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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永康市大司巷小

学二年级语文老师吕晓君，因精

美手绘板书在网络走红。四年

时间里，她不用 PPT 教学，而是

精心创作了 200 多幅板书传授

知识。学生赞她写的是“最美板

书”，网友称她是“一位被语文耽

误的美术老师”。

（1月17日《北京晚报》）

据报道，每次上课前，吕老

师都会提前到教室绘制和课程

相关的图案，并预留出相应位

置；上课后，随着教学推进再将

课程重点填入。生动形象的板

书成功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

有的同学说：“妈妈不用担心我

上课走神了”；家长也认为，这是

一位有温度的好老师。

近年来，老师用PPT 上课成为主流，

既提高教学效率，也丰富展示方式。所

以，就有网友认为，板书书写占用课堂时

间，把相关图片和文字预置在PPT里岂不

是更好。其实，和板书相比，PPT 教学存

在短板，比如有些老师习惯照着课件讲，

激发不起孩子的听课兴奋感，导致课堂互

动不足。相比之下，吕老师坚持手写板

书，首先是对自己教学工作的高标准严要

求，板书文字工整，穿插卡通图案，既给学

生带来视觉享受，也让教学活泼生动。一

笔一画里，老师更灵活地表达了教学思

路，学生更有沉浸感和现场感。

这几年，因为板书上热搜的老师不在

少数，不少大中小学还定期举办教师板书

大赛。公众对带有粉笔味的板书抱有怀

念，背后是对教学传统的怀念、对教学相

长的呼唤。不过分依赖PPT，保留板书的

习惯，就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吸收知

识、整合归纳、书写表达的综合能力。就

像吕老师说的，技术手段再进步，通过板

书帮助学生厘清学习思路、总结学习要

点，仍是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板书美不美，不是衡量老师工作的唯

一标准；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传道授业，才

是评价老师的关键。新式教学技术和教

具，节省了时间和劳动力；但板书优势难

以替代，既让黑板熠熠生辉，也让教室更

有人情味。

“长短课”打开更多可能

给大学辅导员“松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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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高校学生宿舍短板
□ 陈文杰

有的课时间长、有的课时间短，

没有统一的上下课铃声，还可以按兴

趣自由选课……近年来，不少地方中

小学校探索长短课、大小课改革，灵

活安排、错落有致的新课表令人眼前

一亮。

（1月18日《人民日报》）

一节课的时间应该是多长？在

大多数人印象中，40 分钟或 45 分钟

是惯例。但随着学生个性化成长需

求的不断增长、对学科特点和教学

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教学从

“标准化”向“精细化”转变，也日益

成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突

破口。

课表的新变化，背后其实是理念

更新。设计和安排课表是一门学问，

是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诸多方

面知识的综合运用，也是学校教学理

念的直接体现。比如，在一些学校，

科学课被设置为长课时，让学生有更

充足的时间进行小组讨论、实验操

作，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探索精神；写字、诵读等练习课被

安排为短课时，以减少学生的疲惫

感；还有更短小的微班会课，用来传

达信息、解决孩子在交往中出现的问

题。这些都是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体

现。探索多样化的课程设置，给予学

生更多元的选择，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学习效果，也

是在以理念的升级拓宽学生成长的

天地。

但长短课的探索，并不是简单

地对课时长短进行调整，它意味着

诸多教学环节的变革，这对学校管

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怎样在没

有统一上下课时间的情况下，保证

校园秩序井井有条；怎样进一步激

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教

师开发、设计长短课的能力……这

些都是长短课在落地时需要考虑的

问题。让“小课表”更好地撬动“大

变革”，还需要各学校在充分调查论

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找到最

优解，从而确保学校教学既灵活高

效又有序运行。

当前，我国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

展是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而对

于基础教育来说，如何在夯实学生知

识基础的同时，更好地激发学生崇尚

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

性、创新性思维品质，是重要的现实

考题。“试水”长短课、大小课，倡导启

发式、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是对实现

“更好的教育”的积极探索，也是在深

化改革创新中激发教育发展活力的

有益尝试。

如今，一张张课表的改变，正激

活着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教师队伍

的“一池春水”。着眼新时代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更好

的教育、更适合孩子的教育，“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这一美好愿景定能加速变成现实。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7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

舍建设的指导意见》，从4方面提出11

条政策措施。指导意见提出，引导高校

通过新建、改扩建、修缮、装配化改造提

升等多种方式，补齐高校学生宿舍短

板。

（1月19日《广州日报》）

从“十人豪华间”，到“冬天冷、夏天

热的宿舍环境”，再到“怀疑自己穿越回

60 年代的宿舍”，虽然槽点不尽相同，

但在“嫌弃”自己的宿舍这件事上，广大

学子是认真的，也充分发挥着自我调侃

的精神。

当然，吐槽归吐槽，眼下高校在宿

舍建设中确实存在一些“通病”，仍面

临床位供给不足、环境有待提升、功能

相对单一等问题。比如，招生逐年增

长，住宿却“捉襟见肘”；硬件残旧老

化，翻新总在毕业后。尤其是一些建

校历史较长的高校，宿舍条件被调侃，

几乎成为每年新生入学时的“指定动

作”。

为何一些高校宿舍建设总慢半

拍？一方面，与学校管理者的惯性思维

有关。无论是“宿舍是用来睡觉的”，还

是“我们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这套说

辞看似有理，但本质上掩盖不了宿舍在

学校管理事务中优先级靠后的事实。

另一方面，也与改造难度较大有关。工

期长且复杂的改造工程，不仅有可能影

响正常的教学工作，而且花费不菲。本

身意愿不高、改造花销又大，高校宿舍

往往“能凑合着住就先不动了”，学生们

也只得“自适应”。

小宿舍也有“大文章”。高校宿舍，

往大了说，不仅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

场所，也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往小

了看，牵涉着广大在校生的切身利益，

直接关乎着学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眼下，学生宿舍正成为高校招生

的“必争之地”，多所高校在完善硬件设

施之余，还推出宿舍定制服务，让学生

“自选室友”；未来，随着在校大学生总

量持续变化，也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

未雨绸缪。可见，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

设，既有时势所逼，更要顺势而为。对

此，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多渠道补齐高

校学生宿舍短板，优化高校学生宿舍功

能设置，让学生宿舍更好地发挥育人功

能。

近日有媒体报道，高校辅导员面临身份角色困惑：作为离学

生最近的人，辅导员角色的边界在哪里？眼下在很多高校，辅导

员工作难以量化，“辅导员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24小时

服务员”等调侃，道出了不少人工作中面临的现实处境。学校、

家长乃至学生要多一些边界意识，为辅导员“松绑减负”。

王铎

1月16日，全国妇联、中央网信

办、最高法、教育部等16部门印发通

知，围绕思想引领润童心、家教指导

育童心、安全教育护童心、爱心妈妈

暖童心四个方面，联合部署开展“把

爱带回家——真情暖童心 相伴护

成长”2024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1月16日《现代金报》）

一直以来，很多学校的寒暑假

放假前的最后一节课都是以发成绩

报告单、布置假期作业、对假期生活

提要求为主要内容。把这几项内容

完成，学生安全离校，老师及学校就

圆满完成了本学期的工作。但这个

寒假前，有了16部门联合下发的通

知，各学校应从“离校课程”的角度，

对放假前的最后一节课进行教学设

计。

离校课程主题：把爱带回家。

寒假期间，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是在

忙年与过年，在这节课中，不要过多

强调书本学习及纸笔作业，应将学生的寒假生

活向书本以外的世界拓展。针对班级学生寒

假生活的几种类型，从安全注意事项及快乐过

大年两个方面，对少年儿童的寒假生活进行必

要的提醒及指导，让学生们通过年俗系列活动

收获快乐，享受家人团聚的幸福。

离校课程的形式：讨论式。当离校课程的

内容聚焦在安全、快乐过大年及社会活动层面

时，学生们的兴趣一定很高。如何将这一课上

好？不能仅限于老师讲、学生听，应以讨论的

形式让全体同学深度参与这节课。以“如何快

乐过大年”这一话题的讨论为例，让每个学生

谈谈如何参与家庭忙年：如何在年夜饭上露一

手？如何保管和支配压岁钱？如何参与家庭

及社区的年俗活动？如何通过过年更多地了

解传统文化……

离校课程下课后：师生互赠寄语。离校课

程不仅是为了提高寒假生活的质量，也要为下

学期的学习生活做好铺垫。一个学期结束，师

生之间肯定会有想对对方说的话，在离校课程

上互赠寄语很有必要。在离校课程下课后，让

学生按照学号顺序走出教室，老师把家庭报告

书和对学生的寄语一一交给学生，学生把对老

师的寄语回赠给老师，学生们带着师爱回家过

寒假，老师在假期中通过学生寄语思考下学期

的教育教学。

中小学生的寒假生活就要开始了。如何

提高寒假质量？需要学校把离校课程设计好，

让学生把爱带回家，不仅能过一个快乐的寒

假，也能在寒假中获得成长。

□ 丁雅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