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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话语

与时间赛跑
前提是“时间观”要正

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受制于时间的
指挥，很多秩序都依赖于时间的维系。
对世界而言，时间是最公平的存在，每
个人都平等拥有。为了把时间用好，在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是现代社会得以
和谐运转的一大特征。基于此，每个行
业、单位及个人，都要在“时间表”的约
束下，维系组织系统及生命系统的稳
定运转。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很多人都想
“与时间赛跑”，力求在与时间的赛跑
中跑出人生的加速度。特别是在教育
领域，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很多教师及
学生都在与时间赛跑。但是，不同的人
在“时间观”上却存在差异，不同的“时
间观”，势必会有不同的赛跑状态。

教育中的“时间观”，其核心是如
何理解“教学时间”。其实，“教学时间”
是个大概念，基于“学校的一切活动都
是教育”这一理念，学生在校的一切时
间都应看成教学时间。但是，部分老师
却认为“教学时间”是从上课铃响起后
到下课铃结束这段老师给学生上课的
时间，并将课外活动及课间休息视为
非教学时间。这样的划分，从时间维度
上，导致教学时间被划分为一个个孤
立的时间片段，教学时间变成了师生
都在场的线性累积的时间。

当教师的“时间观”处在这个层次
时，最突出的表现是看不得学生闲着，
为了让学生多学点，他们会想尽办法
让学生与时间赛跑。如何与时间赛跑
呢？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就成为一条
捷径，因而，课间休息有时被掐头去
尾，导致学生休息得不到保障；体育课
及课外活动被挤占，导致很多应该开
设的课程被缩水。

当教师的“时间观”跑偏时，学生
的“时间观”也会跑偏，部分学生会把
上课时间看成“老师的时间”，没有老
师上课的时间才是自己的时间。这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部分学生上课时精力
不集中，下课铃一响就精神十足。也不
难理解，为什么部分学生上课时总是
偷偷摸摸搞小动作，因为他们在与老
师争夺属于“自己的时间”。

“时间观”跑偏，与时间赛跑时很
容易选错赛道，从而造成时间管理上
的挤出效应。例如：在给学生减负时，
校内学习时间减少了，但很多学生及
家长怕影响学习成绩，想方设法增加
校外补习时间，学生负担从校内转向
校外，产生时间上的挤出效应。如果能
让学生及家长认识到教学时间的真正
内涵，即：教学时间是由学习时间、休
息时间及活动时间三方面组成，休息
及活动时间的适当增加，不仅不会影
响学习，还会促进学生身心的和谐发
展，时间的挤出效应就会大大降低，学
生的学习负担也会下降。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每个人
都需要与时间赛跑，但前提是有正确
的“时间观”。 吴维煊

今日金评

优质课评选 少点表演多些真实

漫画 严勇杰

本埠声音

优质课评选，是各中小学（幼
儿园）每年重要的教研活动之一。
很多教师的成长都源于观摩同行
或自己执教的公开课，新手变新
秀，新秀成新星，从平庸到卓越，

“优质课”中经历的磨炼其实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功利倾向却使它渐渐
偏离了这个目标，变成了一种供
观赏的样本……置身其中，有时
恍若在观赏一场艺术表演，让人
目不暇接。

现状的背后，反映了一些更
深层次问题：当下教师过于注重
流行的观念，而对教学的本质反
而思考不足；过于注重克隆他人
的教法，自我创新不足；过于注重
评委的感受，而忽视了学生的感
受和获得。

如果我们能从优质课回归
到常态课，从明星教师教学才情
的聚焦回归到对普通课堂学生
自由学习的关注，从重视教师的
课堂驾驭能力回归到教师和学
生间真实的对话，那么真实有效
的课堂常态就会开始浮现，教师
和学生的发展就会处于良性循

环。当下要做的事情是洗尽铅华
呈素姿，让优质课回归常态，正
本清源。

首先要转变评价观念。
优质课的评价观念就应当从

关注教师“教”转变为关注学生
“学”。区别一名普通教师和优秀
教师的标准不应仅局限于教师在
优质课上的讲课能力，应该是看
其能否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充分的
机会和良好的氛围。应当从促进
全体学生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一个
优秀教师应起的作用。通过了解
学生在课堂上如何讨论、如何交
流、如何合作、如何思考、如何获
得结论及其过程等行为表现，来
评价教师的课堂教学，树立“以学
论教”的评价观念。

其次要给学生真实的获得和
更好的体验。

优质课本质还是“课”，“课”
不是用来“秀”和膜拜的，“课”的
本质是教师让学生获得真知的一
个过程，“课”还要让学生感受到
求知的充实与快乐，后面的评委
不是“课”要服务的对象，他们不
是观众，他们如果有一定的水平

和能力，是教学的行家，也一定会
站在学生的立场和视角上观察
你。因此，教师参评优质课，也一
定要放弃表演的念头，不要有博
人眼球的想法，回归真实的课堂
初心，时时刻刻要做到的目标只
有一个：如何给学生更真实的获
得和更好的体验。

最后，要改变评价方式。
评价一个教师的教学是否优

秀，仅靠教师在一堂课上的表现
显然是片面的。在以往的评优活
动中，评委们所听、所看、所评的
内容都局限于一节课。用一节课
的表现来对某个教师的教学质量
下定论，容易造成评优活动的导
向发生偏差。改变以往专家评委
说了算的评价方式，由一线教师
和教育管理者共同参与，应强调
优质课评价过程的研究性，把评
价与探讨相结合，给听课者一定
的思考和讨论的机会，使优质课
的产生过程，变为教师和专家思
想与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过程，变
为激发教育智慧的促动过程，变
为教育家成长的促进过程。

陆青春（宁波市名师）

国庆假期怎么过？宁波一所
小学组织开展了一场“探寻城市
老记忆”的活动，鼓励家长和学生
寻找城市变迁的印记，讲述城市
发展的故事。一周来，同学们穿梭
在大街小巷，寻找那些被时光遗
忘的角落，纷纷在一些城市地标
打卡留念。

（10月6日甬派客户端）

应该说，这次探寻活动并不
难，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
知水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同
学们来说，这次活动，肯定能激发
起孩子们浓厚的探寻兴趣，收到
预期效果。

确实，一周下来，同学们收获
满满，在探寻中，不但发现了城市
变迁的轨迹，找到了那些被时光

遗忘的角落，还增进了亲子感情，
加深了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同
时还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强了民族自
豪感。

在庆贺活动成功的同时，笔
者还要提点建议：要把探寻城市
老记忆的活动纳入大思政课的框
架予以重视、做进一步的谋划，将
该活动深入持续地开展下去。这
是一堂非常典型的大思政课，具
备了大思政课的必备元素：一是
紧密联系实际，将历史与现实关
联在一起进行探寻；二是主题宏
大，紧扣国庆这一节点，设置了以
社会为课堂、以感受祖国发展成
就这一主题；三是开放性，放手让
学生走出课堂，去城市的角角落
落，寻找他们熟悉的老记忆，他们

找到的每一处城市地标，既是他
们的课堂，也是他们的教材和老
师。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但
对小学生来说，讲道理往往会流
于枯燥乏味，他们听不进去，因而
要上好思政课，要从青少年的身
心和认知发展规律出发，分学段、
分层次地设置思政教育目标、选
取教育内容和授课方式，必须坚
持开门办思政课的方针，可以把
思政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工矿企
业、商场酒店、博物馆等，或者就
像这所小学那样，把思政课搬到
大街小巷、城市公园和古桥上，让
学生在行走中、回忆中感受时代
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如此，才能
把思政课上活上好，上成一堂“思
政金课”。 李太牧

思政课的课 不仅仅在课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