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好“老教师”
手中的接力棒

漫画 严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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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增一批银龄教师，是
自然规律。特别是最近几年，第二
个生育高峰（1962—1970年）出生
的人口陆续退出职场，新增银龄
教师的数量要多于往年。一批批
老教师退出职场，一批批新教师
补充到教师队伍，在这一新老交
替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愈发凸
显，即银龄教师增多，教师间经验
传承的接力棒准备好了吗？

大多数银龄教师在30余年的
教师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
学工作经验，退休后，很多学校会
感叹少了一个师资队伍中的宝贵
财富。但是，如何在他们退休前把

“接力棒”准备好，让他们的才智
得以在师资队伍中有序传承，学
校应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要珍惜人才资源，谨防墙
内开花墙外香这种现象的发生。
部分没有行政职务的优秀教师在
校内无法最大化地把才智释放出
来，这种现象并非个例。他们在校

外享有较高的赞誉，经常到外校
传经送宝，与外校很多教师建立
高质量的师徒传承关系，但在校
内仅仅就上几节课而已，其优秀
才智较难辐射给校内教师。优秀
教师墙内开花墙外香，是对人才
的浪费，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二要加强对50岁以上教师的
经验及才智的研究。教师到了 50
岁，基本步入了老教师行列。从教
师个体而言，如果学校不注意对
他们经验与才智的使用，他们基
本进入等退休的状态。每个老教
师都经验丰富，如果他们的经验、
智慧及才能没有接棒人，会严重
影响师资队伍质量及学校发展的
质量。所以，学校要特别注意对50
岁以上教师的经验与才智的研
究，建立与他们的才智相匹配的
接力体系，让他们的才智一棒一
棒地传下去。

三要充分利用老教师的人才
资源，建立长效的教师传帮带机

制。当老教师即将退休时，才考虑
接力棒问题，很难将老教师的优秀
才智有效转化为学校的人才资源。
要想把老教师的经验与才智很好
地传承下去，应形成稳定的、梯队
式教师培养体系，例如成立由老教
师领衔的，针对老教师特长（例如
教科研、班主任、社团建设等），由
老中青三代教师共同组成的教师
成长共同体，并建立健全教师成长
共同体高质量运行的管理机制及
激励机制，让老教师的优秀才智能
够留下来、传下去。

新 教 师 入 职 ，年 轻 教 师 变
老，老教师退休，是教师队伍在
年龄上更迭的自然规律。但是，
基于教师的职业特点及教师队
伍建设的特殊性，老教师退休
了，其经验与智慧不应离开学
校。所以，在银龄教师增多的现
实背景下，把接力棒准备好，把
接力队伍建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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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跟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游
戏，您会想到什么？是扔沙包、踢毽子、
跳皮筋、老鹰捉小鸡，还是跳房子。最
近，在一些学校里兴起一种“死亡游
戏”，它的大范围传播，引发不少家长
的担忧。这种所谓的“死亡游戏”又称
为“梦回大唐”或“死亡三秒”，是通过
特定动作让游戏参与者快速达到窒息
缺氧状态，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孩
子窒息死亡。

（11月5日央视新闻客户端）

生命不是儿戏，死亡不能游戏。
“死亡三秒”流行校园，不少人心

有余悸地联想到几年前一度令人闻之
色变的“蓝鲸游戏”。

相比于具有强制裹挟乃至“洗脑”
色彩的“蓝鲸游戏”“死亡三秒”当然不
可同日而语。但是，据医生介绍，“死亡
游戏”压迫心脏、抑制呼吸导致回心血
量减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相应减少。
严重者会导致意识丧失、全身脏器功
能停止等，直接危及生命。就其产生的
危害而言，“死亡游戏”并不亚于“蓝鲸
游戏”。而且，“梦回大唐”的名称以及
参与者的“体验”，或许还更具“渲染”
效果和迷惑性。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早在 2004
年，教育部就曾要求坚决制止“死亡游
戏”等不良游戏在学生中传播、蔓延。
令人遗憾的是，该游戏虽经几起几落，
但始终难以完全禁绝。

游戏本来是一种娱乐，青少年们
何以喜欢上这种匪夷所思的“游戏”，
提醒制止之余，更值得引发深思。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孩子们好奇
心重，易被未知事物吸引，但同时缺乏
自我保护意识，危险防范能力差。但
是，孩子们何以不知深浅到拿生命开
玩笑的地步，这折射了更为深层次的
问题——生命教育的缺失。生命教育
一直是教育的重大命题，但贯彻落实
却殊为不易。不得不说，囿于种种因素
限制，当前的生命教育常常停留于口
头说教，有些苍白无力。或许，正是因
为“死亡游戏”本身所独有的黑暗特质
与神秘色彩，对众多处于叛逆期、喜欢

“离经叛道”的青少年产生了一种莫名
的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游戏
正是“击中”了青少年心智不成熟、一
味追求新奇的心理，危害性和迷惑性
很大。

生命是极其宝贵的，不应该被当
作游戏的筹码。家长、老师应提高警
惕，时刻关注孩子的动态，提醒他们远
离“危险游戏”，并有针对性地引导他
们积极参与健康有益的课余活动。社
会应当倡导积极健康、尊重生命的价
值观，远离这类危险和不道德的“死亡
游戏”。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
防止这类威胁生命安全和违背公序良
俗的“游戏”出现。而如何让生命教育
变得生动活泼、入脑入心，切实提升孩
子们的安全意识，更值得父母师长们
深入探讨。

胡欣红

生命不是儿戏
死亡不能游戏

秋收时节 ，台风“康妮”突袭
宁波，水稻在风雨中连片倒伏，鄞
州职教中心校园周边出现一批倒
伏的稻谷。学校第一时间联系了
周边的农户，并派出一个班的学
生帮助农户抢收。

（本报今日A04版）

在鄞州职教中心学生的这次
抢收中，有学生摔跤了，全身是
泥。有学生说这是第一次割水稻，
割了没几分钟，腰就开始酸。吃饭
的时候他说，真没想到农民那么
辛苦。视频中，学生们的兴奋和成
就感扑面而来。这样的劳动场景，
是一堂最美劳动课。

近年来，劳动教育在一些学
校陷入误区。一是对劳动理解得
过于狭隘，几乎把劳动等同于体

力劳动；二是把劳动教育的实施
主体主要局限于学校范围；三是
劳动教育实践中出现娱乐化的倾
向。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教
育要让学生形成对劳动正确认识
和内驱力，关键是让学生们感到劳
动有趣、有价值、有成就感。这就需
要把劳动和创新创造结合起来，把
校内和校外结合起来，把知识和生
活的烟火气结合起来，通过在“做
中学”“学中做”，激发他们参与劳
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否
则，劳动课可能会沦为应试教育，
甚至会增加家长负担。

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学生心
中，让他们热爱劳动、勤于劳动、
善于劳动，不断在劳动中提升综
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就要让学

生认同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就要对
劳动教育“新时代”性质精准把
握，让学生们感觉到，“我劳动我
快乐，我创新劳动，我更快乐”。学
生会因为创新减少劳动者的辛
苦，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激发学好
知识，将来用科技创新奉献社会
的内在动力。所以，说百遍“劳动
育人”，效果可能还不如一次“稻
谷保卫战”。

总之，在劳动课的教育实践
中，要做好融合教育，做好课程考
核与过程评价，做好家校结合，既
让学生通过劳动提升生活能力，
培训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更能让学生学会创新创造，从而
实现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

丁慎毅

说百遍劳动育人
不如一次“稻谷保卫战”

近年来，随着教育
部“高校银龄教师支
援西部计划”和宁波市
东西部协作“忻元华银
龄支教团队”活动的深
入实施，越来越多的退
休教师心怀大爱，选择
到艰苦山区支教，为山
区的教育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11月5日《现代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