒胡椒面儿式

的工作。教师在开展家访前以问题为
导向，选准家访对象，找准家访方向。
应力避随意家访、随机家访现象的产
生，以免将有限的精力浪费在工作的随
性上。

减轻负担，让老师有“备”而来。现
在教师的工作非常繁琐，在大大小小的

“业余”工作面前，家访甚至成了一项
“无足轻重”的事情。面对家访，很多
老师时间上捉襟见肘，工作上有心无
力，即使家访，也只能仓促上阵，效果
可想而知。只有切实减轻教师非教学
性事务负担，让老师家访有备而来，才
能实现理想的目标。

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工
作，家访是需要“备课”的。这种备课，
不仅需要思想上高度重视，也需要工
作上合理安排，更需要相关部门创造
条件提供科学的支持。只有这样，家
访才能成为“佳访”，而不至于沦为一
次次“假访”。

学校大门口的校
牌题字是学校的“门
面”，是学校文化的一
种体现，通常都是由
书法家或教育名人书
写，由学生题写很少
见。常州市教科院附
属初级中学却把校名
的“题字权”交给了学
生。两个月前，该中
学启动“你的名字我
来 书 写 ”活 动 ，倡 导
同学们一笔一画，写
下 对 学 校 的 热 爱 。
经过评选，14 位同学
的 作 品 脱 颖 而 出 。
校 门 口 的 校 牌 题 字
换成学生的作品，每
月一换。这不仅是对
学 生 书 法 的 一 种 展
示，更是对学生主人
翁精神的培养，是对
学生成长的一种有力
促进。

学 生 题 字 能 让
学 生 写 出 自 信 。 自
信 心 是 人 生 成 长 的
沃土，是向上生长中
的 阳 光 。 让 学 生 题
写校名，学生就会感
到无比的自豪与快乐，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书法艺
术才能，是对学生能力与水平的一种肯定，学生
也由此体验到学习进步与成功的愉悦，从而增进
自信。

学生题字能让学生传承文化。学生通过学习
书法可以了解汉字之美，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培养良好的审美观。学生题写校名一月一换，能有
效促进学生学习书法，写好汉字，形成写好字用好
字的良好氛围。

学生题字能让学生更爱学校。爱校是爱国
的基础，学生题写校名，会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
学校的主人。题写校名是一件学校的大事，学生
会认识到：学校把这么大的事都交给了我们，说
明学校尊重我们，看重我们，我们应该关心学校
爱护学校，要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题写校名会
促进学生更加关心爱护学校，以校为荣，长大以
后也会关心和支持学校，为学校的优质发展贡献
力量。

学生题字能让学生写出品牌。一所良好的学
校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积淀，形成
学校特色品牌。展示出来的学生所题写的校名具
有一定的书法水准，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肯定，赢得
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从而形成学校的品牌口碑，促
进学校的良性发展。

学生题写校名是一种良好的教育行动，促进学
生认真学习书法，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
族自信，是一堂良好的思政课，是一次良好的社会
实践活动。

““找课本茬找课本茬””背后背后，，是对老师和家长更高的要求是对老师和家长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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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校外培训市场
也蠢蠢欲动起来，煽动教育焦
虑情绪，一些怕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的家长，也急欲把孩
子往校外辅导班送。

2021年7月24日中央出台
“双减”政策，给校外培训市场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学科类培
训机构纷纷转型。但“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一些学科类培
训机构“适应能力”强，为应对

“双减”政策想出了不少“奇
招”，如通过隐形变异违规开班
等。而随着学科类培训机构寒
冬来临，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则
迎来了春天，这也由此衍生了
一些乱象，比如一些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恶意涨价及存在
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等问题，还
有少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
围开展学科类培训……

寒暑假期间，校外培训火
爆，也往往是校外培训行业
乱象频发的时候。教育部选
择这一时机进行寒假校外培
训治理，很有针对性。如通

知要求，各地要深化治理，严
肃 查 处 学 科 类 培 训 隐 形 变
异。在寒假期间对违规培训
多发的商务楼宇、居民小区
等重点场所进行排查，严防
严查以“一对一”“住家教师”

“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以及
各类冬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
学科类培训。通知指出的这
些问题，都是影响校外培训
行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是校
外培训痼疾。

像“住家教师”“高端家
政”“众筹私教”等违规学科类
培训换汤不换药，却变得更加
隐蔽，也就更难被发现，增加
了监管难度。对此，就需要相
关部门能够加大监管力度，增
强监管效能，见招拆招，对隐
形变异培训加大查处力度、惩
治力度，增强不法培训机构的
违规成本、违法成本，让隐形
变异培训无处遁形。

广大家长也要增强防范
意识、维权意识，不要受到无
良培训机构的蛊惑与忽悠，不

要轻易相信培训机构的宣传，
对于违规培训机构要敬而远
之，避免上当受骗，也有必要
向相关部门举报，一旦权益受
损，还要能积极维权、依法维
权。在假期，家长应该更多让
孩子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增加
亲子互动交流，多带孩子去了
解社会，亲近大自然，多花时
间陪孩子成长。

校外培训乱象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通过寒假校外
培训治理还难以一蹴而就，
但可以以此为切入口、突破
口，形成针对校外培训行业
的长效治理机制，也要避免
治理变成“一阵风”，从而用
寒假校外培训治理达到撬动
行业“坚冰”的积极作用。通
过标本兼治、釜底抽薪，从立
法到监管全面跟上，对校外
培训市场实行全方位、无死
角的“全覆盖监管”，更深入
推 进 校 外 教 育 培 训 治 理 工
作，才能彻底根除校外培训
乱象，巩固“双减”成果。

用一副三角板能画出多少度数的角？“除了 30 度、45 度、60 度、
75 度……应该还有 165 度！”据媒体报道，对小学课本上的这道数学
题，四川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小学四年级学生米之贤、廖钧宇发现，
自己找到的一个答案并不在所列参考答案中，他们就这一疑问给教
材编写组发去了邮件。回信中，编写组肯定了两名学生的探究精神
和严谨态度，同时表示，在教材修订中采纳他们的建议。（1 月 8 日

《光明日报》）

师说 语新

经过一学期紧张的学习，
寒假期间不仅要好好休息、放
松身心，也要计划好学习生
活，避免引发“假期综合征”。
如何度过一个愉快而充实的
寒假？对此，北京儿童医院心
理治疗师徐畅给家长和孩子
支了几招。家长应理性看待
成绩，避免指责；帮助孩子制
订计划并鼓励执行；减少电子
产品使用，但不要简单“夺走
手机”；双方多沟通可有效化
解矛盾冲突。

孩子假期生活的质量，
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也同
家长与孩子良好的心理沟通
有关。心理治疗师徐畅的意
见颇具建设性，值得家长们
借鉴。

少指责是良好亲子沟通
的前提。父母平时大多忙于
生产生活，孩子们由老人带，
一旦学生放假，他们春节也打
工回家，有了很多空闲，总想

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地教育教
育孩子，无形之中便多了很
多 批 评 ，这 也 不 是 ，那 也 不
对。而孩子们来说，好不容
易能见见父母，不但感受不
到应有的温情，还夹杂太多
的指责，会产生强烈的心理
落差，可能会由爱生恨，影响
家庭生活的和谐。因此，父
母适当的教育不是不可以，但
要注重方式方法，本着多表扬
少指责的原则。

多提些建设性的意见，指
导孩子提高假期生活学习的
质量。中小学生的心智发育
还不成熟，缺乏具体规划的能
力。因此，父母当立足孩子自
身发展的实际，帮助他们制订
出一份科学详实的假期发展
规划，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
之又细地督促他们落实好。

监督好孩子文明上网、理
性上网。孩子们生活在网络
的世界里，对于他们上网不能

一断了之，也不能听之任之，
而是要根据制订的发展计划，
和他们定个协议，每天上网多
长 时 间 ，什 么 时 间 上 ，干 什
么。家长如果有时间，可以陪
着孩子一起上网，做好指导。

化解矛盾和争端，当以共
情为前提。假期时间较长，父
母和孩子们之间因为认知的
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
争端。对此，家长不能武断，
而是要本着有理有节的原则
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能够站
在孩子的角度，学会换位思
考，不能耍家长作风，搞一言
堂。这是对孩子们最大的不
尊重，不但无助于解决矛盾，
而且，还容易激化矛盾，造成
亲子关系紧张。

总之，不管父母和孩子们
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都应
以沟通为前提，善于以文化
人，以德育人，以理服人，切
忌粗暴。

假期家长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心理沟通假期家长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心理沟通
□袁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