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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

前不久，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苏德矿因长年坚持本科教学一线
并受到学生广泛认可，在该校“心
平奖教金”评选中，以最高票数获
得 100 万元人民币的奖励。能把
佶屈聱牙的高等数学上得像郭德
纲说相声一样，深入浅出，各种数
学段子层出不穷，难怪苏老师聚集
了大量人气，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

“矿哥”或“矿爷”。他开设的那门
“微积分”课程，选课比例竟高达
20比 1。

100万元，把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庸常琐碎的教学放到那么光鲜
的位置，给精彩火爆的课堂那么高
的含“金”量，唯一的解释是，课堂教
学重新回到了高等教育的中心，三
尺讲台的“立德树人”作用，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

课堂教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
是师生之间最主要的交往形式。很
多学生都是从一堂课开始“亲其
师”，并终身“信其道”。梁启超上课
时，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

张口即诵，讲到精彩处更是手舞足
蹈。他的学生梁实秋直言：“听过他
讲课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
外，不少人从此对中国文学发生了
强烈的爱好。”

但是，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些年
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在“瘸腿”前
行，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功能
并不平衡。其中，那些顶尖的、具有
标杆意义的高校都把科学研究当作
自己的首要目标，看重的仍是科研
经费、立项课题、SCI等更容易量化
的指标，割裂或扭曲了科学研究与
课堂教学之间的关系。很多学校出
台了各种优惠的科研奖励办法，却
一直不肯给老师涨一涨课时补贴，
激励他们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
说实话，与动辄几十万元甚至几百
万元的科研经费相比，上课正像一
些教师所言“是个良心活”，上得用
不用心、努力不努力、效果好不好，
全在一念之间。

因此，值得为重奖教学点个
赞。虽然一年才一次、一次仅一人
获奖百万，但至少它在尝试转变，给
出了一个风向标。

为重奖教学点个赞为重奖教学点个赞
通讯员 廖梅杰 於一影

浙师大有三对双胞胎，不仅长
得像，而且高考成绩也惊人相似，被
录取在同一个专业，上了大学还同
班学习。

双胞胎兄弟侯文辉、侯文杰来
自宁波鄞州，今年高考都考了 603
分，其中语文和英语成绩也一模一
样。不过哥哥侯文辉的数学成绩比
弟弟侯文杰高 6 分，而弟弟的专业
成绩又超出哥哥 6 分，这样兄弟俩
以相同的高考总分，进了浙师大汽
车维修工程教育专业的同个班级。
兄弟俩都说，当老师的爷爷对自己
影响很大，希望以后也能当老师，填
志愿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填报了浙师
大。

另一对双胞胎兄弟来自绍兴诸
暨，哥哥叫周豪，弟弟叫周杰，已在
浙师大数理信息学院读大三了。两
人当年的高考总分只相差 4 分，双
双被浙师大计算机专业录取。周豪
说：“填报志愿前并没有约好，不过
我们就业想法差不多，选学校自然
相近，加上分数差不多就被录取在
同一个专业了。”

双胞胎姐妹花余晶晶、余莹莹
则来自澳门。“澳门的小学教师待遇
很好，几乎是全世界小学老师工资

最高的地方。”余晶晶说，姐妹俩喜
欢当老师，但澳门只有澳门大学有
小学教育专业，竞争非常激烈。今
年6月，两人得知浙师大小学教育专
业开始面向澳门招生，毕业生也很
吃香，于是一起报名参加了考试，并
同时被浙师大小学教育专业录取。

从小学到大学，除了初中三年，
侯文辉兄弟俩一直同班学习，而周
豪和周杰，从小学开始不仅同班还
一直同桌。因为太像，他们没少闹
笑话。

“只有爸爸、妈妈和姐姐能快速
准确地辨认我们。”周豪说，小时候，

他俩常去邻家蹭吃，哥哥“扫荡”后
回家，弟弟也“闻讯”而去。这常常
让邻居们摸不着头脑：“你不是刚吃
过吗，怎么又来了？”体检的医生也
曾“犯晕”：“刚刚查过，怎么又来
了？”初中时，弟弟好动调皮，而哥哥
常被莫名其妙地请到老师办公室

“挨训”。
如今在大学，同班同学到现在

还不能马上区分出“到底是哪个”，
有一回，余晶晶和余莹莹分别站在
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角，有同学下
楼时，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连呼“我到底走到几楼了”？

余晶晶、余莹莹的父母起初并不
赞同姐妹俩到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但
两人终于说服父母放行。她们也表
示，不怕离家远，最怕内地学霸太多，
成绩被比下去，所以要一起努力。

周豪周杰争着成为学霸，专业
成绩年年第一，每次拿一等奖学
金 。 周 豪 获 得 亚 洲 赛 区 大 学 生
ACM 程序设计竞赛铜奖，弟弟周杰
也不甘示弱，将浙江省大学生 ACM
程序设计竞赛金奖收入囊中。他俩
还喜欢一起头脑风暴，常常为一个
难题争得面红耳赤，将难题击破后
又一起搭肩去吃饭。因为家境并不
富裕，兄弟俩还争相“挣”奖学金或
做家教为家里减轻负担。周豪甚至
同时兼过 4 份家教，“从大二开始，
我们就没向家里要生活费了，今年
夏天我还用做家教的钱给爸爸妈妈
买了第一台空调呢。”

双胞胎坦言，因为太像闹笑话，
有时也会有一些烦恼，不过，这些烦
恼在他们看来也是那么甜蜜，因为
他们都有一个亲近的兄弟或姐妹。

因为长得像，双胞胎们在生活
中经常被别人当成“同一个人”，不
过他们也发出了“独立宣言”：“我们
不是对方的影子，而是彼此的镜子，
在对方身上看到优点和不足，相互
鼓励，相互进步。”

三对双胞胎，同校同专业三对双胞胎，同校同专业

本报记者 王婷 通讯员 陈胜伟

寒露过后，进入秋收的时节。
90 后俞丹锋是浙江农林大

学的学生，在校园里就闻到了丰
收的气息。

几十亩的农作园占了校园一
隅，俞丹锋每每路过都忍不住向
里张望：一垄垄甘薯叶尽情铺张
着绿意，玉米秆在风中向他招手，
瓜藤蔓延出大大小小的S⋯⋯

看着黄澄澄、熟弯了腰的稻
谷在阳光下闪着金光，从没干过
农活的大学生也忍不住撸起袖
管，操起农具，割稻、挖薯、收菜、
捉虾⋯⋯劳作的人群里多了许多
年轻人的身影。

秋收中，一箩筐一箩筐的果
实，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在劳动中感悟自然，可以回
溯到浙江农林大学 50 年多前的

“劳作课”上，那个时候，农林大全
校师生边上课边劳动，挑砖加瓦，
自建校舍，50 多年来，“劳作课”
是每个学生的必修科目，作为一
种传统延续下来。

如今，浙江农林大学拥有近
3000 种植物、14 个专类植物园和
8 个特色植物园、总面积近 3000
亩的校园，已全部“承包”给学生
义务管护。学校还在校园里专门
开辟了 50 多亩的小农场，在德清
建立了 500 多亩的实习农场，鼓
励学生种瓜种菜，在户外开展生
产劳动。每周五下午，全校师生
背上锄头，挑上簸箕，拉上板车，
在校园里栽树苗、除杂草、扫落
叶、种庄稼，年复一年，在劳动中
收获自然的馈赠，感悟农耕的真
谛。

现在的很多大学生，都是从
学校到学校，大都没有从事过农
业劳动，干过农活的大学生非常
少。为此，农林大专门聘请专业
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施肥、翻整、起
垄等劳作，同时选育了各种果蔬

的小苗分配给学生耕种。
“秋收劳作，可以生活化，也

可以学习化，这是一种实践，倡导
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浙江
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余杰说，“教
育不能是空心的，不能没有根基
没有生活，否则我们的教育就不
会成功。劳作课，就是想让大学
生们在大自然里找到乐趣，找到
生活态度⋯⋯”

也是在这样的秋收时节，摄
影家阮义忠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乡
间少年在田地里劳作的情景，记
得那部摄影文集取名叫“人与土
地”，一下点出了劳作场景里的两
个主角，这也是秋收进行时里的
主旋律。

人与土地，是何种关系？
手握锄头，才蓦然发觉，人与

土地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原来，一年四季，耕、种、锄、

耘，无不彰显着天、地、人的亲密
和谐。

带着这份感动和感触，今天，
本报联合浙江农林大学发起“微
影像·秋收进行时”活动，不论你
是谁，都可以拿起手机、相机、影
机，拍录下秋收的相片、动图、视
频等影像，留住那一个个劳作的
身影。

微小的影像，也可以交流出
力量，在图像无声的静默中，唤起
当代人失落的土地记忆。

来吧，我们等着你。

本报联合浙江农林大学发起“微影像·秋收进行时”

等你来，发现劳作之美
本报联合浙江农林大学发起“微影像·秋收进行时”

等你来，发现劳作之美

三对双胞胎。通讯员 胡程程 摄

记者 石天星 通讯员 鲍佩华

本报讯 近日，杭州江干区教
育局局长徐晖的一篇《从“盆景”到

“风景”——打造“新教育共同体”》
报告，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在名校集团化时期，江干区形成了
南有采荷、北有濮家的教育南北均
衡局面，而接下来我们要从南北均
衡迈向镇街均衡，这是更高位的优
质均衡。”

“新教育共同体”是江干区提出
的一个创造性概念，又可细分出名
校新校、区域联盟、教师研训、院校
合作和跨体制校等五类教育共同
体，打造区域教育优质、均衡的“升
级版”。

2013 年 8 月起，江干区凯旋街
道“一中四小”，即景芳中学、南肖埠

小学、春芽实验学校、景华小学和茅
以升实验学校抱团形成教育共同
体，成立了现在的凯旋教育集团。
一年来，“一中四小”与华师大基础
教育研究所进行深度合作，以学生
联招、教师联聘、活动联合、特色联
建、成果联享等载体整合教育资源，
提升了联盟学校的办学品质。目前
全区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覆盖率达到
87.6%，成功创建为首批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

江干区的教育总量也在不断
扩张，该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 35 所，并通过升级名校集团
化战略，打造新教育共同体，位于
城东彭埠、笕桥两镇的夏衍小学、
笕桥小学、彭埠二小、天成教育集
团，4 校共享特级教师领衔的 9 大
名师工作室。

名校助推教育均衡

见习记者 陈小向 通讯员 陈璇

本报讯 省教育厅今年早些时
候下发了《小学低年级语文和数学
教学要求的调整意见》，给低段的语
文和数学明确了包括“保证拼音教
学一个半月”、“生字抄写不超过 3
遍”、“不要求一年级学生背诵 20 以
内的加减法”等硬性要求，希望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过重课业负
担。温州市随即跟进，发布了更详
细的教学调整通知，零起点教学便
在其中。

零起点，慢教学是怎么回事？
记者近日来到温州市光明小学，正
好是一年级（2）班的 36 名学生开始
第三节的整理课。整理课上，班主
任胡朝霞除了让学生互相分享一天
的收获，朗读课文外，只教学生拼读
3个拼音。

胡老师告诉记者，教学从零起
步，进度放慢之后，老师会把空出来
的时间重点放在课堂纪律、学习习
惯培养等方面。她介绍说，很多新
生家长因为担心孩子跟不上进度，
在暑期为孩子报班提前学习一年级
课，她的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上

过衔接班。胡老师发现，上过衔接
班的孩子，有一部分并未学习到良
好的习惯，容易以学过为理由开小
差；而未上过衔接班的孩子，会比前
者认真得多。一个月的学习下来，
后者的学习进度大多已赶上上过衔
接班的同学。

以前，温州各小学接收一年级
新生后，如果上过衔接班的同学占
多数，老师就加快教学进度；一些学
生家长知道老师教得快，便提前让
孩子上衔接班。出现的情况是，上
过衔接班的孩子上课不专心，而没
有上过衔接班的孩子又因为老师教
得快跟不上进度，只能晚上去补
课。这样的场景，在以前的光明小
学很常见，也是温州小学教育的一
个缩影。

“如果家长能将子女上衔接班的
时间，用来帮助他们培养良好的学习
习惯，把一年级基础性课程交给小学
老师来教的话，教育效果一定会更
好。”胡朝霞说，在小学，在关注学生
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
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方法、兴趣、品
质，使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
循序渐进的拓展和提升。

小学教学从零起步

教育知了会

云世界再美，

也要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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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唯美。在我们
的镜头下，土地上的劳作可以
很有范儿。

你可以聚焦一把农具，完
成一个特写；也可以定格一个
劳作的背影，分解一组慢动作；
还可以透视一个细节，抖落一
地泥土的芬芳，甚至捕捉到庄
稼地里的昆虫、飞鸟和鱼⋯⋯
只要，那土地里蓬勃出的力量，
足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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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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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 人，1800
元奖金或等值奖品，二
等奖 3 人 ，800 元奖金
或等值奖品，三等奖 5
人，500 元奖金或等值
奖品，优秀奖 10人。所
有获奖者均颁发获奖证
书。入选优秀作品酌情
在浙江日报等媒体刊
登。

微影像·秋收进行时秋收进行时

胡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浙江农林大学学生的劳作身影。 通讯员 陈胜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