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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命的美好
■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双语学校 刘延球 山其松

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双语学校是
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现有师
生 5000余人，在新教育实验春风的
吹拂下，学校开展“十大行动”，努力
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如今，南山双语学校已经成为
当地家长、学子向往的“巴学园”。

自 2020年始，学校把“师生共写
随笔”作为重点实验项目深耕。两
年的师生共写时间不算长，但它如
种子初萌，生动而有活力；又如奇花
初胎，烂漫而有张力，给全校师生的
生命状态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工作随笔，
记录教育教学的感悟

学校成立了由分管教学副校
长牵头的教师随笔撰写指导小组，
对全校教师进行随笔写作规划。
领导干部要撰写工作日记，提升管
理水平；班主任侧重于教育随笔，
记录班级工作中的点滴收获；学科
教师侧重于教学反思，着力提升教
学质量；青年教师侧重于读书随笔，
通过阅读书籍提高自己的专业素
养；骨干教师撰写听课随笔，重在指
导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语文教师
撰写必读书目的读后感悟，与学生
共读共写共同提高……不同角色
的教师都能找到自己的选题，在日
常工作中有计划有目的地观察和
记录，为撰写随笔积累素材。

为了让这项工作得以顺利推
进，学校采取了 3条措施：一是领导
干部带头写随笔；二是纳入教师工
作考核；三是优秀教师带头引路。
在榜样引领、政策激励下，教师逐渐
迈开了撰写随笔的步伐，在一路前
行中收获芬芳。

食堂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窗口，学生就餐时声音太大的
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校管理层。当政
教主任把这一管理难点用随笔写出
来后，教师们积极出谋划策，有的班
主任还把这篇随笔在班级内公开，
学生得知后产生深刻共鸣，就餐声
音大的问题有了明显的好转。

就这样，随手一写的工作随笔，
解决了工作中的大问题。发生在领
导教师之间的管理矛盾，通过随笔
可以得到沟通和理解；教研组内发
生的感人事迹，通过随笔在全校得
以传扬；教育教学中的点滴感悟，通
过随笔让教师得到了专业素养上的
深刻认识和提升。

每个月学校都会对随笔进行整
理登记存档，精选优秀随笔印刷成
册，在全体教师中传阅，并把优秀的
随笔积极向外推荐发表。我校教师
的随笔陆续在各级报刊刊登，老师
们撰写随笔的积极性又一次得到了
激发，进而迈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生活日记，
聆听生命拔节的声音

学生的随笔怎么写呢？我们参
照新教育“晨诵、午读、暮省”的生活
方式，鼓励学生撰写生活日记。用
日记记录一天的生活，总结一天的
收获，反思一天的不足，规划次日的
计划，擦亮每一个日子。

一开始，孩子们的生活日记像
流水账、检讨书、决心书……可就在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书写中，

生命的光彩得以绽放，清脆的拔节
声在日记中回响。

随着实验的推进，师生们创造
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日记形式。
针对中学生学业繁忙的特点，初中
部开展了周记写作；针对低年级小
学生书写能力弱的情况，鼓励他们
撰写绘画日记、拼音日记、亲子日
记；有的班级有循环日记，每天一人
记录班级的生活……

假期，更是孩子们撰写日记、放
飞自我的好机会。乡下劳动、城市
观光、景区旅游、家庭琐事……都成
为孩子们日记的好素材。五年级的
梁同学在小区里捡到一只流浪猫，
她撰写了《我想帮它找到家》系列随
笔。从一篇篇随笔中，我们看到了
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爱。系
列随笔被家长配上图片，每天发在
班级群和朋友圈里，一时成为师生
们每天的阅读期待。

读书体会，
体味经典阅读的魅力

每学期末，我们都把下一学期
的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让学生在
假期中开始阅读，边读边做读书笔

记，采取摘抄重点文段、整理情节
提纲、归纳故事梗概、画思维导图
等形式，对书本内容从整体上把
握。开学之后，学生在教师带领下
进行精读细读，围绕主题撰写读书
体会，召开读书会进行互相交流，
如此反复。

学校每年举行一次语文学科
节，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举行
读书演讲比赛。孩子们把自己的读
书体会配以精美的课件，在班级、级
部层层选拔展示。最终的比赛结果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读书、演讲、
比赛的过程中，孩子们感受经典、对
话经典、穿越经典，直至超越经典。
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的读书征
文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
2021年，我校被批准为“烟台市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同题共写，
撞击生命智慧的火花

我校的师生共写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一是在班级中班主任和学生共
写班级日记。教师和学生从各自的
视角，记录班级生活，评议班级事
件，展开对话交流。一个成人和一
群孩子从彼此的日记中互相启发，
互相观照，互相促进，实现一个成熟
的师者与一群纯真的孩子之间的彼
此吸引。

二是在经典阅读中师生共写读
书体会。同一本经典，教师的体悟
与学生的体悟是不一样的。师生在
共写中，互相探讨对人物、事件的不
同看法，从而对亲情、友情抒发着各
自的思考，彼此映照，给阅读以引
领，给生命以启迪，给读书带来新的
乐趣。

实践证明，这样的“师生共写”
真正描绘了师生共同生活的精彩，
开启了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达到心
灵与心灵的共鸣，实现智慧与智慧
的撞击。一群优秀的教师和一群
可爱的孩子，在共写中享受生命的
美好。

成为新教育实验学校以来，南
通市通州区通州小学选择师生共写
随笔、缔造完美教室和营造书香校
园三大行动，作为重点实验项目。

“师生共写随笔”项目组由校长室牵
头成立，聚集了一群热情满怀的伙
伴，以读起来、写起来为共同的行动
策略。我们因“随笔组”忙得不亦乐
乎，时光在文字间绽放，理想仿佛可
以振翅而翔。

读书沙龙——推开一窗光亮

一群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
文字的人，自觉地思索，以书写感悟
并享受生活，反思并超越自己，热爱
并丰富人生——这是师生共写随笔
组的美好愿望。

各学科青年教师自主加入随
笔组，沙龙活动一月一主题，以“我
读”“我写”“我想”的角度展开交
流。“我读”即推荐一本书或者一篇
文章，各自介绍阅读心得。“我写”
即交流一个月以来的教育随笔，如
教学感悟、教育手记、阅读体会等，
形式不定。“我想”即关注热点话
题，碰撞中共同解锁教育难题或成
长困惑。每一次沙龙活动，我校校
长都会参加。

随笔组的每名成员都很珍惜这
个自我加压、抱团成长的机会，每一
次读书沙龙的汇报与交流，仿佛推
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我们也听见自
己奔跑的声音，看见行走的方向，感
受到成长的气息。

随笔集——写尽一春花事

为了鼓励所有教师追寻自己的
教育理念并创新工作，在新一年的
第一次教师会上，校长会提前“布置
作业”——所有教师以生命叙事的
方式总结一年的工作。这就要求所
有教师从新一年开始便要思索教育
教学工作主题，然后将每一天、每一
阶段的工作串联成完整章节，用一
整年完成自己的教育“作品”。年
末，以“生命叙事”的形式交流工作
总结。

一年来，每个人都脚踏实地地
忙碌，用心用情地追寻，一份份

“叙事”都是时光被精心经营后的
吐蕊绽放。一个主题就是一份信
念、一种情怀，一篇叙事即为一段

教育的历程、一首生命关怀的诗
篇。这样的讲述由衷而真挚、热切
而动人。

在校长的统筹策划下，我们收
录了部分教师的生命叙事、教育随
笔等内容，编成了近 20万字的新教
育成果集《春之针缕》。校长为书作
序：“且行且思、且思且行，这是校园
里多么生动的景象。希望共写成为
老师们的生命姿态，希望更多人以
最质朴的方式，细致而耐心地和儿
童一起，精心地关照他们的一切，一
针一缕地纺织和缝纫属于儿童的春
天，一针一缕地纺织和缝纫属于自
己的春天。”

班刊——催开一池馨香

班刊是学生随笔的发表阵地。
学生随笔内容以班级趣事、儿童诗、
童话创作、生活日记、读后感等为
主，全班共写，定期整理成集。一期
期班刊翰墨芬芳，智慧闪烁，催开了
班级文化的一池馨香。

《摇曳的风铃》是五（7）班的校
园小说集。教师朱晓丽以“真作文”
理念指导全班进行校园生活题材训

练，择优录用于班报上。班报两周
一期，一期一主题，如“我眼里的老
师”“操场大变样”“跳蚤市场有戏”

“赞美与批评的味道”……话题均来
自师生熟悉的生活，孩子们的创作
热情被点燃。

《细数成长的步子》是五（4）班
的成长叙事集。教师张婵飞在班刊
寄语中写道：期待“成长叙事”架起
我们通向彼此的小桥。这本叙事集
呈现了班里的好人好事、趣人趣事、
囧人囧事，家里的新鲜事、暖心事，
生活中的烦心事、开心事……五花
八门的事既是孩子们成长的见证，
更是教室里的真情通道。

《风铃草的歌唱》是我们班的
童话集。我通过寻找故事中契合
儿童兴趣的话语点，以童话点亮想
象的灵感，引导孩子体验编童话的
乐趣，训练并发展思维品质。孩子
们笔下的童话故事有点稚嫩，但每
个字都闪动爱的光泽，让人读后无
比温暖……

班级课程——“写”出教室奇迹

朱永新先生说，完美教室是一

根扁担，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着
生命。班级课程正是书写教室奇
迹不可或缺的内容。我校教师的
班级课程玩出了各种花样，如新年
课程、节气课程、美食课程等，甚至
一块小石头也能够带领全班玩成
石头课程。语文教师玩说写课程、
生命剧课程，数学教师玩线段变
奏曲，音乐教师玩京剧脸谱、乐器
及班级乐队，美术教师玩树叶里的
文字……学科的特质和精彩都在
教师的智慧里酿成有趣有料、有品
质的独特成果。

牵手特殊孩子共写生命叙事，
也是我校许多教师的课程。教师们
陪伴特殊儿童成长，用文字记录在
场的生命足迹，与家长交流、家访后
的日记也都成了一篇篇有声的生命
叙事。

共写随笔，以生命叙事牵手校
园里的岁月，我们可以听见平凡的
日子扬起一阵阵欢呼、闪耀着智慧、
流动着激情，相信所有文字都会成
为春天里的一树花开，我们在岁月
的激情里迈开步子，遇见自己的庆
典，迎接教育的诗与远方。

书写生命的一树花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小学 曹晓英

教育就是让每个人有省察地书写自
己的生命故事。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
中的“师生共写随笔”十分打动我，学生
记录生活点滴，抒发阅读感受，教师在教
学第一阵地，记录教育发生全过程。那
些深刻、细腻、温暖的生命体验，值得被
记载、回味、想念。

在我的班级，我和学生用周记书写
蓬勃的生命故事，定格幸福校园时光。

“弹幕君”邀你来看展

“我的周记被老师贴在作品展啦，看
到同学们在我的作品上画了好几道波浪
线，真开心！”（选自小A同学的周记）

小A是班里有名的“小作家”，每每
读到她的周记，我都感叹：“这么好的文
笔，如果能多一些读者该多好。”我盯着
教室外墙心想，何不把这面光秃秃的墙
变成周记作品展台呢？

我首先找来小 A，她很乐意分享自
己的作品。我又找来其他几位周记质量
较高的学生，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作品展。

得到小作者们的支持，事半功倍。
我们分工合作，小作者们负责扫描自己
的周记内容，我负责构思作品展的呈现
方式。怎样让读者们“动”起来呢？我想
到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弹幕。我大
胆计划，在教室外墙贴上这样一段话：

“看了身边才子才女们的大作，你有什么
想说的呢？欢迎你来唠两句。”并在旁边
配上轻松活泼的表情包，活脱脱一个有
趣的周记“直播间”。

课后，学生们纷纷涌向这里阅读周
记，看到开心处，一个活泼的学生唰唰唰
几下，在小A周记里画了好几道波浪线，
煞有介事地点评：“写得很生动，期待你
有更多的作品和我分享。”其他学生也纷
纷拿起笔发起了“弹幕”：“给你的景色描
写点赞！”“可以请你推荐几本课外书给
我们看看吗？”

作品展让周记里的灵感有了回应，
让写周记成为一种期待，让学生间多
了交流学习，也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文
字的魅力。

送你一朵小红花

“今天下午，我也收到了一朵小红
花，原因是我早读认真专心，会背很多古
诗。我为此事感到高兴，原来同学们也
发现了我身上的优点。”（选自小 B同学
的周记）

小红花信箱是班级的“优点放大
镜”，目前，已经送出 200多朵小红花，有
的班干部为同学们尽心服务，收到了不
止一朵，但也有一些学生比较内向，在这
个环节仿佛一个“透明人”。

小B就是这样看似“透明”的孩子，我知道，他需要被“看
见”。既然暂时还没有同学送他小红花，那就“无中生有”
吧！我拿出一朵崭新的小红花，故意把字写得稚嫩一些，趁
学生不在，塞进了信箱。

转眼又到送小红花的日子，终于读到写给小 B的纸条
了，我竟有些紧张：“……今天我要送小B一朵小红花……”
听到他的名字，同学们纷纷向他看去，小B先是一愣，又慌张
地抬起眼瞄了我一下，嘴角微动。他太内向了，完全不敢迎
接同学们赞许的目光。

看到小B抬了眼，我有了底气，顺势列举出早就准备好
的“小B同学五大优点”：课堂笔记认真、作业正确率高、爱动
脑筋、不怕难题、作文写得好。同学们纷纷点头，小B的头抬
得似乎更高了，嘴角弯出一道浅浅的微笑。我带头给小B鼓
掌，听到热烈的掌声，他又迅速瞄了我一眼……

当晚，小B的妈妈给我发来信息：“谢谢老师对娃的关心
和鼓励。”当我告诉她，送小红花的“同学”正是我时，她感动
地说：“谢谢老师的良苦用心，有你这样的老师，孩子和家长
很幸福！”

周记，让我看到小B藏着的那颗滚烫的心。周记，是学
生书写真情实感的载体，是粘连师生情谊的胶水，也是家校
关系的黏合剂。小小周记本，学生书写希望，教师回应期
待，家长协作共育，我想，这就是教育最美好的模样。

“鸡腿风波”

“中午帮助二年级学生打饭的小义工把鸡腿打翻了。
家长主动联系我，希望给食堂赔偿鸡腿费用，给这样的家庭
教育点赞！”（选自我的工作随笔）

刚开学没多久，我收到小C家长的信息：“老师，小C今
天打翻了鸡腿，我们商量了一下，希望照价赔偿给学校食
堂，请您问一下多少钱，谢谢。”我从电话中得知，当天小C是
打饭的小义工，没端稳菜盆，半盆鸡腿掉地上了，热心的低
年级老师已经帮忙解决。

我告诉小 C事情已经解决了，不用赔偿。小 C说：
“老师，我还是要给小朋友们道个歉，如果我端稳菜盆，
他们的鸡腿就不会掉地上了。而且由于我的失误，还给
食堂阿姨增加了负担。”我顺势问：“那总结一下经验，打
饭要注意什么？”他列出了多个注意事项和改进办法。
我追问：“总结很到位，那你打算怎么向小朋友们道歉
呢？”他说：“老师，您有时候会买棒棒糖奖励我们，我也
想买棒棒糖……”他倒挺会举一反三，我心想。“老师，就
让小 C买棒棒糖道歉吧，他用自己的压岁钱补偿，要不他
今晚睡不踏实。”电话那头，小 C妈妈坚持说。我笑着说：

“好吧，那就用压岁钱买，一人一个就行，小朋友换牙，不
能多吃哦！”

放下电话，我复盘了“鸡腿风波”，并在第二天，利用晨
会课邀请当过小义工的学生分享打饭经验。鸡腿风波，让
当事人、家长、学生、我都受益无穷！

我们坚持了 130多周，写下了 7100多篇周记，记录了师
生一路的幸福与收获。我是见证者，见证了小A的高光时
刻，推动了小B的自信成长，参与了小C的尴尬事件，还有小
D、小E、小F，还有成功、喜悦、失望、重振旗鼓。如今写周记
早已成为我和孩子们共同的习惯，今后我们还会坚持写下
去，并邀请更多的家长一同记录美好生活。

共写随笔，学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共写随笔，师生拉
近距离，增进感情；共写随笔，亲子互相理解，懂得体谅；共
写随笔，家校齐心协力，完美共育。小小周记，书写蓬勃生
命故事，定格幸福校园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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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该校初中部教师参加读书分享会图为该校初中部教师参加读书分享会

图为该校美术课活动图为该校美术课活动———帽子秀—帽子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