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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班班主任小J外出培训了，教
导处安排我到这个班代一节道德与法治
课。我很乐意，因为早就听说这个班的
孩子出奇地守规矩、爱学习，很想走进他
们的课堂体验一下。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课堂常规
二（1）班课始的师生问候仪式很有

特色，甚至使人顿生肃然起敬之感。我
说：“上课！”孩子们第一时间齐刷刷地
站起，并整齐有力地回答：“站如松！”我
巡视着教室，每一个孩子腰杆笔直、目
光纯净，好像临战的士兵等待着司令官
发布总攻的命令。孩子们的这一气场
也在无形中感染着我，于是下意识地挺
了挺因年近花甲而稍显佝偻的腰身。
我又说：“请坐下！”孩子们又整齐有力
地回答：“坐如钟！”并在同一个时间直
挺挺地坐下，随即双臂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安放在桌面上，且左臂在下、右臂
在上。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孩子
们坐下时竟听不到桌凳被挪动的声
音。我也在其他中高年级班兼任道德
与法治课，师生问好后，学生慢腾腾地
坐下，并下意识地挪动桌凳，以谋求最
舒适的坐姿，于是教室里免不了发出

“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出于好
奇，我在课后悄悄地问过班长小Z。小
Z挪开凳子，我发现地面上有四个为凳
子定位的小红点，刹那间，我顿悟了。
小Z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老师，我们
的桌子和凳子的四条腿都放在小红点
上，不许随便挪动的！”原来如此！我们
一直在轰轰烈烈地大讲特讲精致化管
理，看来这教室地面上的小红点才是精
致化管理的最好见证。我又看到每个

孩子课桌外侧的挡板上都有两个安全挂
钩，一个让孩子们挂雨伞，另一个用来挂
垃圾袋。这个细节不只是精细化管理的
体现，而且彰显了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
怀。我也看到过许多学校每到阴雨天，
孩子们的雨伞到处乱放，有的放在窗台
上，有的塞抽屉里，还有的干脆扔地上。
于细微处见精致，在用心时显人文，这个
班的班主任小J真的有心了！

课堂上只笑了一半的孩子们
这一堂课我们学习的是《清新空气

是个宝》。课中为了调节气氛，我设计了
一个通过角色扮演来再现人们对不同质
量的空气进行评价的场景。我自认为还
有点表演天赋，于是分别模拟了公园里
晨练的老人、走在大街上的行人、因雾霾
天气停课在家的小学生等三个角色诉说
对空气的评价，可谓惟妙惟肖，我自己都
有点忍俊不禁了。坐在位置上的孩子们
也忍不住笑起来，那笑声清脆悦耳而又
充满童真，但好像有谁在指挥似的，笑声
很快便戛然而止了。只见孩子们抿着嘴
巴，他们在努力恢复常态。孩子们只笑
了一半，另一半止于课堂常规，看来上课
的规矩意识已经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生
根、发芽。不觉联想到在中高年级的道
德与法治课堂上，我也用这种方法调节
课堂气氛，学生们笑得很恣意，有的摇晃
着身体笑，有的拍着大腿笑，还有的捶着
桌面笑。从他们爆笑那一刻起，我常常
会用不少于一分钟的时间，声色俱厉地
去制止由我自己制造的课堂“混乱”。而
这帮二年级的孩子能将欢笑收放自如，
确实不容易，这背后当然离不开老师们
的循循善诱。

我的课堂我做主
原以孩子们在课堂上的思维会被老

师强化课堂常规训练所扼制，但想不到
的是，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得很活跃，我终
于看到了久违的“小脸涨红、小手直举、
小眼放光、小嘴常开”的课堂场景，我随
着年龄增长渐行渐远的上课激情也被这
一帮孩子的活力给唤醒了。所谓教学相
长的真谛也就应该如此吧！当我抛出最
后一个讨论题——“我的清新空气保护
计划”时，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让我始料不
及。“我要小手牵大手，不许大人燃烧秸
秆！”“希望大人们用电子鞭炮取代真鞭
炮，减少空气污染！”“我让爸爸骑电动车
送我上学、接我回家！”……面对这帮踊
跃发言、各抒己见的二年级孩子，我忽然
想起一件令我感到脸红的事情：多年前，
我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叮嘱学生当我
提出问题时，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
手，反正都要举手，以营造热闹的课堂气
氛。以至于我的某一个问题还没有陈述
完整，有学生竟举起了左手。我记得二
（1）班班主任小J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我
的课堂我做主》的教学论文，旨在倡导以
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年轻的小J老师用
了近两年的时间践行着这个教育理念，
如今已见成效，我为他的努力感到高兴。

虽然只在这个班临时代了一节课，
但我看到了这帮孩子在老师的引领下自
由而不放纵的生长姿态，也感受到了二
（1）班老师背后所付出的宽严相济、富有
智慧的辛劳。没有一蹴而就的教育，只
有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帮孩子、这个班的
老师让我更加坚信“坚持＋智慧”所产生
的教育力量。

代 课 随 想 录
□ 卢有林

互联网、人工智能是解决教育问
题的好手，然而，其在为教育发展赋能
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挑
战、新的困惑。科技帮教育，问题有增
减。

一、问题有正反，应用有利弊
固然，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

应用，能让人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捷，
能推动各行各业换代升级，能让社会
发展如虎添翼，但它们在解决问题的
同时，本身也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人
们逐渐习惯依赖互联网的便捷，快速
获取碎片化的信息、知识和答案，而不
愿走进图书馆，从根本上丰厚自己的
学养，完善知识的结构体系，提高思维
的深度和广度。长期以往，极易形成
惰性思维。失去判断力的他们，常迷
失在信息风暴中无所适从，常沦为舆
论控制的枪手还无所觉察，常被大数
据评价牵动着情绪而无所反思。对于
正处于身心发展蓬勃期的青少年而
言，要扎实地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就
必须提防碎片化的知识学习带来的危
害。不光如此，还应当养成主动积极
思考的习惯。若是写作都依靠输入关
键材料，让人工智能自动合成作品，从
而在构思立意上“偷工减料”，而不愿融入街头巷尾的烟
火，不愿意在书籍的世界中徜徉，不愿挖掘中华文化的
精义，很难想象，他们能真正写出属于自己的好作文。
因此，在二者得到应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警惕其产生
的新问题，且不说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现有岗位，让学
生未来就业变得更加困难，光是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的不良思维习惯和行事方式，就足以产生很多问题。
阿西莫夫提出，“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
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

二、问题有层次，应用提挑战
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让人的生活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对人类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要求。在信息时代，人才筛选的条件只会变得愈加
严格，教育质量的两极分化也会更加严重。那些只依
靠互联网搜取陈述性知识或是简便程序性知识的人，
只依靠人工智能代替自己完成机械而繁琐的文字工作
的人，只能日复一日地疲于应付各种学习工作，而那些
喜欢追溯策略性知识，喜欢探究、总结和反思，喜欢在
复杂的生活情境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的人，
才能更好地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固然互联网、人工智
能大行其道，能极大方便学生识记和理解知识，在实际
生活中也能帮助其方便地解决这些层次的问题，但生
活情境往往复杂多变，各种状况层出不穷，学生需要在
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锻炼思维，才能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特别是拥有评价、创造等出色的高阶思维，才能脱颖而
出、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信息化席卷全球，科技日新月
异的当下，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拥有创造力，才能开辟
出新的赛道，才能在各类竞争中刷新出卓越的成绩，才
能在严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对莘莘学子
高阶思维的培养，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刚需，二
者能为学生学习提供支持，但不可代替其思维培养的
过程。思维培养迫在眉睫，同时困难重重，广大教育工
作者任重道远。

三、问题有种类，应用不全能
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确非常“能”，但二者绝对不是

万能的，它们在一些领域能够大显身手、上天入地，但
在另一些领域却显得“怀才不遇”。试问既然互联网如
此普及，人工智能也能在真实情境中和学生进行畅通
无阻的交流，为何不直接让人工智能担任班主任和学
科老师？很显然，学生到校除了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生
活必备的应用技能，还要完成个体社会化。他们需要
在和同伴、老师的交往中，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逐
步拥有健全的人格，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在交往
中获得积极健康的心态，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也能善解
人意、处事周到，在复杂的生活情境中有得体的言谈举
止。除了相对刻板的知识和技能，情商也是衡量一个
人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依据。情商影响自我保护、人
际交往、心理调试等，这些都是评判一个人心理韧性的
重要指标，同时是重要的幸福指数。《chatGDP爆红，人
工智能边界何在》中，chatGDP说“我可以帮助人类解
决困难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我永远无法用自己的感情去
了解人类”，可见其“情商”有待提高，处理情感问题常会
捉襟见肘，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教育理念下，人
工智能显然不能代替真人老师。不仅如此，互联网、人
工智能更是给人们带来了心理、社交方面的困惑。一个
整天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学生，由于感受不到社会支持
系统对其的影响和帮助，内心会极度匮乏爱和温暖，长
期以往会变得冷漠和自私。熟稔于各种社交软件、能和
人工智能嗨聊的学生，在面对真人时却常常面红耳赤、
语无伦次，连正常沟通交流的能力都没有，更不必说参
与各类交际活动，长期以往易造成自我封闭。

有利弊、提挑战、不全能，可见，互联网、人工智能
为教育卸下部分负担的同时，也要求师生趋利避害、顺
势而为、全面发展，否则，不是科技打败了我们，而是我
们打败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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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承
钰

家门口的这家面馆，里面热闹得连坐
的地方都没有。

每到周末，我们一家人都会去面馆吃
面。老板是一对夫妇，言语不多，但是对
客人很热情。墙上斑驳的印记，灶台上堆
得像小山一样的搪瓷碗，见证着这家店的
悠久与人气。“老板，三碗阳春面！”“好
嘞！”老板一边应答，一边准确无误地将三
个面团投入开水锅中，并将三个搪瓷碗一
字排开。老板蜻蜓点水似的将佐料一一
挑入碗内，娴熟的动作让我甚至没看清他
放的是什么。仔细一看，只见每个碗内的
佐料不多不少，心里甚是佩服。老板见我
看得入神，便与我交谈起来。他得意地宣
称，他下面的酱油是自家秘制的，别家学
不来。

三碗面端到桌上。只见棕色的汤汁
中，飘着些许绿色的葱花。一闻，阳春面
特有的香味直冲鼻腔。我抓起筷子，叉了
一叉面，送入嘴中。面条很劲道，既不烂
又不生。热辣的汤汁在口腔中流淌，胡椒
尽情地释放着麻辣味，刺激着我的味蕾。
不一会儿，一碗面便见了底。过瘾！

环顾四周，店内坐满了人，他们都
在陶醉地享用着面条。寒冬里，一碗碗
面条升腾起迷蒙的水雾，面香充斥在空
气中……

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停在面馆门前，
几个人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满脸疲
惫，似乎刚经历远行。他们一进店门，就
大声嚷起来：真香啊！他们脸上的疲倦一
扫而空，每个人点了一碗阳春面，就在我
们旁边坐下。从他们的话语中得知，他们
平常在外地工作，今天有事回老家，回来
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家乡的阳春面。
面条一上桌，他们便开动了。满满一碗
面，很快吃完了。“外面的面跟高邮的简直
没法比。”听他们说着，想象着自己有一天
离开家乡，会忘记这一口吃食吗？当然不
会。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永远不变的，是
乡味……

指导老师龙振

乡 味
□ 市汪曾祺学校九（17）班张望

每到端午，家家户户门口总会多
上一束用绳子捆着的，竹条般细长却
又密密地生着叶子的植物。

过去从未向大人们追问，只是有
些刺鼻的气味，还并不能勾起我的好
奇心，毕竟曾在草棵里摸爬滚打，随
手摘过几株野草也是有臭味的。也
不算是臭味，只是太过年幼，难闻的
自然划为这一类。并不是一定在端
午当天，我才发现这束草。某一天与
伙伴们玩捉迷藏，见家门大敞，便机
灵地溜到门后，顺着气味转过头才发
现它的存在。吃晚饭时便问到那株
草，才知道这是我早就听说过的，叫
艾草。我知道的是，泡脚用的药袋里
有它，可以让身体变暖；有些枕芯中
也有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驱虫；
我最喜欢吃的端午美食便是艾草青
团，里面也加入了它，可以暖胃驱寒
除湿。不过这些都与我在门后闻见
的味道不同。那种刺鼻的气味，到底
是怎么样才能与我见识过的淡淡的
芳香划为一类呢？

再长大点才知道，端午节将艾
草放门口，可以带给家人身体健
康。虽我们家不怎么信这些，但也

作为一种习俗传下来，于是每逢端
午，这几捆艾草总是要立在门外墙
角的。只不过，楼下会有人烧斗香，
斗香的气味如名，是香的，但时间久
了会呛人，再混上艾草的气味就更
怪了，导致我这时都会屏息出门，到
了气味消散的地方，才赶紧吸一口
新鲜空气。

记得有一回为躲避这“香气”，路
走得太急了些，不留神踏进燃尽的香
灰里。那斗香粉灰黏在脚底，还温热
着。奶奶拍手一叫，冲了过来，找了
扫帚掸掉我鞋底的香灰，嗔怪道：“乖
乖！你急什么哎！大吉大利喽！”感
受到肩背上不轻不重的两下，才知道
踩上香灰是不吉利的。

像我这种记不住日子的人，只要
闻着这艾草香，便也知道端午节到
了。若是外地的游子，闻着这艾草
香，也会想起家乡吧。

指导老师 谈健

端午艾草香
□ 市汪曾祺学校八（1）班 陈沈歆睿

谈笑间，我们来到了本次研学的
地点——卸甲镇飞扬实践基地。

教官带领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课
堂——向日葵工坊。一进教室，同学
们便大吃一惊，做朵向日葵用得上这
么多工具吗？但这也更激发了我们
心中的兴奋。“不就是做朵向日葵嘛，
有什么难的，顶多半小时就完成了
吧! ”我暗想。很快，现实就让我啪啪
打脸。第一步做花瓣，老师先给我们
演示了一遍，看似不难，实则暗藏玄
机。在固定扭扭棒时，一定要找准位
置，不然前功尽弃。我一边做一边不
停地向做得好的同学取经，终于做好
了第一片花瓣。接着一片又一片重
复地做着，最终十二片花瓣大功告
成。花托、叶子和花蕊都不算太难，
我磕磕绊绊地也做了出来。下面就
是最激动人心的组装环节了。我先
把胶枪预热了一分钟，随后将胶均匀

地涂在各个部件上。可笑的是，我居
然将花瓣粘反了!我只好将错就错，可
老天爷并不想让我好过，笨手笨脚的
我又把胶滴在了手上，火辣辣地疼。
虽然过程不太顺利，好在结局是好
的。望着手中的向日葵，我心中有着
说不出的成就感。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研学活
动中居然还有腌鸭蛋。这个也有讲
究，需要先清洗一下鸭蛋，接着让它
在白酒里面滚一圈，最后穿上一层厚
厚的泥土衣服就行了。看着腌好的
鸭蛋，想到红得流油的鸭蛋黄，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指导老师 冯永华

研 学
□ 市城北实验小学六年级 张高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