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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挥广大劳模工匠
以及各行各业先进人物的榜样引
领作用，推动深化“三全育人”改
革，在“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
校园”等活动基础上，中华全国总
工会、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中华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 深入开展“劳模工匠
进校园”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决定联合实施“劳模工
匠进校园”行动。（7 月 20 日 央视
新闻）

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行
动，让优秀的民间艺人、能工巧
匠 、劳 动 模 范 进 课 堂 ，好 处 多
多。如他们掌握的高超技艺，他
们的朴素，他们身上具有的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值
得学生学习。现在很多学生动
手能力差，多让民间艺人、能工
巧匠进课堂，也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有利于加强对学生
的劳动教育。

让民间艺人、能工巧匠走上
学校讲台，让他们向学生传道、授
业、解惑，能打通优秀民间文化与

“象牙之塔”之间的阻隔，尤其是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
多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人走上讲台，对于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也大有裨益。让劳动模范进
课堂，能够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对学生带来正向影响，引导学生
成长成才，劳模身上具备的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不管
是读书还是从事任何职业，都需
要学习这种精神，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吃苦耐劳，天下则断无不成
之事。

同时，开展“劳模工匠进校
园”行动，也有利于改变学生们对
职业的错误观念。“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这样片面的观念还
影响至深，以至于职业教育得不
到足够重视，技能型人才严重缺
乏。让更多劳模工匠走进课堂，
这也是向技能型人才致敬，让学
生们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从而让他们在进行职业选
择时也会更多一些理性，而少一
些偏见。

《通知》明确，行动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实现在大中小学全
贯通，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继续教育全覆盖，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机
制不断健全，劳模工匠兼职教师
队伍不断壮大，支持劳动教育有
效开展的各类资源不断丰富。

当然，壮大劳模工匠兼职教
师，也要设置必要的门槛，要严把

“审核关”，抓好兼职教师的培养
工作，要让进校园的劳模工匠兼
职教师能够带来“干货”，才能最
大程度发挥教育作用，达到预期
的教育效果。

劳模工匠进校园，给学校教
育注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有利于提升学校教育的“精
气神”，能够让教育更接地气、更
有生气、更有活力，从而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让德
智体美真正做到齐头并进，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需要
各地相关部门、学校能够抓好落
实，让“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能
够做好教育的“加法”，成为教育
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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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惩戒权惩戒权””还给老师还给老师，，这起案例有警示意义这起案例有警示意义
《工人日报》报道的这起案例，

泰州中院二审认为，班主任陈某某
采取罚抄、罚站、撤销职务等教育
惩戒行为，上述措施与杨某某的过
错程度相适应，并不具有伤害、报
复杨某某的故意，亦未造成人身伤
害等后果，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
法》调整范畴。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实际上，适度的“惩戒”，既是
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也是千百
年来“师道尊严”的一种体现，但
应该看到，一方面，于强调尊重学
生、维护学生权利的新形势下，如
何做好批评教育，或者说“惩戒”，
一些教师并不适应。另一方面，

“‘惩戒’和‘变相体罚’界限又十
分模糊”，一些家长片面的“护犊

子”，更使批评教育易引发矛盾和
对立，甚至酿成事端，于是，不少
老师干脆消极地“吸取教训”，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批评教育，
更忌讳“惩戒”，乃至放任学生并
非个别现象。

“惩戒权”本来有法可依。《教
师法》规定，教师享有“指导学生
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
和学业成绩”的权力。《教育法》还
规定，学校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

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
力。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班主
任工作规定》中也明确，班主任有
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
育的权力。其实，既是老师，负有
教书育人的重任，理所当然拥有
这样的权力。

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师生伦
理，近年来居然也模糊了。校园欺
凌的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校
失之于适当惩戒权，许多教师更

“有权不用”。把“惩戒权”还给老
师，这于现行教育，显然有着紧迫
性。据《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
示，77.9%的受访者支持教师用适
当的方式管学生。“适当的方式”应
该就是“惩戒”。“师者，传道授业解
惑也”“严师出高徒”，“惩戒”本来
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对学生适当、适度的“惩戒”，
与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利本来并
不对立，“玉不雕不成器，树不修不
成材”，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惩戒”
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当下
的“惩戒”难度更大，“学生或家长
不满教师教育惩戒行为”时有发
生，却也表明“惩戒”的更加需要。
把“惩戒权”还给老师，这起案例无
疑有警示意义。

“雷电，听我召唤！以雷霆击
碎黑暗！”日前，一物理老师在课堂
上利用特斯拉线圈自制“雷电法
杖”的视频在网上吸引了很多人的
关注。7 月 21 日，记者了解到，视
频中的老师是江西景德镇十三中
学的初中物理教师夏振东。（7月23
日《成都商报》）

在视频中，夏振东老师手持自
己用废旧材料改造成的“雷电法
杖”，身穿黑色披风，指向教室里吊
挂的灯管，口中念着“以雷霆击碎
黑暗”，一条电弧便在“法杖”顶端
出现，点亮了灯管。之后在学生们
的欢呼声中，他开始讲解现象背后
的“特斯拉线圈”这一知识点，这样
的课堂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也让学
生在趣味盎然中学会和掌握物理
知识。

“雷电法杖”视频之所以走红

引发关注，一方面教师能用新颖的
导入方式讲授专业的物理知识，并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对于提升
物理教学质量而言，意义可想而
知。另一方面，同样是一线物理老
师，与传统单纯知识讲解类灌输式
教学相比，“雷电法杖”式“花样教
学”，让人眼前一亮，更让人对其匠
心独运的课堂教学方式创新竖大拇
指。这种创新创意不仅仅是形式上
的“出彩”，同时更蕴含着提升学生
专业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重视学生学习主体而不是灌输性
知识输出的教学和育人理念进步。

以“雷电法杖”为代表的“仙界
物理课”主题视频让夏振东老师的
物理教学火速出圈，吸引大量粉
丝，“走红”源于创意创新，但又不
仅仅是创意创新。教书育人命题
的本真指向到底是什么？是知识
的简单传递，还是育人角度的学习

兴趣、学习动力、探究习惯、实践能
力、综合素养的汇集？在基础知识
素养巩固提升方面，是简单重复训
练巩固提升，还是依靠探索和求知
欲催生出能力和素养？恐怕孰优
孰劣一眼可知，而“雷电法杖”式教
学更是对这些问题的完美生动回
答。所以，“雷电法杖”是物理课堂
教学方式变革的一次冲击，但实质
上更蕴含着教学新思维和育人新
理念的凸显与体现。“雷电法杖”式

“衔接物理课”的育人意义和教育
改革创新价值，确实毋庸赘言且值
得期待。

事实上，“雷电法杖”虽然走红
出圈，但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难题
和不可逾越的教学专业化“天花
板”。夏振东老师的创意新颖别
致，但并非不可逾越的独门秘籍。
相对于广大一线教师而言，人人都
有自己的“雷电法杖”，从“雷电法

杖”的本质是学生兴趣培养、学习
积极性驱动、学习素养和探究能力
培植角度而言，现实中类似的教学
方式创新几乎让人目不暇接，如

“古诗词大会”“胳肘圆规”“天宫畅
想曲”“速算擂台”“玩转名篇描写
的现实世界”等，几乎每个教学创
意和“育人秘籍”的横空出世，都会
引发社会高调关注和“育人走红效
应”完美释放。关键是我们需要在
教师中涌现出更多夏振东一样的
老师，而且一线老师要学会从提升
专业素养、练就专业技能、有拿得
出手的“高超教学方式”和让师生
惊奇的教学基本功，形成自己的特
色课堂和“特色教学”，进而最大程
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兴趣
感、内驱力、创造性，让学生沿着探
究、学习、实践、成长的方向前进，
如是而为，育人成才的目标必将可
待可期。

近日重庆市多位家长反映，
自己的孩子在上小学，但是学校
不公布学生成绩，仅按“ABCD”
划分等级。铜梁区教育委员会回
复称，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
不得以考试成绩和分数来定义和
评价学生，着力克服“唯分数、唯
升学”倾向，学校对所有考试均实
行等级评价。

“学生成绩仅划等级”并非重
庆独有，多个省市都实行了该做
法。受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
径依赖的裹挟，部分家长对教育
评价改革缺乏清晰、深刻的认知；
在“学业焦虑症”的驱使下，他们
认为“学生成绩仅划等级”难以清
楚掌握学生的分数及排名情况，
认为此举损伤了知情权。

教育竞争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连续谱，上了小学想上好初中，上
了好初中想上好高中，上了好高
中想上好大学……哪怕是在同一
所学校，不少家长也要千方百计
地让孩子进入所谓的“好班”。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和追求，导

致一些家长在“唯分数”“唯升学”
的道路上乐此不疲、欲罢不能。

不论是“考 98 分被训斥”，还
是“考99.5分被骂”，抑或“父母学
霸孩子学渣”，在“唯分数”“唯升
学”的鞭策下，孩子们承受了巨大
的学习压力。患上“学业焦虑症”
的家长们，被孩子的学习成绩左
右了情绪情感，不仅让自己难以
真正地快乐，也让孩子们失去了
童年应有的色彩。

社会学家鲍曼指出，“流动的
生活，也是流动的恐惧，人们害怕
跟不上潮流，害怕措手不及，以至
于生活中充满了难以纾解的焦
虑。”教育分层影响社会流动，“上
的学校越好，将来找的工作越好”
驱动着许多家长身不由己参与教
育竞争。害怕孩子在教育竞争中
被淘汰，期盼孩子能够“更上一层
楼”，让不少家长形成了一种隐性
的“代价论”——为了达到取得好
成绩、进入好学校的目标，孩子的

“不快乐”成为可以被忽略、被牺
牲的代价，家长们“宁可欠孩子一

个快乐的童年，也不愿意看到孩
子卑微的成年”。

“唯成绩”“唯升学”违反了教
育规律，难以让孩子们真正实现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成绩仅划
等级”作为一种减少教育焦虑的举
措，契合价值理性；然而，在热衷工
具理性的一些家长看来，“学生成
绩仅划等级”让教育竞争失去了

“可以作为参照的凭借”。面对新
生事物，他们显然有一个重塑和更
新“意义之网”的过程。

“学生成绩仅划等级”将分类
评价、增值评价、过程性评价、长周
期评价等评价手段融入其中，让教
育评价更加多元、更加科学、更加
精准。热衷“以分数论英雄”，迷
恋“唯成绩”“唯升学”，本质上是
一种“抢跑思维”；人生说到底是
一场持续发力的马拉松，偏爱“抢
跑”的人们或许难以笑到最后。
更为关键的是，孩子们身上具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过早被
单一、片面的“紧箍咒”捆绑，就会
限制人生的多种可能性。

去年年底，共青团中央维护
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2021 年全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在未成年网民中，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已经高达 90.7%，
并且超过 6 成的未成年网民拥有
自己的手机。可以说，如今手机
已经深度渗透进青少年生活的方
方面面，让孩子们欲罢不能。

就拿暑假来说，孩子们平时
每天都是学校到家庭的两点一
线，暑期本是放松身心、调整状态
的时候。过去的80后、90后，一到

暑假就像脱缰的小马驹，满世界
疯玩，家长喊都喊不回家。如今
的00后、10后，一放暑假就整天窝
在家里玩手机，家长赶都赶不出
去。沉迷手机，不仅容易耽误青
少年的学习，身心健康也会受到
影响。近年来，每每暑假过后，各
个医院配眼镜的学生激增，成为
普遍现象。

青少年沉迷手机原因是多方
面的。从表面上看，智能手机及
其应用的设计，正是利用了人性
中的某些弱点。海量信息让用户
不断获得新鲜感，算法推荐投其
所好，加重了用户对手机的依赖
和成瘾性。从深层次分析，课外
活动的匮乏和家庭情感的缺失，
则是将青少年推向“小屏幕”的重
要原因。一方面，过去的滚铁环、
丢沙包、跳房子、抽陀螺等游戏已
经过时，却没有新鲜好玩的课外
活动来代替。许多孩子学习之余
没有好玩的去处，也没有感兴趣
的事情，手机就成了打发时间的
玩伴。另一方面，家长忙于工作，
无暇陪伴孩子，甚至主动让手机、
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充当“电子
保姆”，许多孩子只能在手机中寻
找情感寄托。

将孩子从“小屏幕”拉回“大世
界”，需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形成
合力。首先，学校和有关部门应积
极承担责任，加强文体教育，引导
孩子爱上乒乓球、篮球、足球等体
育项目，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解
决假期生活“想干什么”的问题；加
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让农村孩子
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拥有图书馆、
体育场，解决假期生活“能去哪里”
的问题。

其次，社区和社会组织积极
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将青少年聚
集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开展有
意义的线下活动。有条件的单
位，可以允许职工适时休假、弹性
工作、带娃上班等，让家长可以参
与和监督孩子的假期学习生活。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
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父母
应带头不做“低头族”，为孩子树
立正确的榜样。同时，抽时间多
陪伴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到田野
里踏青，在球场上奔跑，让孩子真
正爱上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不
再迷恋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

□钱夙伟

□许朝军

每个老师都可以有自己的每个老师都可以有自己的““雷电法杖雷电法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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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的管理、训
导或其他矫治方式，未超过教育管理的合理边界，不属于《治安管
理处罚法》调整范畴。学生或家长不满教师教育惩戒行为向公安
机关报案，后以公安机关不履行对教师立案查处职责为由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日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
行政审判典型案例，披露了这起案例。（7月20日《工人日报》）

□杨朝清

““学生成绩仅划等级学生成绩仅划等级””
完善教育评价拥抱更多可能性完善教育评价拥抱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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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舒适的空调屋中，放暑假的青少年慵懒地躺在沙发
上，手指对着手机屏幕不停划动，一整天的时间就这样在指缝中溜
走。这样的场景不知引起了多少青少年家长的担忧。暑假来临，青
少年有了大把闲暇时间，但这大好时光却几乎被手机的“小屏幕”填
满，即使短暂地放下手机，心里却还是放不下“小屏幕”中的“花花世
界”。（7月20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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