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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提气”为要

“父亲行动”联盟成立于 2019
年3月，之所以成立这个联盟，源于
10 多年前对鄞州区实验幼儿园的
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按照每
周7天统计，每个星期陪孩子吃晚
饭少于 5 天的爸爸占到 70%，平均
每天和孩子一起玩耍、谈心、学习
等相处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爸爸仅
占10%，“偶尔”甚至“从不”去幼儿
园接送孩子的爸爸多达70%。

都说“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玩
伴”，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
许多家庭中，这个“最好的玩伴”的
陪伴往往是缺失的。一个完整的世
界由男女两性组成，缺一不可。父

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能错
位。男性独有的刚毅、坚强、果断和
豁达所体现出来的“父性决断”，女
性独有的亲和、细腻、温柔和缜密
所体现出来的“母性包容”，都有各
自的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具有无可
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有妈妈
成为教育孩子的主力军，家庭教育
起码缺失了一半的力量。这对孩子
的成长来说，无疑会带来非常不利
的影响。

英国心理学家格尔迪说过：
“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心理学研究表明，父亲对于孩子性

别意识的形成比母亲更重要，父爱
缺失会使儿童生活的家庭环境不
完整，更有可能造成其心理发展的
缺失。

改变家庭教育中阴盛阳衰局
面，强化爸爸的教育、陪伴作用不
可或缺。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应
该大力倡导“父亲行动”，让更多的
爸爸全程参与孩子的教育。每一个
家庭，尤其是平时孩子缺少父亲陪
伴的家庭，赶快行动起来，唤醒爸
爸角色回归，推动父亲教育理念归
位，努力让爸爸成为家庭教育的顶
梁柱，孩子的好玩伴。

郑建钢

年末岁尾，又到学校年终总结
时。

年终总结既是对过去一年工
作的梳理总结，能全面反映学校发
展状况，也是对未来一年工作的筑
基引领，提振师生精气神是核心要
义。

学校年终总结的主要“读者”
是学校师生。热衷于数据“当家”，
只是用各种成果数据做“填空题”，

“配套”大话、空话、套话及放大成
绩、淡化不足的“二八”行文结构，
师生不喜欢，甚至会嗤之以鼻。

有的年度总结倒是实话实说，
但账房先生手笔，冗长无神，缺少
文化意味，难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无法起到应有的育人效能，不过是
一笔看似明白的“糊涂账”，师生当
然“不买账”。

还有一种模板式年度总结，一
味“复制”“粘贴”“拿来”，缺少对

“自己人”“学校事”的特别关照，看
不到教师进步、学生成长，找不到
学校发展中的“我”，这样的年度总
结恐怕只能在档案盒里“睡大觉”。

凡此种种，是年终总结的“读
者”定位不准、价值取向偏差的必
然结果。

有鉴于此，校长要祛除评功摆
好心态，走出“自我表扬”误区，集
聚师生智慧力量，瞄准师生价值实
现，把年终总结写成提振师生精气
神的“分析报告”和“营养大餐”。

学校工作是党、政、工、团、队
与教务、总务、德育、教研等多个组
织、部门协调组织，全体教职工、学
生参与的多声部“大合唱”。年终总
结要突出师生精神成长主线，纵横
结合、重点突出、全面具体，晾晒成
绩、引领反思。这样，才能让每个部
门、每位师生都能在年终总结中遇
见“我”，找到责任感、存在感、归属
感，加油蓄力，以成就更好的自己。
切不可出现漏点、盲点，更不能厚
此薄彼、顾此失彼。

年 终 总 结 是 全 体 师 生 总 结
“汇”的“精华版”。撰写年终总结，
要多方面采集信息素材，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凝聚师生智慧
力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求得

“最大公约数”，实现最大范围的价
值认同。要听得进“杂音”，尊重不
同意见，利用年终总结契机，集聚
学校发展更广泛共识合力。

年终总结是教师专业发展、学
生精神成长“编年史”，师生自然应

该站 C 位、当主角儿。撰写年终总
结，校长要恪守人本理念，进入“忘
我”状态，把师生当成“自己人”，放
在最显著位置。要突出他们主体地
位，尊重他们成长规律，凸显他们
价值实现。这样，年终总结才能有
人气、接地气，起到鼓舞人、激励
人、鞭策人的作用。

年终总结不过度依赖数据，并
不等于“让数据走开”。以“成绩展
示+归因分析+精神提升”取代“数
据+大话、空话、套话”，能够运用数
据分析道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揭示师生精神成长的规律。这样既
有理性思维，还有点精之笔，才是
数据运用的正确方式。校长要祛除
数据依赖，多方面有效采集素材，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评估的手
法，在实话实说的基础上，加理性
分析之“料”，点教学相长“睛”，提
教育成长之“神”，把年度总结写成
科学理性的“评估分析报告”，使
之成为推进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精
神成长“脑黄金”。

总之，师生为“上”，“提气”为
要，用心倾情在理撰写年终总结，
开好师生“精神年会”，校长才能做
好师生精神成长“点灯人”。 吕建

12 月 25 日下午，
幼儿园“父亲行动”联盟
第五次研讨会在鄞州区
云龙镇甲南幼儿园召
开。鄞州区教育局副局
长李优治提出了两个思
考，一是如何将“父亲行
动”与母亲的科学教养
相结合，更加全面促进
儿童发展；二是幼儿园
要关照到不同情况的每
一个家庭等，让“父亲行
动”更专业。

（2023年12月29日
《现代金报》）

“父亲行动”
唤醒爸爸角色回归

一位一线教师的
新年期盼

2024年来了，作为一位具有30年
教龄的一线老教师，我有以下四个期
盼。

第一，“为教师减负”落到实处。
教育振兴，教师为本。要想让教育

得到和谐、均衡、深入、持久的发展，教
育生产力的主体——教师，必须保有
最优和最佳的职业状态和生命状态。
然而，当下的部分教师主阵地不再是
课堂，主要思考对象不再是学生和组
织教学，教师蜕变成了推销员、执勤
者、入户调查者、扶贫者、借调人员等
多重角色。新的一年，希望各级各类学
校和教育行政机关，将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减轻中
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
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落实到位：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统筹规范
社会事务进校园，统筹规范精简相关
报表填写工作，统筹规范抽调借用中
小学教师事宜，让教师回归课堂，回归
讲台。

第二，“为学生减负”落地落实。
作为家长，我知道现在的孩子

负担很重，学习到晚上 10 点是常事。
我们都知道，“双减”是要有一个久
久为功的过程，所以，新的一年，希
望“为学生减负”的各种要求，能得
到真正的落实。同时，努力且谨慎进
行教育评价标准，逐渐扭转“以分数
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单一评价制度，
让多元评价、多元人才，得到更多的
赏识，让另类人才也有出头之日。当
孩子们不再向唯一的“教育指挥棒”
分数看齐时，学生减负才有望得到
真正落实。

第三，家校关系要信任不要“举
报”。

教育要想发展，必须构筑你中有
我、彼此信任的家校关系，这是教育发
展的根基，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学校
应当和家长构筑一种相互信任、互通
有无、彼此尊重、开诚布公的新型家校
关系。家庭和学校之间有问题，必须多
协商；有信息，多沟通。共同解决孩子
发展中的难题，而不是解决对方。孩子
和教育才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第四，少一点花里胡哨，多一点货
真价实的务实努力。

在教育行业跌打滚爬近30年，最
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年，很多改革花样
迭出，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教育很简
单，只要我们将教育的内核，比如，“有
教无类”“多去唤醒、激励和鼓舞学
生”，切实落到自己的教育准则和行为
中，学生就能得到最大化发展。只要教
育从业者，用富有深情的爱关注每一
个生命的成长 ，这要比有些华而不实
的“改革秀”，更有可操作性，更有教育
发展意义。新一年，希望这样踏踏实实
的努力，多一点，再多一点！

耿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