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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4 年多来， 我们常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窥
见学生的餐桌上多了牛奶、鸡蛋、水果，孩
子们笑靥如花，却不知道，有些地方的营养
餐已经“变味”，懒政思维作祟，有的学校并
没有让营养餐真正抵达学生的舌尖。

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大投入，走到基
层却“变了味”？笔者看来，还是因为农村学
校的管理者没有主动把学生的营养改善放

在心上。
利益权衡在先，短期效益先入为主，政绩观跑偏，营养餐才

会“变味”。 学校管理者心里都有一本账，若是抓硬件建设，一年
半载学校就能换个模样；若是抓学业成绩，一个学期期末的考
试就能见分晓。 等到新校舍建成，学生考了好成绩，升学率提
高，无论学生还是学校管理者，得到的“好处”都显而易见。

相较之下，“学生营养改善”需要时间、耐心的长期投入，学
生不是花草树木，浇水施肥就能长高长壮，要想将一个季度 100
元左右的补贴变现为每顿饭上的营养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
许辛辛苦苦一年两年都不会有丝毫起色。 账算下来，想要快速
提升政绩，管理者搞学校建设、抓学业成绩似乎才是“王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人人都懂，却鲜有人用心去
做。 改善学生营养摄入，往小了说，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好
的身体去学习生活；往大了说，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关
系到我们的下一代能否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扛起祖国建设的重
任。 民以食为天，稍有远见就当清楚，让每一个孩子特别是农村
地区的孩子吃饱吃好，比干出什么“政绩”都来得紧迫和重要。

由是观之，让美味和营养重回餐桌，当务之急是厘清事情
的轻重缓急。 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干活，只有让学生们吃
得健康营养，才有好好学习的身体条件，才有成长成才的可能。
如此，身为学校管理者，才算得上真正做出了“政绩”。

主持人：余娅

营养餐“变味”成扶贫款
新闻背景：近日，某教师在《中国青年报》发文称：一些地方的儿童营养餐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点儿“变了味”:鉴于以往

配送食物的过程中出现过“缩水”或食物变质的问题，不少领导怕担责任，于是把发放食物改为发放现金———让学生自己随
意买，爱吃什么买什么。 而一些基层农村学校为了省事，改为一个季度发一次。 不过，因为怕学生把钱弄丢了，所以学校按季
度给家长发钱，每个季度 100元。

@ 怀化市会同县王家坪村明德学校林春 学校直接发
钱给家长，这样的做法实际是相关负责人的“懒政”，如果学
校负责人将营养餐转换为钱， 当家长领取这部分钱之后不
一定会用在学生身上，那这部分钱就失去了该有的意义，这
是学校相关负责人的失职；其次，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规定，“中央专项资金
要全额用于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学生用餐，不得以现
金形式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和家长”，学校如此为之，违背
了相关文件的规定。

@ 湖南农业大学胡佑凡 虽然与国家的大政策有出入，
但笔者看来， 部分地区将原本应该用作营养餐的钱变现交
给学生的父母，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扶贫方式，如果家长安排
得当，把这些钱花在孩子的饮食营养上，也能让他们吃得好
一点。 特别是家长比学校对孩子更了解，更清楚孩子喜欢吃
什么，愿意吃什么，把钱花在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上，让他们
吃得开心，好好长身体，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一些地方的儿童营
养餐之所以变味，我认为，这与懒政怠政缺乏监管相关。 之
前，对于克扣挪用、以次充好来中饱私囊的违法行为，我们
通过法律惩戒的手段实现了令行禁止。 其实，对于让膳食补
助变现之类不作为的现象， 同样需要启动相应的问责机制
来推动整改，以一儆百，如此方能保证一些地方的儿童营养
餐真正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帮助， 而不至于继续在变味的
道路上渐行渐远。

@ 读者林毅然 生活条件好了，学生们对学校的伙食要
求也高了，也许他们对学校的营养餐没有兴趣，不想吃也说
不定，如果是这样，即使有营养餐，营养也没有补充到学生
身上。 所以光有补贴还不够，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都要把钱
花到实处，在食品的采购和加工上多花点心思，真正满足学
生的要求，而不是想着随便应付一下，甚至直接发钱了事。

跑偏的政绩观带坏“营养餐”

余娅怎么看

交钱“晋级”
随着素质教育的大力提倡，不少幼儿园会推出名

目繁多的少儿才艺大赛。 但是，有记者日前调查发现，
这些才艺比赛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冠以“全国”“国际”
名目的大赛动辄几百元的参赛费用，在赛程上更是交
钱就晋级，不少家长正是这样被一步步“套牢”，花费
了大笔费用，最终却发现大赛徒有虚名，有的甚至就
是一场骗局。

王铎 / 绘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福建省宁化县两名
教师因在占道经营的摊点买菜被通报。 24 日，
宁化县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证实了通报的
真实性。 看到这样“奇葩”的通报，相信不少读
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前段时间，山西一中学
教师放假期间 AA 聚餐被纪委通报，引发舆论
关注，随后处理决定被撤销。 现在，福建这个对
买菜教师的通报也已引发网络热议。

一则通报批评，事情缘由也不算复杂，却
因当事双方的不同看法而成为新闻热点，的
确耐人寻味。通报的依据是该县 10 月 8 日出
台的《关于机关党员干部在城市管理中严格
遵守“三带头八不准”行为规范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等文件。《通知》中所提到“八不
准”的第一条，即为“不准在占道和流动摊点
买菜、就餐等购物行为”。 该县对教师因在路
边摊买菜做出的通报， 虽然看上去有些匪夷
所思，但也不算太离谱，至少不能说是拍脑袋
决定。

通报处罚在违规摊点买菜的老师，理由大
概有二：一是想通过管住买方，让卖方没了市
场。 二是老师属于广义上的公职人员，又比较
听话，相比于治理占道经营，这个管理成本很
低。 既然工资和编制都归我管，那么我的地盘
听我的， 什么要求都不过分———治理城市环
境，你们得尽力。

政府出台规定， 倡导和规范党员干部、国
家公职人员遵守交通规则、 维护环境卫生，这
是好事，但要考虑方式方法。 教师走出校门就
是群众，买菜时没义务识别对方是不是占道经
营。 至于在哪里买菜也不该受限，更不该因此
而受到“党纪政纪”的处理。 退一步说，既然管
理者眼中容不下占道经营，那么首先应该反思
一下自身的失职，而不是迁怒于买菜的教师或
群众。

将本应由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承担的城
市管理责任，却让买菜者去承担，是否涉嫌“推
卸责任”呢？有这份抓教师买菜的劲头儿，我看
拿来规范违规摆摊等城市乱象该有多好。

治理占道经营
不应迁怒于买菜教师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教育局 屈泽清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是课堂教学
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新观念、新方法。 这种方法要
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要以学生为本， 让学生自
主参与到教学全过程，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合
作、探究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培养他
们自主学习、合作实践、勇于探究的新习惯，使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完善自我，
最后达到实现自我或超越自我的境界。 笔者作
为一名一线的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努
力探索，大胆实践，品味到了成功的快乐。

一、营造氛围，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直接推动学生学习

的动力。 学生只有喜欢语文、爱上语文，才能学
好语文，提高语文素养。 为此，我特别注重营造
好班级的学习氛围。 首先，我争做学生的朋友，
全面关爱学生，为他们排忧解难。 给学生分析未
来社会激烈竞争的形势，告诉他们要学会学习，
学会生存。 我还以朋友的身份推荐一些文章让

学生阅读， 使他们从文章中意识到学习的重要
性，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 通过长期熏陶，学生
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 我积极倡导“多读书、
读好书”的活动，开展“读书大讨论”、“读好书演
讲”等主题班会。 在读书活动中，大家分享了学
习的欢乐，智慧的火花得以点燃，学生们有了创
意的见解，有了学习的兴趣、信心和追求。 通过
一系列的活动，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文化
品味、思想修养，在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上，都
有了长足的进步。既夯实了基础，张扬了个性，又
完善了人格，更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改进教法，调动学习主动性
我在教学中转变了教育观念，变原来的简

单教学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在课前做
好预习。 上《詹天佑》这一课时，我要求学生提
前收集相关资料，如“詹天佑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他生于哪一年？ 逝世于哪一年？ ”“他一
生干了些什么事？ ”等。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主动

表现，从而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促使学生
主动学习。 在教学中，对于学生各种不同见解
的答题， 我不以标准答案来限制他们的思维，
不抑制学生的诉说欲望，而是用多种鼓励手段
与学生交流。 一个赞许的眼神，一句夸奖的话
语，一阵热烈的掌声，都能激发学生们旺盛的
斗志。 总之，语文教师应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充
分的亲和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在教学中摸
索出科学有效的诱导方法， 发挥其主导作用，
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改善学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学生是课堂中的主体， 让每个学生在参与

过程中体验学习的快乐， 是教学设计中教师思
考的首要问题。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把体
验教学设计的着眼点放在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
上。 课堂中，我留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活动空间和
时间， 让学生在有难度的问题面前产生认识冲
突，鼓励他们通过合作探究解决难题，使他们学

有乐趣。 例如：《鸟的天堂》 中“那翠绿的颜色
……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 ”当学生理解了

“颤动”指的是什么后，我提出：“作者为什么会
有这种感受呢？ ”学生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新鲜但
也觉得有些难度。 我立即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
作学习，通过讨论交流，大家各抒己见，把蕴含
在字里行间的意思化隐为显， 这样不仅加深了
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 同时训练了他们
品味语言文字的能力。 我经常把讲台有意识地
让给学生，让学生登上讲台展示自我，自由发表
自己的观点，充分阐释自己的看法，以此来实现
学生学习方法上的转变，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

实践证明：语文课堂是学生的舞台，新型的
师生关系是新型教学方式的基础， 我们要确保
学生在课堂中的自主地位，合作、探究地学习，
努力实现课堂表达的开放。 确保每一个学生快
快乐乐地学习，健健康康地成长!

浅 析 语 文 课 堂 教 学
常德市澧县大堰当镇中学干河完小 李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