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个最美的
开始；每一次跳动，都是生命的精彩
绽放；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心中的
不变。我本来是一名英语老师，但
由于工作需要，走上了另一条专业
发展之路，成了一名小学体育老师。
也许正是这样的阴差阳错，让我的
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
了另一个出彩的我。

一次邂逅，一个课程的诞生

我从小热爱体育运动，大学期
间，我还是学校健美操队的队长。
工作后，我慢慢意识到，为了追求
分数，大家在焦虑中苦教苦学，孩
子们失去了学习应有的幸福与快
乐。而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英语
教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随波
逐流。

2015年 7月，朱永新教授来新
沂作新教育专题报告，新沂市整体
加入新教育实验。身边的榜样让我
感慨万千、热血沸腾，我立志也要做
一个擦亮星星的人！正在我因无从
下手而备感焦虑时，我看到了一则
新闻报道：广州七星小学的老师们
带着村里的孩子走上了世界跳绳的
领奖台。他们的励志故事让我心潮
澎湃，第二天我便行动起来，主动向
校长请缨，要在我们这所村小研发
花样跳绳课程。

校领导被我的热情打动，迅速
组织研究小组。我们走出去、请进
来，观摩学习，请教专家，翻阅资
料，借鉴中华武术的精髓，把课程
内容分为招式和内功两个板块。
招式修炼为基本素养 6级指标，对
应小学 6年的学习内容。内功修炼
对应跳绳强心计划，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

我们每天上午大课间跳绳 30分
钟，每周一节跳绳课，人手一绳，保
障学生全员参与。我们还组建了跳
绳社团，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
需求。同时，组建校队参加各类表
演和比赛，激励学生突破自我，提高
学校知名度。

一根跳绳，一次耀眼的绽放

一开始，我对很多动作一头雾
水。于是，我上网找视频自己学跳。
我经常把自己锁在一间空教室里，
一遍遍尝试，每次都跳得满身大汗。
第二天，我再把学会的花样教给孩
子们。一时间，学校掀起了学习花
样跳绳的热潮。

两个月后，学校的课间操变成
了我自编的绳操，每个班级也有
了自己的集体项目。校长、老师
和家长都加入到跳绳的大军中
来。真是想不到，跳绳活动竟悄
然改变了孩子们的习惯，他们课
间尽情运动换来了课堂上的充分
安静。

就这样，跳绳之花在新安中心
小学 3000余名学生中悄然绽放。现
在，孩子们不仅跳出了花样和速度，
更跳出了生命的华彩乐章！

在孩子们的跳绳技艺日渐精湛
的同时，我憧憬着带领他们走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

2017年 5月至今，我们共参加
了两次江苏省跳绳锦标赛、两次全
国分站赛、两次全国总决赛。孩子
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与世界冠军同
台竞技，过关斩将，摘金夺银，先后
夺得40余枚奖牌。

2020年 12月 24日，我和队员们
乘飞机抵达广州花都体育馆全国跳
绳总决赛的赛场。到了之后才发
现，我们的对手是广州七星小学，他
们可是参加过世界锦标赛的，想跟
他们争夺奖牌，好似虎口夺食。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孩子们斗
志昂扬。我们不停地练习，汗水一
遍一遍湿透衣服。最终，我们参加
的 14个项目中，有 8项做到了零失
误，夺得了 7项第一名、2项第二名、
1项第三名。

一路耕耘，一缕醉人的花香

随着我校花绳队的声名鹊起，
花样跳绳热在新沂悄然兴起。新
沂 10余所学校都加入到花样跳绳

的大军中来。2019年 12月，国家
体育总局旗下的全国跳绳推广中
心在我校举办了中国跳绳初级教
练员、三级裁判员培训班，来自徐
州部分县（市、区）、淮安市和山东
省的 100余名老师参加了培训。这
次培训将新沂的花样跳绳再次推
向高潮。

跳绳运动的推广为热爱运动的
我提供了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平
台。我多次参加全国教练员、裁判
员培训会。2019年 2月，通过实战
和考试，我取得了国家高级教练员
和一级裁判员资格。同年秋，我被
选拔参加全国跳绳联赛温州站的裁
判员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站在裁判
的角度看跳绳，又是另一种速度和
激情的体验。同年 8月，我在洛阳栾
川新教育全国首届未来教师成长力
高峰论坛上演讲。12月，我被邀请
至淮安市清河实验小学指导跳绳比
赛项目。

2019年 4月和 2020年 10月，我
先后两次在全国新教育实验区工作
会议和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二十届
年会上作课程叙事，吸引了 2100余

名校长、教师观看。我和花绳队还
多次被《新华日报》等媒体采访报
道。花样跳绳校本课程成功入选
2020年新教育全国“十佳卓越课
程”。这个荣誉对我们来说是极大
的鼓励与鞭策。

不久前，我们又收到了央视
“挑战不可能”栏目的邀请，参加网
绳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赛，200
人交叉摇绳，一个孩子在中间跳，
场面震撼人心。相关视频在国内
外网站被疯传，有网友评论“只有
在中国才能出现这种高难度的团
体跳绳”。

5年的钻研让我对花样跳绳有
了深厚感情，如今，我已成为两个校
区的花样跳绳总教练。我们从培训
体育老师入手，抓体育课堂，每节课
至少利用 20分钟分年级、分阶段进
行跳绳教学，每个年级都组建了跳
绳社团，满足孩子们的个性发展需
求，为学生提供舞台展示自我、增强
自信心。

以绳为媒，让更多的孩子爱上
运动，终生受益，这，是我最朴素、最
炽热的追求。

云南省腾冲市第一幼儿园位于
西南边陲的一个美丽小城，创建于
1946年。2018年，我园成为新教育
实验园，当时还是一幼教学副园长
的我怀揣着对新教育的梦想与其他
优秀教师一同奔赴江苏海门，走近
新教育。看着当地幼儿园里一个个
幸福鲜活的生命，我想到自己幼儿
园那一群活泼机灵、独一无二的孩
子，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经典著作
《儿童的100种语言》。

孩子，是由100种组成的。
孩子有 100种语言，100双手，

100个想法，
100种思考、游戏、说话的方式，
100种倾听、惊奇、爱的方式，
100种歌唱与了解的喜悦……

“发现儿童的 100种可能，让孩
子绽放 100种光彩”是我们幼儿教师
的工作，而新教育理念一样追求让
每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实现不一样的
精彩。于是我园坚定地携手新教
育，一路前行。

书香校园，
发展儿童的100种语言

开展书香校园行动以来，我园
更加坚信阅读能引领孩子与教师走
向青草更青处，走向春暖花开时。

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精心

布置阅读环境。走进幼儿园，映入
眼帘的是绘本主人公雕像——“妈
妈的吻”“猜猜我有多爱你”“相拥
而眠”，供幼儿随时与绘本主人翁
亲密接触，体验绘本故事中的小乐
趣。教学楼两边有爱心字母图书
架，摆放着孩子们随手可取的绘
本。楼梯间是多才多艺的老师亲手
画制的一本本经典绘本，孩子们上
下楼梯时也可以浏览阅读。二楼的

“快乐书吧”内，陈设了“交换空间”
“好书排行榜”“手绘图书”等区角。
小豆丁绘本馆里，数千册图书被孩
子们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面
墙、每一个雕塑、每一个窗口都指
引着师生去尽情阅读生命、阅读
世界。

共读共研共思，我园教师不断
用专业守护孩子阅读的种子。我们
打造教师文化苑，引领教师共读，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一课三人行”绘本教研让教师在
合作的过程中实现思维碰撞，迸发
出智慧的火花；绘本说课比赛，以
赛促研，以赛促进；教师生命叙事，
分享交流班级开展的活动……我们
精心编排绘本情景剧，组织幼儿故
事大赛，自制绘本皮影戏等，让孩
子更加喜爱阅读。

在家园共育视野下，我园每学

期开展 21天亲子阅读打卡、家庭阅
读角布置、图书漂流和好书推荐等
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助推学校和家
庭形成教育合力，发展儿童的 100种
语言。

完美教室，
探索儿童的100种空间

儿童是环境的主人，为了让儿
童有更多的探索空间，我们努力打
造教室里的活文化。比如，每一个
班级都有独特的班级名称、师幼共
同制订的班级公约和丰富多彩的主
题墙。大家一起认真讨论、精心设
计，用幼儿稚嫩的艺术作品装点教
室，用照片和文字呈现师幼共同生
活过的痕迹，教室里的每一面墙、每
一个角落都成了师幼共同穿越生命
旅程的见证。

教室里还有不同培养目标的区
角，如美工区、科学区、建构区、植物
角、图书角……每个区角都有丰富
的游戏材料，给幼儿充分的自主权
去探索、学习。在区角游戏里，我们
一幼的老师总能看到不同孩子的成
长，一次次忍不住惊叹，并尝试着写
下学习故事，记录下幼儿发展的点
点滴滴。

“游戏的生活，阅读的生活，运
动的生活，是幼儿园的生活状态”，
幼儿园随处是教室，到处是课堂。
实施新教育以来，我园增设了大型
建构区，孩子们在分工合作的建构
游戏中习得了搭建技能，体验到了
垒高、推倒、重砌的快乐。一次次尝
试让孩子们爬得更高，跳得更远，跑
得更快。水池里玩水、捉鱼，沙池里
搭建城堡、寻找宝石……探索空间
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趣。

缔造完美教室，我们不仅将愿
景、文化、课程等融合在一间教室
里，还发散到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甚
至社会里，只为让幼儿尽情感受 100
种空间里的诗意生活。

卓越课程，
启发儿童的100种探究

幼儿园课程是生长的、自由的，

同时又必须是基于儿童身心状态和
现实需求的。因此我园坚持围绕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开
展语言、健康、社会、艺术、科学这
五大领域的基础课程，组织多形式
自主游戏化教学，促进儿童全面
发展。

我们敏锐捕捉幼儿学习兴趣
点，不断生成班本课程。记得有一
次，苗苗班的孩子们在草丛里发现
了一群小蚂蚁，便聚精会神地看了
起来，然后叽叽喳喳展开了讨论。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话语，教师心
里有了主意。不久后，“蚂蚁的小
秘 密 ”主 题 活 动 在 班 级 里 开 展
了——介绍蚂蚁、寻找蚂蚁、关注蚂
蚁的成长……孩子们在活动中实现
了主动学习、合作学习。

我园还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和
节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比如“童
心向党，爱心相伴”“月满中秋，情
系一幼”“九九重阳日，浓浓敬老
情”等，打造我园爱心课程。依托
腾越民间游戏、风景名胜与特产、
民间艺术构建园本课程。探索园
本特色课程，比如“营造书香校
园”，以阅读为主线开发“爱心阅读
课程”等。

基于新教育理念，我们尊重孩
子的兴趣，组织游戏化课程，开展
特色化教育，促进幼儿个性化发
展，激活幼儿思维，启发幼儿思考，
努力让每一个孩子成为最好的
自己。

最后，我把绘本《世界为谁存
在》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世界有公园，让你嬉笑
玩耍，

有山丘，让你向上攀爬，
有溪流，让你涉水而过，
也 有 古 堡 和 海 滨 ，让 你 尽 情

探索。
虽然我们已经亲眼见过许多

许多，
但还有更多的事物，
等着我们去看去做。
世界为谁存在？
世界为你存在！

■云南省腾冲市第一幼儿园 钏永珠

发现儿童的 100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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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新教育 刊
成长叙事

4年前，我结束了学生的身份，以
教师的姿态回到了生命最初喷薄的地
方——教室。曾经我坐在下面仰望光
芒，如今我站在上面播撒希望。7岁的
我与 27岁的我，隔着一尺距离，遥遥
相对。

我是经验丰富的学生，是资历尚
浅的老师。我沐泽着代代不断的教诲
而来，怀揣着新教育的幼苗而往，盼望
立足生根，迎风见长。

“老师好”

“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
光增辉日月”，我似乎还能回忆起高中
老师与我解释这句话时熠熠生辉的眼
瞳。声音在记忆的溯洄中渐渐湿润到
失真，但老师的眼神却因岁月的打磨
在我脑海中愈发明亮。

手中的粉笔，那么轻，却又那么
重。指尖粗糙的质感，隐隐流动着细
腻的战栗与紧张。曾经，我攥着粉笔
在黑板前缓缓解题，如今，我握着这支
粉笔，纵情书写，肆意挥洒。我能用
它，在这三尺见方的舞台，为我的孩子
们谱写出人生华丽的篇章吗？

不安在心头叫嚣，我开始用色厉
内荏包装自己。我要求他们，在校园
里看见老师要说一声“老师好”，看
见垃圾要主动捡起来，每天要大声读
书……我对他们提出无数要求，仿佛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在班级里的

“权威”地位，才能掩盖我角色转换
的不适应与底气不足。

直到有一次，我在校园里看见两
个班上的孩子，他们一个没有注意到
我，另一个在看见我之后大惊失色，
赶紧拉了拉对方。原地踌躇两秒之
后，他们目光闪躲，随后手牵手飞速
地跑远了，似乎背后有猛兽在追赶
他们。

那一瞬间我迷茫了。我到底要给
孩子们什么，能给他们什么，又给了他
们什么？“老师好”，见到老师就问好，
这本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和融合，但
却在我扭曲的要求下变了味。我只看
到了他们这次的闪躲与退缩，那在这
之前，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冷漠与
无视？

于是下次，当我们再在校园中不期而遇，在孩子们犹豫
着要不要与我打招呼之前，我先他们一步摇了摇手，笑着
说：“同学好。”他们眼神明亮，面上似有光，欣悦而欢愉地回
应我：“老师好！”

迷雾消散，心已豁然。那一声“老师好”，值得穷其一生
去担负。

“你们是最棒的”

这间教室，那么小，小到我穿梭于走廊，区区百来步就
又回到了我最初迈开步子的地方。却又那么大，大到我永
远也探索不尽这间教室里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个
字，读过的每一首诗。我站在讲台上看着我的孩子们，看见
他们埋头写作业时露出来的发旋似乎也沉溺题海中。教室
里回响的都是“沙沙沙”“哒哒哒”的写字声。我默默看着这
间教室，充盈而又空荡。我想，是要做些改变了。

于是，教室的布置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孩子们说，老师，教室里要有丰盈的绿色。于是他带来

了翠绿的吉祥草。
孩子们说，老师，教室里要有安静的小动物。于是她捧

来了几条小金鱼。
孩子们说，老师，我们有好多的书想看。于是他们带来

了各自喜爱的书籍。
孩子们说，老师，我们有好多的作品想展示。于是他们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认真写了一篇篇灵动书法，细致描绘
了一幅幅绚丽图画。

一间教室，一群人，演绎着学习上你追我赶竞争激烈
的“厮杀”，浸润着沉入角色后的深切感动，洋溢着课后给
植物浇水、给金鱼喂食的蓬勃气息。吉祥草叶子随风而起
的每一次微微晃动，金鱼悄然无声的每一次吐气摆尾，都
是这间教室里最鲜明生动的惊喜，仿佛在说“你们是最
棒的”。

“我以后能像您一样吗？”

我看着眼前瘦弱的肩膀，胆怯的发梢在窗户透进来的
风中小心翼翼地颤抖着，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倔强的直线，
但是确实有微弱的声音钻入我耳朵。若不是我一直专注地
看着她，似乎下一秒，这声音就会被风吹散。“我以后能像您
一样吗？”我愣了一下，“什么？”这次她稳了稳身子，似乎是
鼓足了勇气，带着一丝求证，微不可察却掷地有声：“我，以
后，能像您一样吗？”

女孩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平时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她文静要强，着装朴素却干净整
洁，只是冬天露在衣服外面的冻疮格外刺眼。我拿出冻疮
膏，她手往后瑟缩着，似乎不好意思伸出来。我轻柔地拉过
她的小手，细细地给她涂抹着。动作间我晃了晃神，正了正
神色：“能和老师说说你的想法吗？”

她歪了下脑袋，似乎陷入了思考，声音依旧细微：“老
师，你拥有很多知识。我也想要在讲台前将我拥有的分享
给别人。”起了头，她似乎越说越顺畅，声音也明亮了些：“我
总是怯懦，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我的想法，我想以后像您那
样爱护我的学生。”

这就是孩子单纯质朴而热烈汹涌的想法。我并没有做
出多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举动，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
一个孩子真挚的崇拜与向往。这样的一份憧憬，值得被小
心收藏，精心呵护。

脑海中似乎有轰轰烈烈的话语裹挟着轻柔的叹息呼
啸而来。多年前我面对我的老师不曾说出来的渴望，此
刻又仿佛镜像一般轻柔地在我面前展开。那是我沉溺在
老师的循循善诱中心心念念无数遍的向往，因为青春叛
逆的倔强与羞涩，而后默默消散在老师温暖的目光里，始
终没有吐露出来。如今想来，这一定是多年前老师在我
心中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又孕育出了包裹着新生命的
嫩芽。

沟通与交流，耐心与关爱，以对话遇见心灵，以问题播
种智慧，以幸福成全生命，以现实求证未来。候一朵花开，
以爱浇灌，不懈于心，不怠于情，纵使难以见证花开的瞬间，
但等候的期待丝丝都在轻轻诉说，那是生命初开的悸动。

我陪伴孩子们成长，他们陪伴我成熟。

生命之花精彩绽放
■江苏省新沂市新安小学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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