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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
到自己小学时的母校——南京市北京
东路小学任教，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回首 23年的教师生涯，成长之路上充
满了努力的汗水和喜悦的泪水。

我是从课堂中成长起来的一线教
师，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提升课堂教学
能力对教师的成长尤为重要。除日常
的语文教学之外，我先后上过数百节
各级各类公开课。其中有一节课外阅
读课，曾先后在全国各地上过 300余
次，广受好评。我十分享受在课堂上
和学生及文本互动的过程，觉得那是
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许多听过我的
课的老师都称赞我的课堂很精彩、会
发光。其实，课堂内的驾轻就熟来自
课堂外的反复打磨，我的课堂曾经也
是暗淡无光、了无生机的。很幸运，在
我成长的道路上，很多师长帮助我打
磨课堂，尤其是我校著名特级教师孙
双金校长，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我的
语文教学渐入佳境，让我受益终身。

走，听我再上一遍

工作第 5年，初涉教海的我对语
文课堂的认识较僵化，还停留在按部
就班、依葫芦画瓢的阶段。

一天早晨，孙校长笑容满面地对
我说：“小吴啊，我今天听你一节语文
课，你上什么啊？”我忐忑不安地说：

“今天上《拉萨的天空》。”孙校长依然
保持微笑，和蔼地说：“好呀，我来向你
学习！”孙校长如此谦虚，让我更觉惴
惴不安。一节课，40分钟，我循规蹈

矩、战战兢兢地上完了。整堂课四平
八稳、波澜不惊，学生听得索然无味。
孙校长听得认真、记得仔细，时不时皱
眉深思，我深知自己的课堂问题很多。
课后，我虔诚地拿着记录本跑去找孙
校长评课，他却神秘地对我说：“我们
先不着急评课，我看隔壁班马上就是
语文课，我也去上一节，你听听。”当
时，我整个人都怔在了原地，孙校长马
上就要上一节和我一样的课吗？

紧接着，孙校长就神采奕奕地开
始上《拉萨的天空》了。整堂课上完，
学生们被孙校长“带进了拉萨”，纷纷
流露出想去看看拉萨天空的渴望之
情。孙校长的即兴课堂从板书设计到
问题过渡，处处充满了创意，他还带着
孩子们一起走出教室去看南京的天
空。整堂课，学生的思维被激活、情感
被点燃，我和学生们一样，听得意犹未
尽。那堂课，老师和学生的眼睛都是
亮亮的！课后，孙校长让我自己评课，
通过对比，我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教材钻研较浅，教学语言较平，教
学设计无创意……找到了问题的症
结，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孙校长身教
重于言教，那次评课，虽然他什么都没
说，但却胜过千言万语，让我获益良
多。从那时起，我的语文课堂渐渐发
生了改变，孙校长称赞道：“吴老师的
眼睛亮起来了！”

改，再换一个思路

工作第 15年，我已经积累了丰富
的课堂教学经验，教学风格日臻成熟。

一次，孙校长让我承担市级教学
展示的任务，教学内容是《林冲棒打洪
教头》。我很兴奋：这节课是我曾经打
磨过的，还多次获过奖项，只要重新上
一遍即可。孙校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小
心思，他坚定地对我说：“你要重新备
课，换一个思路上，你要学会跳出自己
原有的框架。”

重新备课的我，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是无法跳出自己曾经的教学框架，
上着上着又上回去了。为了展示这节
本已成熟的课，我先后试教了七八次，
每上一次，孙校长都会说：“再改改，再
换一个思路上。”随即，他会给我提出
新的备课思路，让我又推翻自己既定
的思维方式。好课多磨，最后我完全
抛弃了自己原本的模式，用“对比”的
方式来教这一课，收获了意想不到的
教学效果。教学之路上，每位老师的
成长都需要突破和挑战原来的自己，
不破不立。跳出舒适圈，才能迎来新
的教育天地。经过一次次地打磨，我
的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和灵动。

看，这是我的板书

工作的第 20个年头，不论从哪个
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成熟的语文老
师了。然而，作为学校所有老师的榜
样，孙校长每学期都会推陈出新，不断
推出新课，不断挑战自己没有尝试过
的课文或课型，他的新课一次次让大
家眼前一亮。他不但对自己严格要
求，对学校的老师也是如此。在他的
引领下，各个年龄段的老师都在不断

地努力向前、不断进步。
从教 20年的我，又接到一次重大

的省级赛课活动，赛课内容是《盘古开
天地》。赛课前的一天，孙校长把自己
设计的板书发过来供我参考，让我要
注意板书的排版和书写，还反复提醒
我：“不要小看板书，这就是一份微型
教案，你的教学思路都能在板书中体
现出来，这就是你教学的索引。”若不
是孙校长提醒，我都忘了小小的板书
也是别有洞天的。

孙校长带着我反复打磨教学过程
和教学语言，细到每一个标点符号。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反复锤炼教案，
力求让语言更有感染力，最后获得了
省赛课一等奖。我深知这离不开孙校
长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每一次磨课，都是成长道路上的
一个小台阶，让我慢慢成长、不断攀
升。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和学生共同
成长。作为成熟的“中年教师”，我们
是选择重复过去的自己，还是选择继
续学习改变自己？选择前者，驾轻就
熟，自由轻松；选择后者，一路荆棘，举
步维艰。我选择了后者，在经历了阵
痛之后，享受到了突破瓶颈后成长的
喜悦。

感谢孙校长及周围的榜样同事，
因为有了这么多“他人的力量”，才让
我的眼睛在课堂上发亮，让我的课堂
能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

（作者系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语
文教师，南京市学科教学带头人，南京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在教师队伍中，有这样一群有理想、有梦想、有追求的教师，三尺讲台见证了他们从紧张到从容，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他们用美好的青春为学生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梦想，用丰富的知识为学生架起
一座座实现梦想的桥梁。本期“苏派教育·影响力学校”专版邀请 4所共同体成员校的教师，以“说说成长那些事儿”为主题，请他们围绕潜心教学研究、爱校爱岗爱生等内容，讲述自己的所见所为所感，讲
述那些平凡而闪光的故事。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近这些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聆听他们的教育故事，感受他们的教育情怀，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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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眼睛发亮，让课堂发光 《犟龟》是米切尔·恩德的
作品，讲的是一只乌龟为实现
自己的梦想不断执着追求的故
事。我想我大概很像故事里的
犟龟，爬行在教育的征途中。
15年，不长也不短，但却是我人
生中非常重要的旅程。这过程
中有欢乐，有泪水，有沮丧，有
期待，但更多的是一种坚持，源
自一颗爱孩子的心、一颗想做
实事的心。

探索“茫”区，做自己的“守护者”

2007年夏天，我怀揣着满
腔热忱进入无锡市江阴初级中
学，自豪又兴奋的同时，夹杂着
几许羞涩，几多紧张，对未来更
是有几分迷茫。我初上讲台教
政治，没想到校长就来听我的
第一堂课。由于太紧张，我竟
然忘了带上写了多遍又修改了
无数遍的教案，就这样硬着头
皮走进了教室。不到 30分钟
我就讲完了一节课的内容，剩
下的时间，我在学生中间艰难
踱步。下课铃声响起的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要结
束了。下课之后，我忐忑不安
地去找校长，问他对我的课的
评价。没想到看到我沮丧的表
情，平时不苟言笑的校长安慰
起我来，告诉我要常思“今日何
成”，鼓励我要早点站稳讲台。

2008年，工作第二年的我
突 然 接 到 教 学 组 的“ 大 礼
包”——上一节全市公开教学
课。听到这个消息，信心不足
的我顿时被这个“喜讯”砸得有
点找不着北。没有任何犹豫的
时间，我就被“赶鸭子上架”。
组里的老师都坐下来为我选
课、备课、磨课……像是自家孩
子要高考一般。在我寝食难安
的那段时间，他们给予了我极
大的帮助。当那天真正到来的
时候，在全市政治教师面前，我
还是瞬间紧张到发抖。万幸的
是，我顺利地上好了那一节课。
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学校的
三年发展规划、青年教师培养
的雁阵计划是我专业成长的最
佳基石。

坚持不懈，用微光引领学生成长

岁序安然，时光荏苒。2013年，怀揣着对“班主
任”的敬畏之心，手捧学校下发的班主任“武林秘籍”，
我开始接手初一（6）班，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我和
班级任课教师磨合探讨，向有经验的教师取经，阅读
各类书籍，斟酌适合的带班方式……加班成了我的工
作常态，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一次课间，我和任课教师交流后发现，班上的小黄
（化名）每门功课作业的完成质量都比较差，上课经常
神游天外。我在家长群里添加了小黄妈妈的微信后得
到回复：“老师，我和孩子爸爸离婚了，我不方便管。”随
后几天，我联系了他爸爸，想聊一聊小黄的事情。但他
爸爸一直强调自己在外地做生意，不在家，管不了。

大冬天，小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秋衣，我看到后
悄悄写了几句话，准备用微信发给小黄妈妈。我这
样写道：“天冷了，孩子衣服太少，今天在教室看到他
瑟瑟发抖，能不能给孩子寄几件爱心棉衣？”可是，信
息没能成功发送，聊天窗口里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感
叹号，原来我被拉黑了。因为这个红色的感叹号，我
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我去商场买了一件羽绒
服送给小黄穿。我想尽办法尝试与他交流，但每次
都只是我一个人说得口干舌燥，他始终不予理睬。
我一时对这个“顽石”般的学生束手无策，但我没有
放弃，坚持不断给予他关爱，我坚信会有守得云开见
月明的那一天。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有一天放学后，
小黄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不停徘徊，我示意他进来，他
害羞地说:“老师，我可以抱抱您吗？”我伸开双臂，给
了他一个暖心的拥抱。然后他放下一张卡片就跑
了。我轻轻地打开卡片，只见上面写道：“老师，我有
一句悄悄话告诉你哦，谢谢！”这句“谢谢”来之不易，
但也让我看到了孩子善良的心。

原来我可以是一道光，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我
一次次努力地发光，在孩子们茫茫的人生路上，这道
微光亦可照亮前方，引领方向。

收获满满，做教育的“麦田守望者”

岁月的齿轮在不停转动，我肩上的责任也变得
沉甸甸的。2017年，我成为学校年级部的负责人，从
那个吃点苦就落泪的小女孩，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

“孩子王”，团队里的“领头羊”。
角色的变化，让我开始重新定位个人发展。在

校园里，我逢人便夸，夸奖我们的孩子，夸奖我们年
级部的老师。我和年级部老师们组建了一个群，遇
到共性问题相互交流。我习惯了每天睡前花 5分钟
在手机里写下明日待办的事情，每月要做的事情则
在日历中记录。合理规划下，我愈发从容与自信。

工作中，我和年级部教师们研讨课程实施、指导
常规管理、跟进新教师成长，在一点一滴的研讨、碰
撞中，我看到了团队老师身上的蜕变与光芒，也更加
相信未来的我们是值得期待与遐想的。

我愿继续做一只“犟龟”，在教育的征途中拔节，
聆听蜕变的声音，守望教育的麦田。

（作者系无锡市江阴初级中学教务处副主任，无
锡市德育新秀，江阴市教学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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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教育观照教育，，洞见成长洞见成长
■殷郡伟

1991年出生的我，有过独自下海
的经历，有过企业高管的身份，有过社
会公益方面的兼职……我拥有文理工
三大学历背景，却最终在诸多选择中
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

记得踏上讲台的第一天，我就有
着出奇的“好状态”，凭借着自己的知
识素养，和学生天南地北侃大山，教室
里“欢天喜地”、活泼异常。连着一周，
随堂听课的老师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
中呆满 5分钟，我一度认为我就是那
一个让领导放心的“好老师”。

直到一周后，教务主任慕“名”而
来，打碎了我所有的骄傲与自信，10分
钟不到就直接把我拽下了讲台，一个眼
神驱使我靠边站着，她则登上讲台亲自
授课。课后，前辈们对我轮番“指点”，
从教研组长到学科主任再到分管教学
的领导，顿时，我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
己。直到有一天，我校老校长奚亚英对
我进行了一番鼓励，让我重新坚定当时
毅然决然选择教育的信念。她说：“小
伙子，不要灰心，谁天生就会做老师？
你底子好、悟性高，要主动学、善于学，
你要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奚校长的一针强心剂，让我从迷
茫中重新找到了动力。在她的巧妙助

力下，我投拜到特级教师庄惠芬校长
门下，和庄校长在同一校区、同一年
级，又教同一学科（数学）。我把庄校
长每周的课表抄录了一份，每天伺机
而动，搬着小板凳先去听她如何上课，
然后把学习的内容移植到自己的课堂
里，模仿她的语气语调、举止措辞等。
就这样日复一日，先听课再演课，先试
讲再试教，一直持续到第二学期，我才
鼓起勇气邀请老师们走进自己的课堂
观摩指导。而此时的我也从原先的

“罔顾评论、不屑指导”，变得迫切地期
待大家能够提出问题，给出建议。也
就在这一年中，我看到了自己在教育
天地里的渺小。

当然，跟着庄校长学习的那段时
间，也是我专业成长最快的一段日子。
庄校长自己爱看书、善钻研、勤动笔，耳
濡目染之下，我就在心底埋下了“要向
庄惠芬校长一样做老师”的种子。后
来，因种种原因，我从数学教师转型为
语文教师。令我庆幸的是，我在语文教
学的起步阶段遇到了许多无私的恩师，
如钟桂芳、朱燕芬、金磊、张新东、裴红
霞、姜明红、任丽芳、朱洁如等。她们手
把手言传身教，引导我不断进步。从区
基本功比赛能手，到市微课评比和省青

年教师教学展评一等奖，再到全国名师
孵化大赛总决赛一等奖，我取得了一系
列荣誉，在教学上渐入佳境。我开始敬
畏课堂、敬畏学生，而正是在这样的一
份敬畏中，我才仿佛触摸到了课堂的蓝
天，感受到教学的心跳。

奚校长曾和我进行过一次谈话，
主题就是“你想做什么、希望成为什
么？”她没有急着要答案，而是给了我
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思考，让我有足够
的时间去观察学生，有足够的经历去
体验教育，有足够的机会去遍访名校。
一年后，我在我们约定之期的对话交
流中，又反问奚校长：“对于一所学校
而言，什么最苦、最难做？”“教科研！”
她斩钉截铁地说。“那我就做教科研。”
我也毫不迟疑地回应道。就这样，我
们一拍即合，从那一刻起，我正式接手
了学校的教科研工作。现在想想，我
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勇气夸下这样
的海口。因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科研

“小白”，连课题申报书怎么写、项目方
案怎么做都一无所知。我想或许是初
生牛犊不畏虎的缘故吧。

正如诗人所说：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作为清英外国语
学校教育研究院的首任院长，用 5年

的时光，完成了学校的顶层设计。这5
年，我和我的团队常常废寝忘食，从提
炼“易教育”哲学的深刻内涵到“大易
管理”的充分展开；从“七号课程”的创
新实践到“三学三展”“五步三查”的学
展融合；从“国际理解”的在地化实施
到“儿童微社会”的校本化转化；从“多
元评价”的融合探索到“全素养发展”
的数字画像……5年的时光中，我们成
功申报了 1项国家级课题、2项教育部
课题、10项省级课题；5年的探索中，
我们先后主持并编纂学术著作 7套、
校本读物 7本，累计完成各类成果提
炼、经验总结达 192万字；5年的实践
中，我们先后荣获国家级教育创新成
果奖 1项，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4项，
市、区级教学成果奖15项……

或许是因为头顶的那片蓝天，或许
是某种心灵的悸动，或许是一路遇见的

“重要他人”，不断地让我观照本心，遵
循着自己的心声去感知生命的美好，在
无数的上下求索、波折坎坷、喜怒哀乐
中完整地呈现真实的自己，并以这样的
一种真实一路前进，一路成长。

（作者系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
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常州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

淮安市实验小学在学校“十四五”
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幸福学
习型”学校，让学校成为“学习，面向幸
福；幸福，源于学习”的地方。学校的

“幸福生长”好教师团队是首批江苏省
“四有”好教师省级重点培育团队之
一，团队自 2020年 10月组建以来，积
极探索“幸福学习”背景下的教师发展
路径，努力使师生成为幸福学习者，学
校成为幸福学习场。

促发“幸福阅读”内生力，
提高团队专业素养

“读什么？为什么读？读得怎么
样？”学校“幸福生长”好教师团队每位
成员每学期至少读 3本书。在多次讨
论交流中，团队达成“3+X”阅读模式：

“3”是指一个学期阅读指定的 3本图
书，“X”是指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
读，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今年3月，学校好教师团队共读美
国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4
月，共读美国乌尔里希·伯泽尔的《有效
学习》；5月，共读赵周的《如何培养孩子
自主学习力》。我们通过开展系列共读
活动，真正厚实了团队的专业素养。

知然后行，行中复思。因本学期我
们共读的三本书的核心关键词是“学
习”，为了更好地激发团队成员的阅读

内生力，我们以《幸福学习的方法》为
题，将共读三本书的读后感或读书笔记
汇编成册，试图去寻找幸福学习的方
法，引导大家思考：幸福学习的样态是
什么？如何做一名幸福学习型的教师？
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幸福学习？

在学校的“幸福论坛”上，围绕《让
教育回归人性》的主题，团队成员们纷
纷提炼自己对幸福阅读的认识。任海
燕老师以“幸福、人性、教育”为关键
词，提出教育回归人性、促进人性完善
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成为幸福的人；陈
文静老师提出要“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就要更加关注学生的健康
人格和品质的和谐发展，而不是进行
片面的唯分数的教育……在一次次智
慧碰撞中，“幸福阅读”落地生长，真正
实现“知”和“行”的融合。

依托“幸福教研”项目化，
提升团队育人智慧

国际教育委员会主席埃德加曾向
全世界呼吁：要将项目化变成当下及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学习方式。

“幸福生长”好教师团队依托项目化研
究路径，设立学科协作和专题策划两
大项目研究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出的“优化教
学方式”的要求，学科协作项目研究院
开展了基于“课程综合化”的系列活
动。今年 3月，学校以“学科协作育
人：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主题开
展研训活动。活动现场，沈娟和王红
艳两位老师分别从语文和美术学科执
教《藏戏》一课，陈广东校长作了题为
《学科协作育人：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
人》的专题讲座。

学科协作项目研究院还开展了多
期研究活动。如“语文+美术”学科协
作教学的研究活动，探索学科综合育
人的路径；“学科美育”学科协作活动
结合“第二届运河文化联盟校年会”，
展示团队《引人入胜：幸福课堂的实践
建构》研究成果，并开展了 9个学科课
程综合育人的专题探究；以“理性剖析
教材结构”为主题的学科协作中，团队
成员积极开展研讨课教学活动……这
样的研究活动给年轻老师的教学方
式、育人观念带来积极的影响。

专题策划项目研究院下设“优质
辐射研究室 ”“教师理想信念研究室”

“教师阅读研究室”等 9个研究室，由
罗淑娴、包芳娟、李莉等团队骨干担
任研究室主任，全校教师自主参与，
开展以“思维语文”“数学时空”“运动
与大脑”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丰富、完

善教师成长的内涵。

建立“幸福生长”共享群，
推广团队研习成果

“幸福生长”好教师团队共 19名
教师，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
育、美术、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科学
9门学科，他们都是在学科领域有一定
专业素养的骨干教师和有发展意愿的
中青年教师。我们通过 9门学科带动
9个团队，以 19人为核心，把全校青年
教师卷入进来，形成学校幸福生长的
蓬勃样态。

“幸福生长”好教师团队还注重提
升责任担当，积极前往淮安市乡村学校
开展送教活动。截至目前，好教师团队
先后走进盱眙县马坝小学、金湖县城南
小学、涟水县南禄小学、淮安区范集小
学等乡村学校开展区域教学研讨活动。

我们通过不同教学方式，将前瞻
的教学理念展示在乡村教师面前，有
效推进教师团队建设和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在今后的教育生活中，“幸福生
长”好教师团队将在“幸福学习”的实
践路上继续探索，在成就个人的同时
成就学生，成就学校，成就未来！

（作者系淮安市实验小学幸福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淮安市“533英才工
程”骨干人才培养对象）

做幸福教师 筑学习之基做幸福教师 筑学习之基
■薛仕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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