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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10年被评为江苏省特级
教师后，熟悉我的人就经常问我，什么
时候离开宝应县氾水镇这个小地方，
到扬州市区或苏南发展。当听我说打
算永远扎根乡村，为农村的孩子服务
时，他们都是满脸怀疑地问：“外面特
级教师待遇要高不少，你就真的一点
不动心？”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乡
村教育情结。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一
路走来，对农村孩子、农村教育的依恋
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和生命里。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
打记事起就崇拜英雄，希望长大后能
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可后来我却
有了当教师的想法。这一重大改变
缘于我遇到了宝应县小学语文名
师——李明皋老师。

那是 1978年 9月，我上小学四年
级时，原先的语文老师因工作调动离
开，转而由李明皋老师教我们班语文。
第一节课下来，我们全班同学就被他
深深地迷住了。他哪里是在上课，分
明是在“说书”呀！那抑扬顿挫的声
调，那眉飞色舞的表情，那丰富有趣的
手势，那妙趣横生的解读，无不深深吸
引着我们。从此，语文课就成了我们
的期盼。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鼓
励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长大了也
要当一名像李老师那样的老师！

由于有了当老师的目标，所以三
年的初中学习，我“不用扬鞭自奋
蹄”，学习异常刻苦认真。1983年7月
中考结束，尽管取得了可以直接上省
扬州中学的优异成绩，但我还是没有
听从父母等亲友苦口婆心的劝说，义
无反顾地填报了高邮师范学校。
1986年7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又
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中毅然选择
了 到 远 离 家 乡 的 一 所 偏 僻 的 小
学——韦镇中心小学工作。

韦镇离氾水镇有 20多里，全是土
路，交通闭塞。虽说是一个乡镇，但连
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每到晚上，
整个小镇都沉浸在一片漆黑的夜色
中。小学地处穿乡而过的灌溉河南
岸，我们最享受的娱乐活动就是在有
月亮的晚上沿着灌溉河散步聊天，聆
听蝉虫吟唱。生活条件的艰苦更不必
说。当时，我被安排教“大五”班。那
时小学六年制还没有普及，在“小升
初”过程中，没有考取初中的孩子被集
中到一块，编成的班就称作“大五”班。
这样的班级里，头脑聪明但调皮捣蛋
的学生很多，教起来很吃力。几个月

下来，工作劳累加上营养不良，我整个
人几乎瘦了一圈。爸妈心疼得直掉眼
泪，但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在
那里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每周六下午，我准备回家的时
候，孩子们总会不约而同地簇拥在我
的周围，眼睛里充满了留恋之情。他
们把从田埂上采摘来的还散发着缕
缕幽香的各种野花，插满我的自行
车。当我骑上车离去时，总会有几个
孩子追着我的车子跑，直到不见了人
影。那依依不舍的场景，让我既感动
又温暖。

1987年 5月，我得了阑尾炎住进
了医院，医生建议进行手术治疗。当
我需要住院做手术的消息传到学校
时，很多孩子都担心得哭了起来。我
人躺在病床上，但心还在班级里。想
到再过一个月孩子们就要考初中了，
我决定不做手术，反复恳求医生进行
保守治疗。医生拗不过我，只好每天
给我挂水消炎。为了稳定孩子们的
情绪，我每天忍着病痛坚持给他们写
一封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争取在
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挂水，突
然门口传来一阵熟悉的童声，我惊喜
地发现，原来是我们班的学生自发组
织起来，骑了 20多里路赶来医院看
我。一进病房，他们顾不上擦汗，就迫
不及待地围着我关切地问这问那，同
室的病友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个学生因没有
车骑，竟然徒步跑了 20多里路。看着
孩子们用平时舍不得花的零花钱买来
的水果罐头和亲手精心制作的卡片，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幸福的
泪水夺眶而出。从他们身上，我真切
体会到了农村孩子的淳朴善良，他们
的心灵纯净得就像蔚蓝的天空。

第二年，我来到了条件更为艰苦
的村小——韦镇韦北村小学教五年
级语文。韦北村小学建在一片坟地
上，只有两排简陋的教室、几间宿舍
和一间厨房。学校北面是一大片胡
桑田，南面、西面各有一条河，东面是
一片荒地。生性胆小的我每到晚上
就苦不堪言，因为同事们都回家了，
整个学校就剩下我一人。遇到雨天
就更为恐怖，我几乎整夜都把头蒙在
宿舍的被子里，捂得满头大汗也不敢
伸出来。有时实在忍受不了这份煎
熬，我索性骑上 20多里路回家，第二
天再赶回来。伙食也很差，几乎每天

都是咸菜汤下面条，一个冬天我竟吃
掉了200多斤咸菜。

生活的苦和从孩子们那儿得到
的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教的这
帮孩子尽管才上五年级，但非常懂
事，善解人意。他们知道我胆小，每
天放学都不立即回家，陪我到天快黑
时才陆续回去，甚至有的孩子还提出
要留下来陪我。看我吃得差，孩子们
有的把心爱的小零食偷偷从窗户扔
进我的宿舍里，有的把爸妈给他们煮
的鸡蛋悄悄地塞给我，还有的干脆让
父母做好吃的送到学校……多么可
爱的孩子呀！面对他们，我唯一能够
回报的就是像我的恩师一样，把自己
所有的智慧和爱倾注在他们身上。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成为一名优
秀的教师，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

1990年8月，父亲得了重病，为方
便照顾他，我不得不从韦镇调到氾水
镇的一所村小——海河村小学工作。
同年 9月，上海著名特级教师万永富
老师来氾水讲学，我亲耳聆听了他执
教的《少年闰土》一课。万老师以其
睿智的语言和深厚、独到的文本解
读，巧妙地引导学生，让学生在咬文
嚼字中真切感受到字词的冷暖，在与
文本的对话中一步步走进作者的心
灵。 这节课对我的触动和启发很大，
我第一次感受到语文课原来可以上
得如此精彩，如此打动人心，也第一
次明白了要想成为优秀教师，要想更
好地为乡村孩子服务，首先必须要把
课上好。

后来，镇上成立了骨干教师培训
班，我有幸被选中。在近一年的培训
时间里，我再次得到了恩师李明皋的
指导。在他的帮助下，我明白了要想
上好一节课，必须知道怎样解读教材、
分析学情、设计教法、组织对话、积极
评价……还懂得了课堂教学是一门艺
术，它需要教师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
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作支撑。我一头
扎进书海，如饥似渴地吸收营养。后
来我在教《草原》一课时，运用了教育
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竟然取得了
让学生学完后能当堂背诵的效果。在
同事们的鼓励下，我把这一课的教学
方法写成了《巧用记忆规律，提高课堂
背诵效率》一文，并投给了《江苏教
育》杂志。令我惊喜不已的是，3个月
后竟然收到了编辑部寄给我的刊用通
知。该杂志在1991年第6期上用了整
整一个版面刊发我的文章。第一次投

稿就被刊用，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
心，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前进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又代表县市
参加省说课大赛并获奖，论文也屡屡
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在师资建设和农村教师专业成长
方面，宝应县教育局高度重视，不惜重
金从大学里聘请教授来专门指导。
2007年是我非常难忘的一年，也是我
专业成长进入快车道的一年。这一
年，宝应县教育局挑选全县有潜力的
教师组建了各年段、各学科的培训班，
我有幸成为小学语文培训班的成员，
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在小学语文教学方
面有着深厚造诣的南师大博士生导师
吴永军教授。在指导我们的 3年中，
他首先指出，教育需要科研引领，要走
科研兴教之路。他做的第一项工作就
是领着我们做课题。在他的指导下，
我们集思广益，确定了“基于文化层面
的小学阅读教学研究”这个研究主题，
并成功获批为江苏省教研室立项课
题。在课题的引领下，我们研读教育
专著，解读梳理教材，开展课堂实践，
撰写研究论文。在吴永军教授的悉
心指导下，我的教育理论素养、教育
科研能力、课堂教学技艺等得到了快
速提升。2008年10月，在省教育学会
组织的小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中，我以
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教学设计、
精彩的师生对话、浓郁的文化氛围、
显著的教学效果，博得专家的好评，
获得一等奖。同年 11月，受南师大教
科院和无锡市教育研究中心邀请，我
去无锡执教了《青海高原一株柳》一
课，并作了“点亮编辑的眼睛”论文写
作讲座，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这一
年，我还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省级
以上刊物上发表了 10 余篇论文。
2010年，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年。在一
直给我大力支持的氾水镇中心初中
校长方长明的积极鼓励下，我鼓足勇
气申报参加了江苏省第十一批特级
教师评选，并一举通过。

如今，我虽已获得了诸多荣誉，
铺在前方的道路似乎更加宽阔，但作
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深知农
村家庭、农村孩子对优质教育的渴
求，我要永远扎根农村，实现我的美
丽坚守，做一名幸福的乡村教师。

（作者系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小学
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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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幸福的乡村教师
■张宏军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一种
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
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
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
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
面。学好语文，意义重大。从小
处讲，学好语文，有助于其他学
科的学习；从大处讲，学好语文，
才能更好地成人成才。语文学
不好，不仅会影响到其他学科的
学习，还很难成为一个“大写的
人”。那么教师怎样才能引导学
生学好语文呢？

我们要主动策应语文教学改
革，不妨整本大套、兼权尚计。整
本大套指有计划、有条理、全面，
出自老舍的《赵子曰》，强调的是
全面性和系统性；兼权尚计指全
面衡量，深思熟虑，出自《荀子·不
苟》。教师要把语文教学放在大
语文、全学段的视野里考量，重新
建构起系统化教学模块。

“大语文”的概念，最早由已
故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张孝纯提
出。大语文的“大”是相对于传统
语文而言。大语文主张语文教育
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
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
与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
活有机结合起来，并把教语文同
教做人有机结合起来，把传授语
文知识同发展语文能力、发展智
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有机结合起
来。它能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
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进而培养家国情怀和文化自
信。它将语文学科从最初的“工
具性”提升到“文化性”，再上升到

“育人性”，在立德树人这个根本
任务下，使语文学科体现出“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所谓全学段，就是将语文学
科低、中、高学段的内容作为一个
整体看待，并围绕其核心素养在
不同学段所赋予的不同层次的内
涵，形成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教
学的无痕衔接，在教学实践中力
避碎片化。

系统化，则要求在大语文的
概念和全学段视角下，将 12年基
础教育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系统
性研究，形成模块化教学模式，让
不同学段的语文教师，从一开始
就十分清楚全学段的教学目标任
务，从而在了解全面的情况下，更
加明确自己所教学段的重点及与
高、低学段对接的关键，让低学段
的学生更早地了解语文学科全学
段的教学目标，了解中高考要求，
从而更有系统、有针对性地主动
学好语文。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从高考
作文命题变化，睹微知著，以变应变，下好先手棋。笔
者分析了 2010年至 2020年江苏自主命题的作文题目
及 2020年、2021年全国高考 27道作文试题，发现江苏
卷与全国卷有着鲜明的区别，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讲就
是江苏卷偏“隔”，全国卷“不隔”。王国维在《人间词
话》里说，“隔”如“雾里看花”，“不隔”如“豁入耳目”，

“语语都在眼前”。通俗地讲，江苏卷更重思辨、哲理，
多以理、物、变为题引发议论；全国卷更重视学科的育
人性和生命价值，以史议事，以物喻理，秉承传统，紧扣
时政。全国卷让学生由此及彼引发对大我与小我、个
人与国家、家庭与社会、当代与历史以及和谐共生的思
考，从而考查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内涵和担当意识，
引导学生更加关注生活、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并放眼世
界，培养学生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今，关心家事、国事
和天下事，以个体的担当思考生命的意义。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文章有一定的评判标准，
但又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指标，可以说见仁见智。有人
喜欢辞藻精美、如行云流水的文章；有人欣赏贴近生
活、给人启发的文章；有人赞许有思想深度和创新思维
的文章；有人称道引经据典、言近旨远的文章；有人认
可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文章；还有人喜欢曲尽其妙、
清新自然的文章……笔者以为，好的文章，首先是文辞
优美，赏心悦目；其次有新思想，发人深省；第三应真诚
沟通，让人信服；第四须源于生活，传递正能量。

要真正写出一篇好文章，还要立足史实、时势、自
然和生活，汇聚写作之源，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应具有
做人之魂。文如其人，要作文必先做人。首先要有正
确的“三观”，高年级的学生还应有党史观、国史观、人
类社会发展观；要有感恩心，对家庭、社会、国家，对一
切帮助过自己的人常怀感恩之心；要有敬畏心，敬畏
生命、敬畏自然、敬畏法则；要有仁爱心，关爱弱势群
体，关注社情民意；要热爱生命生活，贴近社会实践，
以“自然之眼”“自然之舌”“自然之手”来表达和反映
自然之美；要善用创新、辩证的思维，用历史观、发展
观、世界眼光和人文的眼光，看待事物、分析问题、阐
明思想；要有劳动观、实践观、奋斗观和合作共赢意
识，铸就写作之魂，实现“强基、正源、铸魂”协调统一。
如此，好文章自然天成。

江苏省从 2021年开始采用新高考模式，语数外统
一使用全国卷，所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也不论哪个
学段，都应该分析研究全国语文卷的题型和考点，早思
考，早适应，早转变。尤其要真正研深悟透语文学科的
核心素养和其独有的育人功能，强化教育引导，内化情
怀培育，厚植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人生价值的底色基
因，先把“人”端端正正地立起来。

（作者曾任南通市通州区教育体育局局长，被清
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评为“2017年度中国教育领军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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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科普营”是南京工业大学
实验小学课后服务的主题之一。我
们践行“绿色校园”理念，组织学生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双碳”教育活动，并
利用这一主题式课后服务的成果创
建“‘碳’究世界”，打造了一间“不一
样的教室”。

制作绿色“美食”，让课后服务内
容丰富多彩。2021年冬至那天，学校
组织了一年级学生包饺子、搓汤圆亲
子活动。学生人手一碗，吃得不亦乐
乎。享用过后，教室留下了成堆的一
次性纸碗。显然，这与我们倡导的

“双碳”理念不相吻合。于是，教师组
织学生针对这种现象展开了讨论。
很快，学生达成共识：绿色餐饮，我们
应该减少一次性碗筷的使用。可是，
这次已经产生的废弃纸碗怎么办？
在教师的启发下，孩子们找到了答
案：把纸碗做成手工作品在学校里陈
列，并提醒同学们以后此类活动可以
自己带碗。于是，当天的课后服务时
间成了“洗碗时间”。学生们把用过
的纸碗一一清洗干净，放在阳台上晾
干。第二天，孩子们又带来油泥和其
他材料，在课后服务时间捏出了汤
圆、水饺、面条、汤包、虾蟹等各色“美
食”，再用不同的材料装饰，制作了一
桌特别的“美食”盛宴。

我们把这一桌“美食”摆放在
“‘碳’究世界”里，展现孩子们“绿色
餐饮，洁净家园”的决心，也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少用一次性餐具，为洁净
家园作贡献。

变废为宝，让师生关系更加和谐
自然。衣食住行都是“双碳”主题关
注的内容。为倡导低碳环保理念，我
们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环保服的设计与制作。废旧报
纸、废旧衣物、废旧桌布成了主材料；
麦穗、落叶、花生果成了独特的装饰；

风衣、短裙、长尾服，风格迥异，件件
精彩。借助一双双巧手，废旧物品摇
身变为靓丽的服饰。在学校“春种夏
长秋收啦”主题活动中，老师们身穿
学生亲手制作的环保服走上 T台，引
发一片惊呼赞叹。

我们找来模特支架在“‘碳’究世
界”里陈列展览这些“华服”，吸引了
众多学生前来参观。有学生说：“看
到模特身上有自己参与设计的服饰，
感到非常自豪。”

巧用报纸，让校园生活像童话般
浪漫。学校订阅的报纸，每年看完都
留下厚厚的几摞。这些堆积成山的
旧报纸该如何处理？是继续堆积，任
其落灰，还是随手扔进垃圾桶，送到
废品回收站？经过讨论，大家决定让
旧报纸“重见天日”。

课后服务时间，学生们利用旧报
纸做出了各种造型的物品，有实用的
笔筒、拎包，也有小船、火箭等造型独
特的装饰。孩子们大胆的创意，让我
们惊叹不已。

我们把这些报纸作品放进“‘碳’
究世界”，并在展架上配了一些环保主
题的书籍。孩子们还借助这些废旧报
纸制成的作品，“编织”了一些美丽的
故事，让校园生活充满了浪漫色彩。

珍惜童心，让校园充满诗情“画”
意。以往，学生的美术作业本到学期
末常常被冷落，或被扔进垃圾桶，或
被当成废纸卖掉。童心童画就这样
被抛弃，多可惜啊！我们决定让童心
洋溢的美术作业本变成“宝贝”，不浪
费一页纸。

学期末的最后一周课后服务时
间，我们让学生带来废旧鞋盒、服装
盒、快递盒、水果盒等家中各式多余的
盒子，把一学期的美术作业分门别类，
按照各自的心意，对废旧纸盒进行巧
妙设计和包装。面对大大小小形状不

一的作品，学生们戏称“正‘盒’我意”。
我们让学生把各自包装后的盒子

搬进“‘碳’究世界”，经过不同的叠加
或悬挂，成了风格独特的校园装饰。

打造“阳台农场”，与家人分享劳
动的甜蜜。学校的教室宽敞明亮，室
外有造型别致的阳台。在教师带领下，
阳台成了学生亲手种植农作物的劳动
实践基地，处处可见绿，时时花草香。

课后服务时间，学生在“阳台农
场”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从容器、土
壤的准备到种子的选择，从播种后的
浇水、施肥，到发芽后的松土、间苗，
学生们亲力亲为。经过时长不一的
等待，孩子们得到了大小不同的收
获，既有土培的蔬菜瓜果，也有水培
的各色芽苗。参差生长的众多植物，
不时给孩子们带来小小的惊喜。

这是跨越整个学期的长时性课
后服务活动，教师不仅指导学生在校
做好劳作体验、观察记录，还让学生
将收获的蔬菜带回家，学着择菜、清
洗、下厨，制作成美味佳肴，与家人分
享劳动的甜蜜。

我们不定期把学生种植的蔬菜瓜
果搬进“‘碳’究世界”，吸引更多的学生
参与进来，成为绿色种植的行家里手。

把“根”留住，让环保理念在学生
心里扎根。我们的“‘碳’究世界”里
有 5个大小不同的枯树根，背后的故
事令人警醒。

建校之初，校园墙角处 5棵树木
先后枯死。工人们更换苗木时发现，
土壤里混有建筑垃圾，这应该是树木
难以存活的原因。我们把枯死的树
根留下，警醒大家保护土壤，因为有
些垃圾多年都难以降解，会对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纪念曾经的大树，学生们利
用课后服务时间发挥创意，用黏土捏
制多种多样的动物或植物造型美化

这些树根。经过学生装饰后的树根
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深受孩子们
喜爱。

我们把孩子们创造的树根作品
搬进“‘碳’究世界”，让环保理念在大
家心里扎根。

“绘”解“双碳”，期待未来更美
好。什么是“双碳”？怎样让儿童理
解这一全新的概念？我们利用课后
服务时间，开展“双碳”主题童心绘
画。学生用画笔描绘自己理解的“双
碳”内涵——多坐公交多走路，少开
汽车多植树，垃圾分类带头做，废弃
杂物不乱丢……孩子们充满童趣的
多元表达，妙趣横生。

一幅幅精美的绘画作品，记录着
一个个未来世界的主人的心情。一
排长长的作品，展出的是孩子们对实
现“双碳”目标的期望。

我们的“碳”究世界由若干体现
“双碳”主题的区域形成一体，每一个
区域又都是这一类课后服务的产物。
除了以上的静态呈现，我们还加入了
电子视频区，动态呈现学生参与“双
碳科普营”活动的真实过程，通过还
原情境，让更多学生对“双碳”主题产
生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

“‘碳’究世界”已经成为我们针对
“双碳”主题开展课后服务的“不一样
的教室”。我们在这个“不一样的教
室”里开展《小碳历险记》情景剧表演、
低碳生活“易趣场”等课后服务，深受
学生欢迎。这“不一样的教室”还将随
着学校课后服务内容与形式的丰富，
不断变化，发挥越来越灵活的作用。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小学校
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
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
象，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
南京市基础教育专家培养对象，南京市
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对象）

创建创建“‘“‘碳碳’’究世界究世界”” 打造打造““不一样的教室不一样的教室””
■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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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成长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