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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又到假期，你是如何帮孩子
安排时间的？

最近，钱报记者的朋友圈被一篇
文章反复刷屏——《孩子的时间是个
常量》，而且转发的大多是中小学校
长和一线老师。

此文到底什么来历？为什么获
得了那么多教育界人士的共鸣？

这篇刊载于最近一期的《人民教
育》的文章，谈到了孩子的“时间常
量”、“精致”时间、闲散时间、“荒芜”
时间、教育的边界……正是这些话题
引发了教育圈内的深思。

日前，记者联系上了文章作者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俞
正强。俞校长说，之所以写这篇文
章，其实是想“替孩子们讲讲话，替他
们发牢骚”。

教孩子建议做好两点：

养成好习惯，热爱这个世界

“孩子没有话语权，他们经常要为
了大人冠冕堂皇的理由，做许多他们
自己不需要的事情。”俞正强校长在学
校做了个抽样调查，问学生一周要上
多少节培训班，结果令他很惊讶。

“最多的是个五年级孩子，报了
18个班。光是一年级，就能报5个了，

四年级开始，报了 10 多个。”俞正强
说，“而且除了家长布置的培训班，学
校也会给孩子增加课程任务，社会上
的许多活动，学校也要跟着配合。”

家长认为给孩子报培训班是对
的，学校认为给孩子丰富课程是对
的，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是对的……

“对+对+对……这么多‘对’的事情加
起来，但最后形成了一个不太正确的
结果，这很值得思考。”俞正强说。

俞校长一直坚持的观点——“育
人是提高分数最好的路径”、“人育好
了，分数自然就出来了”。在他看来，
现在缺的是育人方法，而拿分数的方
法也不对，是用时间换取知识量。育
人需要转思路，所以他想写下这篇文
章，为孩子们发声。

面对突然地“爆红”，这位浙江省
特级教师、中国长三角颇具影响力校
长坦言，此文在他的朋友圈也“转疯
了”，除了老师，家长也在转，还有许
多家长来问他解决办法。

俞校长说，他教孩子的方法，其
实就写在文章里。

“一个是好习惯的养成。大家
都知道习惯培养很重要，但怎么养
成习惯，哪些习惯该在怎样的年纪
培养，没人在意。家长喜欢在孩子
小时候报各种才艺班，因为这种比
较显性，而且他们会觉得，习惯养成

是天生就会的事情，却不知这也是
门重要的学问。”

另一个，是培养孩子热爱这个世
界。“孩子热爱世界的前提，是父母、
学校、社会得要先热爱他，给他鼓励、
同情、支持等正面回应，他才能感受，
然后回馈给世界。”

“学习阶段，孩子是学霸，家长会
很得意；不擅长读书，但长大后儿孙
绕膝团团圆圆，家长也很得意。”俞校
长说，“但前提一定是——孩子的习
惯要养好，做一个热爱世界、善良努
力的人。”

探讨学校管理中的校长角色：

每个人心目中都装着五个小人

去年，钱报记者也听过俞校长的
一场讲座。就“学校管理中的校长角
色”进行探讨，他当时提出了“五个小
人”的观点，有趣而且值得思考，与大
家一起分享：

学校是一个大环境中塑造的小
生态。好的生态，就是把孩子放在
春天里面，这个春天就是校园。这
个绿洲的底层就是校长的担当，要
立校长德。

发现每个人的心目中都装着五个
小人：官人、商人、学人、德人、混人。

官人是求威。孩童时期，男孩都
幻想将来当国王、王子，女孩想要当
王后、公主。商人是求利，学人是求
真，德人是求善，混人是求闲。

每个人都是由这五个小人按不
同的比例组成，每个小人都在心中占
有一定的份额，如果其中一个小人膨
胀到极致，这个人便疯狂了。

要“修”的是官人，不要让官膨胀。
商人也要修掉，否则一个像商人

的校长，会把学生看成是他的资源，
是可以利用的。

学人也要修小一点，校长在学校
里不要太“真”，因为教育需要善意的
谎言，安抚、鼓励学生。

混人要不要呢？这还是要的，但
也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德人，要“养”大一点。作为老
师、校长，一定要养这个德人。俞正
强说：“我在学校里挂着一幅自己的
画像，有学生用笔戳破了画中的眼
睛，正好被我撞个正着，但哪怕我们
的威信被挑战了，也要保持善良。”

立校长之德，源于校长之自觉。
俞正强说，这个自觉就是我们的担
当，让我们成为立德树人的魂，我们
的老师才能跟着我们成为立德树人
的本。

（来源：钱江晚报）

校长替孩子发点牢骚
写《孩子的时间是个常量》

我们总希望孩子身上能拥有我
们所希望的美好品质，还要有更多的
知识。为此，所有的父母、教师和教
育行政干部们，都愿意为此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设计出更多精彩的课
程、活动和项目，好让孩子拥有更多
美好的品质和知识。

在学校里，一年级已经开设了科
学课。尽管国家课程没有外语要求，
但也有学校会加上一节外语课以显
示现代。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想讨
论一年级开外语课的必要性，我想说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始终面临课程
被增加的趋势。

而在家里，家长们一个劲儿地安
排孩子上一些校外兴趣班，多多少少
不等。总之，学生在家里也始终面临
学习班被增加的趋势。

时代在发展，多少个“什么什么
从娃娃抓起”，多少个“小手拉大手”
的活动创意……总之，孩子们始终处
于任务被增加的趋势中。

但有一个事实：孩子们的时间是
个常量。常量，是指孩子们的时间就
那么多。

如果一个孩子原来用那么多的
时间学习A、B两门课程，当我们增加
了第三门C课程时，很可能得到是一
门课程C，但同时失去了A、B两门课
程原来的理解水平。

如同这个世界，有耕地、有沙漠、
有沼泽、有草甸……所有这一切对人

类有利、不利的东西，一同组成了这
个多样性的世界。

同样，孩子们的时间，既包含有
学习与思考的“精致”时间，也包含有
吃饭与睡觉的闲散时间，还应有有无
所事事，追逐虫鸟的“荒芜”时间。

如果我们把孩子们无所事事，追
逐虫鸟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并不断
挤压吃饭睡觉的闲散时间。如同这
个世界，将所有的荒漠、沼泽、草甸开
发出来种地一样，也许增加了孩子的
知识量，失去的将是他们的多样性、
丰富性、自主性和个体的独特性。

因此，我们的教育要有边界，不
要随意给孩子增加课程与任务，对孩
子的“时间常量”要心存敬畏。

我们一定要思考：在这个“常量”
的时间里，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
们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即可。很多
事情其实是可以留待日后的，因为孩
子是处于成长中的人。

那么，什么事情是孩子成长阶段
最最重要的呢？什么事情是这个阶
段必须要做好的呢？我想有两件事
情：

一件是孩子的成长所需要的习
惯，比如会吃饭、会睡觉、会排队、会
走路等等，即我们所谓的“十会”。

第二件事情是让孩子热爱这个
世界，并让这种热爱刻骨铭心，永不
消退。如同童子功一样伴随一生。

因为习惯，是我们把美好的品质

固定在行为中，成为孩子下意识里的
“天成”。因为热爱这个世界，孩子们
的成长才会永远保持健康、积极的态
度，永远充满生机。当我们肆意地占
用孩子宝贵的时间，不断为他们增加
很多看似很有用的任务时，孩子完成

这两件事就会失去原有的水平，甚至
适得其反。比如会让孩子讨厌、憎恶
这个世界，这就太可怕了。

孩子的时间是一个常量，请优先
考虑这两件必须要做好的事。

孩子的时间是个常量
俞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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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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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教育的边界……

正是这些话题引发了

教育圈内的深思。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
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
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
小路的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
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
地告诉你不必追。

——题记

据报四川一市级高考状元，北
大生物系毕业后到美国排名前 50
的大学读研，但与父母的关系却非
常糟糕。6年前拉黑了父母的所有
联系方式，12年没有回家过年。他
是成功了，活成了同龄人可望不可
即的模样。可是他的父母失败了，
这场豪赌带给他们的巨额代价并
非只是时间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心
灵上持久的创伤。

还有2018年腾讯发布的《朋友
圈年度亲情白皮书》显示，在18到
29岁的年轻人群体中，有52％的年

轻人在朋友圈屏蔽了父母。而在
46岁以上的父母中，有49.2％的父
母把微信看作是与子女交流的主
要渠道。其中有 36％的父母会认
真看孩子所发的每一条朋友圈。
原来，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
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
又不敢声张的人。

也许有一天，你会梦回故里，
眼前浮现的是一位眺望路口的老
人。虽已时隔多年，你看到这，仍
记得她在离别的门前，泪水涟涟。
我们都知道了父母要我们回的

“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
差找得到的“家”。我们要回的

“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间。
所以，孩子请回头看看，你不

知道，你只要回头就可以承受到他
们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不
放心的满眼的目送。你会明白这
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
父母一样，爱你如生命。

孩子，请回头看看
明光中学高一（21）班 谭 欣

寒假在即，又到了老师给学生写评

语的时候了。从课堂评语到课后作业评

语，再到年度评语，可以说，评语是与学

生时刻相关的一类评价。评语作为老师

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评价,班主任语

言的冷暖对学生的自信与成才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评语作为班主任与家长交

流的平台,反映了老师的基本素养,代表

了学校的形象。每一个学生对于老师来

说，只是班上的几十分之一，而对于家长

来说，却是他们的全部。给学生写评语，

看似小事，其实关系重大。

一学期一次的操行评定，是传统的

工作任务，也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契机。

寒来暑往，一学期下来，孩子表现怎样，

进步了多少，还有什么问题，这是家长最

想知道的，他们需要真实的告白，贴心的

交流。班主任评语中那善意的理解、恰

当的鼓励、深切的期望无疑是雪中送炭，

更是撒向学生心灵的温暖阳光。这样

“温暖”的评语更能发挥其立竿见影或者

潜移默化的调控、引导、激励作用。同

样，那些不针对学生实际的或拒人千里

的评语，只会拉大师生间的心理距离，削

弱孩子的学习兴趣，损害学生的自尊心，

有百害而无一利。

老师应该把写评语当成教育契机，

写有温度的评语，要发自肺腑，温暖人

心，让一纸评语带着心的感染、情的交

融、智的启迪，体现出交流的诚意，融进

对评价对象的尊重，包含对学生的关心

和爱护。当然，要真正写好学生评语，需

要老师平时深入到学生当中去，与他们

交朋友多沟通，注意观察和分析研究学

生的思想动态；以真诚的语言、长辈的爱

心、朋友的口吻肯定成绩，指出缺点，鼓

励他们奋发向上，传递对孩子热切的期

望。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

育是人和人的心灵上微妙的相互接触。”

有一句歌词叫“一句话，一辈子”，俗语

有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

寒”的说法，可见语言是有温度的。它既

可能是一碗“暖心的热汤”，也可能是一

盆“透骨的冰水”。亲爱的老师，在撰写

学生评语的时刻，不妨为学生评语多加

点温度。你给予孩子积极的暗示，孩子

就会朝着你的方向进步；如果你给予孩

子消极的评价，孩子就会与你的希望背

道而驰。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家

长能做孩子寒冬里的一把火，照亮孩子

前进的道路!

给学生有温度的评语
鲁庸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