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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漫画 严勇杰

▲▲▲▲▲教师来信

学校课表编排的基本逻辑是什
么？课表编排如何科学又高效，实现
课程和师资资源的最优化？《中国教
育报》针对此话题展开讨论。

（8月16日《中国教育报》公众号）

课程表是学校一切教学工作的
“排兵布阵图”，是对学校教学人力、
物力、时间、空间的总调度，模样虽
小，却决定了师生每日在校的生活节
奏。课表编排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
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学校的教
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表面上看，“课程表”是帮助师生
了解课程安排的一个简单的二维表
格，实则是对秩序与时间的约束，是
每一个师生都必须遵守的“学校法
律”。

课程表一旦确定，就具备了“学
校法律”的刚性原则，每个班级及教
师要严格按照课程表的安排开展教
学活动。同时，课程表绝不仅仅是一
张简单的课程安排表，还是提升教学
质量的有力抓手，不仅要具备科学及
规范的刚性，还要具备人性化的柔
性，要释放出刚柔并济的教育温度。

课程表的柔性是通过人文关怀
体现的。在编排课程表之前，首先要
对学生开展相关调研，了解每个年龄
段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课程表，例如：
必修课、选修课、自习课、课外活动、
大课间、小课间等类型的课程及活动
安排在什么时段比较合适？不同课程
之间如何衔接？在确保学校课程应开
尽开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学生的诉
求。另外，还要广泛征求教师的意见，
对怀孕及哺乳期女教师、临近退休的
老教师、身体健康欠佳及家庭有实际
困难的老师、班主任等，在时间安排
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同时，还要兼顾
教师成长共同体中师徒之间相互听
课的需要，尽量让他们的上课时间错
开。

在刚性与柔性都具备的情况下，
还要让课程表释放出刚柔并济的教
育温度。以小学生课程表为例，必修
课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表由老师组织
教学活动，而选修课、课间休息、课外
活动、少先队活动课等，在遵守时间
刚性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要给予学
生充分的自主权。例如，课间休息不
缩水、选修课可以自由选课、课外活
动丰富多彩、少先队活动要集教育性
与趣味性于一体，让学生在这些时间
段获得快乐体验，让学生对写进课程
表中的活动安排充满期待。

当课程表兼具统领日常的刚性，
及保持张力的柔性时，不仅能让教师
们凝心聚力、内外兼顾地投入到立德
树人中，也能让学生的发展潜能得到
极大的释放。

吴维煊

8月14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区网站公布了区教育局对政协委
员提案《关于切实减轻教师负担的
建议》的复函。定海区教育局就其
中“开展行政教学相分离试点工
作”的建议答复称：目前，定海区中
小学区分专职行政人员和专职教
学人员，暂无可参照执行政策、不
具备实施条件，且不适用于定海教
育现阶段发展需求。

（8月17日 澎湃新闻）

专职行政人员和专职教学人
员区分开来，让专职行政人员管理
专职教学人员，容易落入“外行领
导内行”的管理陷阱，对学校健康
发展弊大于利。比较来看，教而

“优”则“仕”，选聘优秀教师兼任学
校行政管理工作，“内行领导同
行”，“教”“管”相得益彰，会给学校
健康发展注入“正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主客观原因使
然，一些优秀教师兼职学校行政管

理职务以后，工作重心偏向管理，
工作精力严重倾斜，课堂教学“冷
场”、专业发展“撂荒”，对学校的发
展与建设带来消极影响。有鉴于
此，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要优
化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及学校管
理人员聘用工作机制，确保“双肩
挑”优秀教师专业发展不“撂荒”。

去行政化政策背景下，中小学
校长就是首席教师。中小学校党组
织书记、校长要主动拿起教鞭、走
上讲台，担当起学校教育教学“主
业”，做好“双肩挑”工作示范。要科
学评估、精准核定教育教学与行政
管理工作量，合理分解行政管理任
务，确保每位“双肩挑”教师行政工
作量不超过其总工作量的三分之
一。要走出“能者多劳”“鞭打快牛”
用人误区，优化分工，用人所长，减
少内耗，增强合力，不断提高管理
效能。同时，要建立“双肩挑”优秀
教师专业发展预警机制，发现“双
肩挑”教师业务“撂荒”及时补救止

损，必要时暂停其行政管理任务，
防止其“一条道走到黑”。

只要处理得当，“双肩挑”完全
能够实现“两不误”乃至“两优秀”。

“双肩挑”教师要摆脱“官念”裹挟，
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发展观，以“两
肩挑、两优秀”要求并检验自己的
发展成效。要合理分配教育教学与
行政管理上的时间精力，践行“课
比天大”及“管理就是服务”理念，
确保教育教学中心位置，按照轻重
缓急处理行政事务。可尝试以教学
专业视角处理行政管理任务，也可
以把行政管理思维“代入”课堂教
学，化解“教”“管”冲突，实现“教”

“管”互哺，求得教育教学与行政管
理最大“公约数”。

总之，专业发展更加强劲，行
政管理更加给力，优秀教师“双肩
挑”“两不误”“两优秀”，才能“挑”
起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
天。

吕建

教师开直播，网络上的意见几
乎是一边倒：教师就应该搞好课堂
上的教学任务，而不是到短视频和
直播间平台“刷存在感”，教师开直
播就是不务正业，就是误了正业。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
不能只看到教师开直播的“不好一
面”，也应看到“好的一面”。简单来
说，就是堵住“污流”打开“清流”。
所谓的堵住“污流”，就是说要治理
教师开直播中的乱象。所谓打开

“清流”，就是说要给真正开直播传
播知识的教师多些流量。

当前，不少教师选择在社交平
台上开设个人账号，通过发布课堂
视频、学生日常等内容吸引粉丝。这
一现象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教师

对现代科技手段的积极应用，另一
方面也不可否认存在一些教师借机
牟取个人利益的情况。比如，其中有

“虚假的教师”，也有的的确是教师，
可是他们开直播的目的不是传道授
业，而只是为了赚钱，甚至是骗钱；
又如，有的教师为了吸引流量拍摄
班上的学生，侵犯了孩子的隐私权。
对于这样的“污流”，作为平台需要
验明正身，加强管理。

只要教师直播，是在完成教
学任务之后的行为，不误了正业，
而且不是为了赚钱而丢失了师德
底线，只是为了传道授业，那就是

“一股清流”，平台则需要多些流
量的扶持，为孩子打开一扇开阔
眼界、学习知识的新窗口。因此，

应鼓励那些积极向上、有教育意
义的“清流”内容。学校需要管好
自己的教师，平台也需要管好自
己的内容。

对于教师开直播需要的不是
封堵而是约束。包括对直播内容审
核、对教师行为规范以及对违规行
为处罚等。教师自身也应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明确自己的职业操守和
社会责任。在直播中，教师和平台
都需要守住“红烛精神”，应以传递
正能量、弘扬教育精神为“流量标
准”，避免过度追求流量而忽视教
育本质。

教师开直播，不是不能，不是
不许，而是要恪守“师德标准”。

郭元鹏

让“课程表”释放出
刚柔并济的教育温度

堵住“污流”
打开“清流”

优秀教师“双肩挑”也能实现“两不误”

教师直播引争议。重庆
市民邹某反映，多名自称老
师的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学
生的视频“吸粉”，并且在工
作期间直播、收受打赏牟利。
网民评论称“心思全放在直
播上了，下课比学生还着
急”。半月谈记者在网络平台
以“老师”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发现不少自称中小学一
线教师、粉丝数近百万的博
主，通过拍摄课堂教学视频、
学生幽默段子等吸引关注。
不少博主还在商品橱窗内兜
售学习用品、教辅资料和网
络课程，热门商品销量高达
40万件。

（8月18日 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