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思想贫瘠，生命卑微，但一
缕光阴，就是一处风景，每一处风景，
都藏着一个故事。我们都是故事的
主角。细数过往，无声的岁月从指尖
轻轻滑过，流泻出一曲属于我们自己
的生命之歌……

在学习中精进

我于2019年秋季加入了“新教育
实验网络师范学院”，今年春季我选
修的是“整本书阅读”课程。一个学
期以来，导师刘丽赏带领我们走进了
童话、神话、成长小说和科幻小说等
不同类型的经典童书，让我们明白了
不同类型的书籍应该怎样解读，怎样
带领孩子一起阅读。

课程结束以后，我还申请加入了
刘老师招募的宫崎骏电影课程。我越
来越发现，优秀的电影和书籍一样，温
润心灵，启迪心智，有时胜过万千说教。

去年秋季，我选择了“班本课程设
计与实践”课程，通过学习，我们不仅对
国内外的教育现状、创新形态与发展趋
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班本课程
的内涵与实施途径，也有了新的认识。

而这次学习给我最大的改变，就
是增强了自己的课程意识。朱永新
老师说，教室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
着生命。而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
只挑起了其中的一头，我们缺少对生
命的关注，对心灵的启迪，过多地关
注学生的分数，而不注重学生能力的
提升、品格的塑造、精神的培养。

我会谨记王兮老师的教导：所有
的教育问题，里面最重要、最关键的
就是教师，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
教育的品质；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
定孩子的命运。是啊，一个好老师，
就是一个好的课程资源。课程就是
我们，我们就是课程。

在阅读中修行

阅读本身就是一场修行之旅。
每读完一本书，就像经历了或长或短
的旅程，那些给我们启迪抑或偶尔打
动我们的文字，就是旅途的风景。

我常想，老师不读书，怎么要求
孩子读书？所以，每次给学生推荐
书籍，我都会自己先读一遍甚至几
遍。一些艰涩难读的专业书籍，现在
也大多可以慢慢读出滋味。比如在
阅读《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时，对
于超出自己认知水平又特别有价值
的内容，我按照导师教给我们的方

法，放慢读，反复读，一句一句地慢慢
啃，最后总能理出头绪。

郝晓东老师曾说过：要读懂专业
书籍，需要从“精读”和“博览”两方面
同时着力。所以后来，我又阅读了更
难啃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和
《后现代课程观》。

《给教师的建议》是我校名师工
作室 2021年上学期的共读书目，对
于许多老师来说，这是一次重温经典
的好机会。我边读边写读书笔记，除
了每日打卡，还把每篇读书笔记整理
发布在了公众号上。后来一盘点，居
然连续写了30多篇、8万多字。

共读的同时，我还读了《李吉林与
情境教育》《温儒敏语文讲习录》《小学
语文名师教学艺术》等自选书籍。

平时，我喜欢在微信读书平台阅
读，从 2016年邂逅微信读书至今，我
一共阅读了 2700 多个小时。 仅
2021年我就在微信读书阅读了 441
小时，读了包括《史记》《苏东坡传》
《传习录》等在内的十几本书。

阅读，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自
己，认识世界，阅读也让我们与孩子
们彼此联结，一同成长。

在实践中探索

语文教学一直在倡导整本书阅

读，特别是统编版教材实施以来，更是
把整本书阅读课程化实施。但是，我
们孩子的阅读现状却不容乐观，阅读
面窄，阅读量少，且阅读不够深入。

去年 3月份，我成功申报了一项
整本书阅读市级课题。

由衷地感谢“新网师”整本书阅
读课程，不仅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
了可供参考借鉴的方法策略，专业书
籍的阅读还奠定了我们课题研究的
理论基础。

课题研究有了抓手，也就有了前
行的动力。我们精心设计导读单，用
心上好导读课，并指导学生设计手抄
报，学写读后感，开读书交流会……
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与进步，所有的辛
劳都化作了幸福。

导读课重在阅读兴趣激发和阅读
方法引领，受“新网师”阅读学习的启
发，在导读实践中，我尝试改变以往就
一本书说一本书的导读模式，尝试从
一篇到一组，再到整本书的导读方式。

按照这样的思路，遵循统编教材
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系，我们共读
了《中国古代寓言》和《安徒生童话》
等书籍。

后来，我又尝试改进导读方式，
和学生共读了《夏洛的网》和《绿野仙
踪》等书籍。

为了不引起学生的反感，我没有
刻意给他们布置写读后感或观后感
的任务，不过后来发现，有不少孩子
都自觉地写了，因为他们读懂了、参
与了，他们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

在行走中反思

只有在路上，才能看到最美的风
景，只有在路上，才会遇到志同道合
的伙伴，只有在路上，才可能邂逅不
期而遇的庆典。

2021年国培送教下乡活动，让
怀揣梦想的教育人相聚。作为培训
团队成员，暑假期间，为了有针对性
地给参培教师上好示范课，我用心打
磨课堂，多次推翻重构自己的教学设
计，努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021年 10月，国培小语班的参
培教师相聚城郊乡小学，开启了为期
8天的学习之旅。这次送教，我再次
打磨了一节新课《浪淘沙》。备课磨
课的过程是艰辛的，但同时也是放飞
梦想、收获希望的过程，如同开启了
一次又一次驶向理想课堂的航船，让
我们在浪淘风簸中成长。

前几天欣喜地获悉，郝晓东老师
正在为“新网师”撰写教育部“国培”
项目申报书，希望“新网师”能通过承
担“国培”项目，为中国教师培训探索
一条新路。希望“新网师”将来能够
影响更多的教师，惠及更多的孩子。

教师不只有讲台，还有诗和远
方。明媚的5月，我们学校一行4人，
和来自天南海北的一群热爱学习、热
爱教育的“新网师”人一起，相聚在郑
州，参加了“啃读经典，照亮生命”深
度共读活动。

一群怀揣教育理想的追梦人，手
捧经典，共读在温馨美丽的校园。有
精神的引领、思想的交锋，与哲人对
话、与同侪共学，甚是快哉！

克服恐惧，认识自我，知行合一，
帕尔默的教育思想影响了每一个热爱
教育的“新网师”人，给了我们前行的动
力和方向，以及教学的勇气和力量。

唯愿一群尺码相同的人，沉醉于
每一个手不释卷的朝夕，与孩子们一
起，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收回凌乱的思绪，掩卷沉思。好
像，一年中经历的每一天，走过的每
一步，都有“新网师”的影子。原来，

“新网师”已经深深烙在了我的心上，
悄悄融入了自己的生命。

朝心之所向，纵一苇以航……

我走近“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
院”已经 3个年头了。打开公众号，
郝晓东老师的话沉重而深刻：面对多
变和“不安”的世界洪流，面对名利杂
陈、喧嚣浮躁的社会，我们该如何“过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进入小打卡，普利辉老师《2020·
重启生命意义的最美时光》又让我震
撼：从被逼走上自逼，“新网师”课程、
高研学习、七乡名师，让“草根式脊梁
教师”成了自己的标签。

这样的“新网师”人比比皆是：刘
广文、马增信、王小龙、王辉霞、周娟、
何刚……他们在“新网师”精神的鼓
与呼中，涅槃重生。

就是这一群标杆，激励知天命之
年的我阅读了 100多本教育专著，留
下了 70余万字的思悟，让我对完整
幸福的教育生活的模样逐渐清晰。

“降维打击”的背后

2021年寒假接近尾声时，我听
从了心灵的召唤，选择了王子微课。

这也源于 2020年春，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我们被迫进入线上课
堂，但因信息技术的短板，很多人出
足了“洋相”。

数字时代的教育，我们最需要什
么？黎家厚教授在《现代极简教育技
术》开篇就给出了答案：简单、好学、
实用的极简信息技术。

我第一次安装了讯飞语音输入
法，快速高效的语音识别，让原来敲
半天键盘才有的文章，变成立等可
取。原来极简就在身边。

移动技术改变教学生活的魅力
让我着迷：一个个小程序带来的效果
立竿见影：课堂生动了，学习轻松了，
管理便捷了，时间宽裕了，家校关系
也融洽了。王子老师将这些实用技
术比作“降维打击”。

这就是极简信息技术！
王子说：我们学习这门课程不仅

是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让技术辅助教
学，把知识转化为技能，把技能转化
为素养，用极简的理念助力我们的专
业发展。

基于这种理念，我每天将自己对
信息技术的理解诉诸文字，以写论文
的态度分享了 15余万字的体悟，创
建了自己的极简课程，与学友线上交
流心得。我想，这也是践行孔子“立
己达人”的一种方式吧。

共读的启悟

王子的理念让我深深感受到，教
学是一门技术，更是艺术。

可是读书越多，实践越多，越发
心生敬畏，越发对教学不自信。理想
课堂的三重境界依然如水中月、镜
中花。

何为优质教学？
当我读到帕尔默的《教学勇气》

时，才有了一点清晰的答案：优质教
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而是来自教
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

恰在此时，郝老师组织了《教学勇
气》“五一共读”。这让我基本厘清了
整体看世界的底层逻辑，但其中蕴含
的对立统一、逻辑分析、理性与感性等
若干内容又与哲学联系紧密。不解决
这个瓶颈，我连这本书都读不懂。

行走在路上，总会幸遇庆典。
2021年 7月中旬，郝老师又开启了暑
期线下共读，其中《非理性的人》所阐
释的存在主义就是现代西方影响最
广的哲学形式。

我到底该如何存在？特别是基
尔凯戈尔说：存在高于普遍。他认
为：应该把自己安放在个人的主观性
之内，关心人的内在性。

这让我有了一种顿悟：我们 200
多名学员能共聚成都，住廉价旅店，
吃食堂饭菜，不就是在专业发展之路
上让个体高于普遍性成为可能吗？

哲学的种子由此萌芽，2021年
秋季我选择了“中国哲学”课程。

“复读生”的梦想

2021年 7月 16日，受小舟老师
所托，我担任了“听读绘说”课程
组长。

作为组长，仅做些组织学习，如
管理打卡、整理综述、评阅作业等常

规工作就可以了吗？我还能给大家
带来什么？

偶读《朱永新说教育》，篇首引用
的一段话让我感动不已：“我到了这
样一个年龄，我知道仅凭自己的著
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
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

虽然我连一本专著也没有，但为
探索这门课程的奥秘，我读过 1000
多本绘本、30多本专著。作为一个

“复读生”，我能否用自己微弱的优势
给新学员一点启思，避开“雷区”，少
走弯路，哪怕微弱影响？

伴随“中国哲学”课程的学习，我
以己为镜，杂陈自己《听读绘说》的经
历和感悟，并付诸公众号，分享在学
习圈，以期于人于己皆有启悟，如此
足矣。没想到第一天关注量就超
百人。

为深入窥得课程底层逻辑，我又
阅读了《女巫一定得死》《童话的魅
力》《千面英雄》等书籍，先后通过公
众号分享了 40余篇绘本文章。在学
友和导师真诚的留言中，我看到了义
工的价值。

向着明亮那方

而我心之所向的“中国哲学”课
程的学习却是另一番滋味。

我对哲学的最初认识，仅残存于

在读师范时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概论》中。

我循着学习进度，网购了牟宗三
先生的《历史哲学》《心体与性体》《才
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系列大部
头，有些还能读懂一点，有些则如“天
书”。不过有如一讲师的点拨，我对
这门关乎生命终极思考的课程有了
兴致。儒家的责任和担当，道家的逍
遥与玄思，佛学的精妙与超越，无一
不是生命文化的舒展。对个人而言，
是物欲横流之下对先天灵性的呵护
与唤醒；对家国来说，是文化自信和
民族精神的蓄积与奔涌。他们的真
生命所显现的“内容真理”才是文化
精神创造的源动力。

何为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我
想，牟宗三先生《圆善论》中的“德福
相即”思想不正契合这种理念吗？

身体与心灵的和谐统一，自然生
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完整统
一，不就是让我们成为完整的自己
吗？这样的教育生活不就是诗与思
的幸福交融吗？

先哲的思悟言犹在耳。生命短
暂，时光如梭，为了让师生生命能编
织成一幅相对完美的画卷，也让自己
偶然的生命具备存在的意义，我依然
愿意让自己的心灵向着明亮那方，充
满理想。

■四川省旺苍县白水镇中心小学校 吴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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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颜色，在故事中生长，光阴
的气息，在追寻幸福的路上回荡，时光
的笔会给你留下一道风光。

生命因阅读而发光

朱永新老师说，“没有阅读就没有
教育，没有专业阅读，就无法造就真正
的教师”。加入“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
学院”以来，专业阅读成了我生活的主
旋律。

与书为伴，情有“读”钟。2021年
春，我选修了“构筑理想课堂”和“整本
书共读”两门课程，首选了干国祥老师
的《生命中最好的语文课》《理想课堂的
三重境界》两本书。学校还给每位教师
配备了《一间可以长大的教室》《整本书
共读：为童年播下美妙的种子》《好课程
是这样炼成的》3本新教育书籍，真是
有如鱼得水之感。

专业引领，“读”领风骚。2021年
春季，我研修了“整本书共读”课程，刘
丽赏老师的引领把我带入了阅读的新
天地，让我的阅读指导能力有了提升。
我用移花接木之术把“真经”传授给了
学生，让整本书共读更具特色。课本
剧、故事会、演讲比赛、读书交流会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培养了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提升了孩子们的阅读能力。

启读善思，“读”辟蹊径。在刘老师
的指导下，我鼓励学生创作《夏洛的网》
连环画。没想到，连环画的创作大大激
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他们对阅读的
热爱远超我的想象。从梳理故事情节，
刻画人物形象，到设计画面、解读文字，
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把阅读内容融入
了孩子的灵魂。

人生因遇见而精彩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要在
集体中才能发光发热。就像一滴水，只
有融入大海，才会激起朵朵浪花。

又遇“情人”，花开有声。2019年春，我结识了风趣幽
默的孙静老师，对她“一见钟情”。2021年春，我再次牵手

“情人”，加入了“构筑理想课堂”的团队。我一边啃读干
国祥的《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一边钻研各个年级的语
文教材。有了理论支撑，把握了教材的内在联系，作业就
不再是难事。预习作业逐渐由原来的三四千字，到后来
的一万字以上。

2021年春，在“整本书共读”课程中我再次与刘丽赏
老师和孙红组长两位老师相遇。在她们的引领下，我把
阅读的种子播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让孩子们也爱上了
阅读。我与孩子们一起坐上阅读的班车，踏上精神之旅，
叩开了幸福的大门。

榜样引领，砥砺前行。“新网师”是“筑梦工厂”，在这
个生命共同体中凝聚着无穷的力量，“新网师”人忘我的
学习精神时刻激励着我，让我不敢有半点懈怠。

孙静老师的课堂总是妙趣横生，她诙谐的话语为枯
燥的语文增添了乐趣，她的课堂不仅有理论的引导，而且
有教学案例的分析，对优秀作业的讲评更是细致入微，从
教材分析的解读，到教学目标的制订，再到学情的具体分
析、预习作业的布置、教学环节的设计等，都为我们的教
学设计指明了方向。

2021年春，我完成了两门课程、共16次预习作业。除
了完成每次的作业外，我还坚持打卡，打卡日记多次在

“新网师”公众号发表。到了期末，我被评为榜样学员，并
在“新网师”开学典礼上代表榜样学员发言，自豪感油然
而生。

2021年秋，我选修了“每月一事”和“发展心理学”两
门课程，最终撰写每月一事课程教学设计 9份，完成心理
学预习作业 7次，每次作业均在 90分以上。对于我来说，
学习的过程远大于结果，学习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志愿服务，结伴互助。2021年春，我有幸承担了两门
课程的打卡点评员。每天深夜，我对着手机阅读每一位
学友的打卡。从他们的打卡日记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和技能，也与学友的心连在了一起。这就是“服务他人，
成就自己”的“新网师”精神。

2021年秋，我担任“每月一事”的课程组长，一开始我
十分忐忑。已经 59岁的年纪，电脑操作不熟练，对组长的
工作也不熟悉，恐难胜任，但在孙红老师的鼓励下，我还
是接受了挑战。

随后，我和施健讲师、蒋刘敏组长一起投入了紧张的
工作。我们创建课程群，撰写课程说明，研究作业方案，
建立打卡点评小组和课程综述小组，设计海报等，各项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督促学员打卡，我自己坚持每
天打卡，并认真点评每一篇学员打卡，有时直到深夜还在
点评。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打卡的人数增加了，质量也
提升了，大家的学习热情调动起来了。

教育因爱而有温度

深耕课堂，追求完美。课堂是精神发生和生命孕育
的磁场，是人与文本对话、师生对话、生生对话的舞台，是
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打造理想课堂，就是发掘知识、唤醒
生命、深度对话、获得幸福。我不断打磨自己的课堂，让
其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爱心浇灌，静等花开。去年我接手的班级学生大多
来自农村，部分孩子由于家庭教育缺失，童年被蒙上了一
层阴影，小宇就是其中一员。小宇父母离异，他与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习惯较差，上课不听讲，作业不能按时完成，
还总是惹是生非。有一次，他装病不上学，我去他家家访
时，正巧看见他因为想玩手机与奶奶推搡。我当时就火
冒三丈，真想揍他一顿，可是发火解决不了问题。当我看
到他的书桌上有一本《青鸟》时，就约定以后每天一起读。

从此，每天课余时间我俩就聊《青鸟》。渐渐地，小宇
明白了蒂蒂尔和米蒂尔寻找青鸟的艰辛，懂得了爱的真
谛。他逐渐喜欢上了读书，课间再也没见他打架。六一
儿童节那天，他从家里带来 20多本书，捐给了学校的图书
角。当我把“阅读小明星”的奖牌挂到他脖子上的时候，
他笑得很甜。

巴特说：“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
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
融。”用爱心感染学生，才会书写一个个生命传奇。

追寻着时光的脚步，我与“新网师”牵手已有3个多年头。
3年在人生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它却给了我生命中最宝贵
的东西，让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有“新网师”的陪伴，我仿佛回
到了青年，因为遇见，所以美好，因为有你，所以时光不老。

朝心之所向，纵一苇以航
■河南省虞城县明德小学 郭红梅郭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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