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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余娅怎么看

主持人 余娅

？
@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平日课堂里讲要善待动

物，要与人为善。 年猪虽不能与保护动物相提并论，但屠夫的尖
刀把这些剔得一干二净。 不是所有小学生都能理解“杀年猪”的
意义，也不是所有小学生都能承受这恐惧场景。 农村学生可能司
空见惯，城市学生则少见。 要让“杀年猪”的民俗走进课堂，应有
效做好、做足杀猪前的准备，尤其是城市孩子、女孩子的心理干
预辅导工作。 否则，学生虚惊一场，根本感受不到年俗的氛围。

@ 读者陈攀峰 民俗是一种文化，我们倡导积极向上、充满正
能量的社会主义文化。 反观杀年猪的所谓“惊悚民俗文化”，除了吸
引眼球，博得一时的“点击率”，引发胆小的小学生发出几声尖叫之
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健康积极的成分。 如果把年俗文化牵强附会
生拉硬扯地与“杀年猪”进行“拉郎配”，只能让人感觉到某些地方
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过于急功近利， 已经陷入了某种
误区，亟待予以正确引导和纠正。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笔者担心的是，以现场屠宰和解
剖动物的方式来讲解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有些不太符合小学生
的认知特点，很可能对其心理造成不良影响。 从人与动物的关系
来看，人类如何对待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家禽家畜，是现代社会的
一个敏感话题。 在利用动物的同时理解动物并给以适度的关爱，
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做法。学校不应该在低年龄阶段引入这样的血
腥教学场面， 引入这样有违社会一直提倡的关爱动物理念的行
为。 继承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学校教育与现代文明携手共进更
为重要。

@ 读者苑广阔 在杀年猪的过程中，乡邻之间互相帮忙，彼此
照应，大家聊聊一年的收成，未来一年的打算，杀年猪的现场已经
成了乡村各类信息汇聚与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乡亲们既沟
通了信息，也密切了感情。 而一些地方杀年猪还有很多仪式和讲
究，这些仪式和讲究，其实就是对地方民俗民风的一种展示和传
承，而这些民俗民风，既和传统的民俗文化有关，有利于乡村社会
秩序的构建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也有利于孩子乡土观念的培养。

“杀年猪”进校园，这就是民俗教育
读者点题：衡阳市读者王先生来信，他近日得知，重庆玉带山小学举行了“民俗文化代代传，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学校专

门从乡下买回两头年猪，请来村民讲述杀年猪习俗，同时还请了专业的杀猪匠，宰杀年猪后，将血迹清洗干净，运送到操场，由
科学老师解剖，为学生讲解年猪的身体结构。

“杀年猪”是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地区
的年俗，组织孩子围观“杀年猪”看似能让
孩子感受到消失已久的年味，但将血腥的
屠宰场面公然带进校园，并美其名曰“年
俗教育”“生物课”， 却着实让人惊出一身
冷汗，试问，“开膛破肚”的解剖之术如何
能堂而皇之地进校园？为人师表的老师怎
么能扮演起“屠夫”解说的角色？

众所周知， 家禽家畜虽然是我们日常饮食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但关于动物保护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远在
西班牙的斗牛表演，还是近在中国的黑熊取胆、玉林狗肉节，
为动物争取权利，让动物有尊严、不痛苦地死去，正是文明社
会“仁人志士”努力的方向。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玉带山小
学公然在学校表演起“杀年猪”，并让一群心智尚未开化的小
学生围观，不仅与“文明”相背离，更是将学生至于血腥之中，
胆怯者看了蒙上心理阴理，胆壮者看了加重暴戾之气。

台上的“屠杀”血腥味十足，台下的尖叫声连连。 试问，这
样的解剖课真能让学生学到知识？ 小学阶段的教育本应该循
循善诱、春风化雨，若要讲解动物结构，大可以带着小朋去养
猪场观察，或者用图片等抽象材料讲给他们听。 学校“简单粗
暴”地一刀子下去，让血淋淋的内脏滑落一地，小孩只顾得上
捂眼睛、捧耳朵，哪里还有定力听老师讲解？ 哪里还能理解老
师们要传授的知识、要解释的道理？

不知怎的，小学生围观“杀年猪”总让笔者想起封建社会
聚集老百姓看死囚斩首示众的场景，血腥、残忍、悲伤……五
味杂陈。 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进行民俗教育有丰富的
内容可以选择，学校大可以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挑选一些轻
松愉快的项目，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传承传统文化。 相较之
下，组织学生围观“杀年猪”实在是下下之策、野蛮之举，必须
及早叫停。

“屠宰表演”切莫“杀”进校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互联网＋教育”

□ 王星
2015年，互联网大鳄纷纷布局教育，显然，在“互

联网 +”的背景下，教育正成为互联网的另一片新战场。
反观我们的学校，大学先且不说。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别说互联网，电脑有没有全面普及还是个问题；先进地
区 IPAD等先进工具已成为新常态，“未来教室”概念已
经悄然成型。 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不得不忧虑另一个问
题：新的教育不公平是否正在形成？

很多人都批评我杞人忧天。 我也明白，互联网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共享”。 都已经“共享”了，你还说不
公平，不是胡扯吗？ 但是，对于一线的基础教育者来
说，是否真的明白“互联网 +”的概念呢？

我们来看看，当教育遇到“互联网 +”之后，究竟发
生了什么？首先是各类资源的电子化供应，教案、试题、
课件等，说白了就是将线下的资源转换成网络资源。商
家说这是“创新”，其实只是完成了载体转移。 然后是
“翻转课堂”和“微课”，将体系化的知识点切小，利用直
播、录播等影音视频技术，让老师现身说法，放到互联
网上共享。在我看来，最好的做法就是某些网站的公开
课，完成了教学过程的记录和共享。最高等级的则是在
线互动和及时评价，也就是通过 IPAD、手机等工具，结
合互联网手段，实现师生的在线面对面教、学，并当场
进行评价及反馈，利用计算机提高评价、分析的效率，
把课堂直接搬到网络上。 这样的做法的确实现了空间
转移，让虚拟教室打破时空限制，更方便学习。

简单说，“互联网 + 教育”无非就是实现教学资源
载体转移、方便教学过程记录和共享、突破时空限制
便利教学。 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这些，那么，“互联网
+” 对教育发展的作用只不过是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
化而已。 更让人忧虑的是，当下不少学校充分利用即
时评价技术，采用“大数据”分析手段，进一步强化了
应试教育，尤其是提高了出卷、阅卷的速度以及分析
错题的效率。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互联网 + 教育”，关键取
决于我们要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
样的人。 如果背离了这一点，再发达的“互联网＋教
育”都未必能让教育加分。

一、提出背景
（一）政策依据
2005 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的决定》， 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发
展社区教育、远程教育，通过自学考试和举
办夜校、 周末学校等多种形式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建立职业教育与其
他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立交桥’，使职
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促
进学习型社会建立”，确定了职业教育必须
实现与社区教育的沟通。 2014 年 6 月，教
育部、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扶植计划(2014—2020 年)》，该文
件专门在第九章提出“建立职业教育服务
社区机制”。

（二）长沙社区教育、职业教育的相关
情况

1.长沙社区教育
2009 年 11 月，长沙依托长沙广播电视

大学挂牌成立长沙社区大学，随后，长沙出
台了《长沙市社区教育工作实施意见》，成
立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长沙社区大学
校务委员会。 同时， 市社区大学———区县
(市) 社区学院———街道乡镇社区学校———
社区学习中心四级社区教育培训网络逐步
建立。 而 2010 年 12 月开通的长沙终身教
育学习网， 现有各类学习课程 3581 门，实
名注册人数近 28 万，学习访问近 1 千 700
多万人次， 为居民实现时时处处可学提供
一个很好的平台。 长沙社区教育在推进过
程中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为居民开展
丰富多彩的培训教育活动，受到居民欢迎。

通过不断努力，长沙社区教育全面实
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终身学习、社区教
育理念逐步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投身
其中，取得明显成效。 迄今，长沙有 2 个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1 个全国社区教育
实验区，5 个省级示范性社区教育实验区
建设单位 ，4 个全国社区教育示范性街
镇，2 个街镇为全国学习型社区示范街

镇。至 2015 年，长沙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获得教育部授予的优
秀组织奖。

但长沙社区教育要实现从有到优的飞
跃， 必须不断加强内涵建设， 提升服务能
力，而在目前情况下，整合各方力量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很好的途径。 其中职业教育是
非常值得重视的力量。

2.长沙职业教育
长沙市具有很好的职业教育资源。 目

前，长沙仅高职高专院校就有 36 所，成人
院校 5 所。职业教育建设成果也十分显著。
全国 109 所国家级示范性职业院校， 湖南
5 所，其中 3 所落户长沙；全国 100 所国家
骨干职业院校，湖南 4 所，其中 2 所落户长
沙；全省 22 所省级示范性职业院校，15 所
落户长沙； 全省 6 所示范性骨干高等职业
院校，3 所落户长沙。 同时，长沙囊括了湖
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十一五”重点项目 2/3
以上的精品专业、精品课程、专业带头人、
重点实习实训基地和专业教师专业技能教
学水平认证基地。

在为长沙社区提供教育方面， 长沙职
业院校有其明显优势， 其师资与课程不仅
在提升社区居民素质、 满足社区居民兴趣
爱好方面，可有所作为，在对接长沙产业和
产业集群， 开展适应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
才培训； 对接城乡一体化和和谐社会建设
的需要， 积极为失地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
等弱势群体开展培训等方面更是可以大有
作为。而且，职业院校还有着数量很多的学
生队伍，在完成专业学习任务的同时，他们
可以成为社区教育志愿者。职业院校教室、
图书馆等设施， 也可以为社区教育提供有
效的支持。

二、长沙初步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一）初步实践
近几年长沙在如何有效发挥长沙职教

优势、 助推社区教育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
有益的探索：

1.整合机构。 如长沙县、高新区社区学
院都设在职校。 各县（市）的乡镇社区学校
不少设在农科教、农校等机构。。

2.整合职业教育师资。 各区县（市）在
开展社区教育培训及活动中都有聘请职业
学校的教师进行授课。 如雨花区同升街道
借助职教城教师资源， 为社区居民开展培
训。 2015 年活动周期间，长沙通过充分整
合各类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资源， 采取百
姓点课方式，开展了“终身学习 100 门精品
课程进社区”活动。

3.举办各类培训。 如长沙县社区学院、
高新区社区学院及区县（市）很多乡镇社区
学校（它们不少是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建立）
都开展了失地农民、 再就业人员的培训等
工作。 社区大学、社区学院、社区学校还整
合职业教育自愿开展其他社区教育活动，
如长沙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芙蓉区
东岸街道开展社区居民培训。

4.一对一对口支持。 如长沙商贸旅游
职院等 10 所专业院校， 与同升湖社区等
10 个社区一对一结对建立长沙市职业院
校社区服务基地。

（二）存在问题
尽管在如何有效发挥长沙职教优势、

助推社区教育发展方面长沙这几年做了一
些富有成效的实践， 但仍存在以下主要问
题： 一是在市级层面没有推出强有力的政
策，确保工作深入推进；二是没有建立操作
性很强的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机制，
使工作开展实现常态化； 三是没有有意识
地进行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机制
的探索， 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教育的优势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推进策略
1 .深化宣传教育，强化认同、参与

意识。
多渠道、多方式进一步开展终身教育、

社区教育宣传， 让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更
多单位和更多个人对社区教育工作有更深

的认识，更主动地接受、投入到社区教育工
作中来。

2.加强政府统筹，制定职业教育服务
社区教育政策。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制定、制
度建设、监督管理，统筹社区教育和职业教
育协调发展， 促进社区教育共享职业教育
资源体制建设。

制定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教育政策。 明
确职业学校在社区教育工作中的义务，如
提供师资、开设课程、开放场所等，并出台
相关配套政策， 为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教育
创设良好的环境。

创新职业学校师资管理、培养、奖励政
策，建立职业学校教师服务社区教育制度。
在教师职务系列中增加设置相应的学科
组， 参照国家教师职务评聘的相关制度执
行， 同时将从事社区教育的骨干教师纳入

“专业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名师”等培养
表彰序列。

3.加大工作力度，建立社区教育、职业
教育统筹协调机制。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成立市级社区教
育与职业教育统筹协调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定期研究工作，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建
立以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的职业学校和社
区教育有关机构的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研
究落实具体工作。

4.不断探索，构建职业教育、社区教育
深度合作的办学机制。

积极探索职业学校和社区教育办学合
作机制， 如职业学校为社区教育提供场地
设施、教师资源，共同进行课程开发；职业
学校为社区教育开展培训； 职业学校与社
区教育办学机构联合办学； 依托职业学校
建立社区学院、社区学校；职业学校一对一
对口支持社区开展社区教育等， 使职业教
育服务社区教育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实
现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双赢。

长沙广播电视大学 林涛

发挥长沙职教优势 助推社区教育发展推进策略思考

社区教育是构建长沙终身教育体系、提升市民素质的极好途径。 近年来，长沙社区教育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仍存在市民参与程度不够高、办学基础薄弱、师
资课程缺乏、办学经验不足等问题。 而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汇聚了全省最好的职业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助推社区教育发展是化解上述难题的一个有效方
法。 而职业教育也能因此实现办学职能的拓展，更好地服务长沙经济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