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 100多年办学传统的江苏省南菁高级中
学，秉承了书院时期的良好学风教风，紧紧围绕
国家教育发展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立足于新课程改革、新教材实施，依托学校挂牌
成立的江苏省杨培明劳模创新工作室和语文名
师工作室，不断深入推动支援西部教育。目前，
我们无论是从省际教育帮扶，还是工作室层面援
教，或是学科建设引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积累了一定经验。

我们先后为甘肃省文县、会宁、酒泉、张掖等
地培训教师数十批近千人次，接待新疆伊犁、库尔
勒、喀什及天津、山西、河南、西藏、广西等地校长、
教师住校研修；每学年选派各学科骨干教师赴新
疆霍城江苏中学支教；选派骨干教师组团短期到
西部义务援教，定点帮扶薄弱学校；遴选具有教育
情怀的各学科名师，在西部建成 30多个工作室，成
为“东西部教育精准扶贫的典范”；2020年以来，与
新疆师范大学合作，进行了 10多次高中语文学科
在线培训，得到了新疆同行的广泛认可，对推动高
中统编教材在新疆使用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
促进和提升了江苏和西部地区教师团队的专业
发展。

由点到线：教育帮扶走进西部。2019年，笔
者作为杨培明劳模创新工作室和语文名师工作
室成员，为新疆师范大学开设了线上讲座，如《中
学教师的备课、课堂作品、论文撰写与课题研究》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特色与教学使用建议》《语文
教研组团队建设概况与实施建议》等。这是点对
点帮扶合作的开始，打开了南菁教育走进西部的
大门，激发出学校名师帮扶支援西部教育的热情

与积极性。如：南菁高中党委副书记、正高级教
师刘正旭开设高三二轮复习议论文升格训练示
范课，讲解《高中议论文教学的实践与反思》《走
向专业的语文教学》；南菁高中德育处副主任、无
锡市学科带头人高海华开设了题为《“双新”背景
下语文作业创新研究》的讲座。同时，西部甘肃
等地的教师纷纷要求加入学习，在线观摩交流。
我们工作室适时连点成线，逐渐联动成一条帮扶
支援西部教育的线条。

两年多以来，凡新疆师范大学承担的新疆全
自治区骨干教师培训任务，杨培明劳模创新工作
室都挑选精兵强将参与完成。讲课教师不局限于
南菁高中，还充分挖掘工作室成员学校资源，吸引
了不少奉献境界大、教育热情高、反思能力强的教
师通过网络开展线上培训。这样既避免了从长三
角地区到天山南北的长途奔波，又节省了大量时
间与财力。

由线到面：帮扶产生辐射效应。在与本校
名师产生联动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由线到面，与
本地周边学校名师产生联动。例如从 2021年
开始，我们邀请江苏省特级教师、无锡市学科
带头人、江苏省宜兴中学邵然老师通过新疆师
范大学网课系统上示范课《变形记》，讲解《统
编高中语文教材公开课教学案例分享》。在此
基础上，我们将联动面逐步扩展，以“区培计划
（2021）——普通高中统编三科教材培训”和
2022年 5月的新疆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培训为
例，我们尝试了联动教研，开展东西部教育合作
的新探索。我们精选工作室成员中正高级、省
特级教师，承担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两
个单元加“古诗词诵读”的示范课教学任务；组
织江苏和甘肃 11位骨干教师，进行相近文体

“近课异构”。如《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
演说》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教学任务，我
们让甘肃省张掖中学的吴杰和南菁高中的张兰
两位老师分别承担；《谏太宗十思疏》与《答司马
谏议书》的教学任务，我们让江阴高中的苏杭和
甘肃山丹一中的龙菊才两位老师分别承担；《阿
房宫赋》与《六国论》的教学任务，我们则让甘肃
武威民勤四中的高培俊和江阴山观高中的王达
星两位老师分别承担。我们以江苏教师带动引
领甘肃教师，按照教材进度，就相近的教材文
本，精心录制课堂视频，按照新疆师范大学的课
表播出，笔者进行评课，并与甘肃、新疆同行线
上互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由面到体：实现教育精准帮扶。我们通过

江苏、甘肃、新疆跨区域联动教研，探索东西部
教育合作的新机制、新途径，通过与新疆师范大
学的合作授课，引领和促进了工作室成员专业
发展。江苏与甘肃老师通过“近课异构”，使东
西部教师在备课、磨课、讲课、评课、反思过程
中得到成长和进步，实现了支援西部教育与教
师个人专业成长的双赢、共赢。这可以算是由
面到体的全方位联动。我们要求教师在备课
初始阶段熟读文本、研读教参；一定时间后提
供教学期刊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形成教学设
计，修改补充后进入试讲阶段，进而完成录课。
课堂视频播出过程中，我们特意邀请甘肃、新
疆同行线上观摩并评课互动，交流切磋，课后
把西部老师们的意见感悟、专家评课要点等，整
理反馈给授课教师，督促他们进行深度教学反
思。因为我们认为，没有反思的课堂是烂尾工
程，公开课之后不进行深度反思并形成最终成
果，就会功亏一篑。

在我们全方位引领下，东部发达地区名校骨
干教师和西部边远地区相对薄弱学校中青年教师
实现了全程互动和整体联动，东西部教育实现了
合作共赢。江苏名师在课堂教学中操作示范，在
备课过程中悉心指导，在评课环节不时肯定、褒
扬、鼓励，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双方及时商榷讨
论，在专业讲座中进行深度反思，最后形成课堂的
论文成果。“联动”使教研落地，让东西部教育合作
真正“动”了起来。

2022年 5月，新疆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结束
之后，我们将 10多位教师的教学反思精心打磨修
改，形成论文成果，推荐给语文教学期刊。

笔者以为，联动教研，教育精准帮扶的关键是
激活西部地区教师自觉、自主发展的内驱力，让他
们明确个人专业发展的规划和路径，指引他们结
合实际工作开展教学研究，让广大西部地区教师
自己有“造血”功能。作为东西部教育合作新探索
的这种联动教研方式与路径，目前只是迈出了第
一步。我们不会满足于已有成绩，不会局限于现
成做法与经验，将继续探索和开创支援西部教育
新范式。今后，江苏、甘肃、新疆三省区教师将在

“同课异构”“近课异构”的基础上，同台献艺，共同
切磋，同步提升，共赢共进，以江苏引领带动甘肃、
新疆，为推动西部教育助力献策，再次掀起支援西
部教育新热潮。

（作者系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杨培明劳模创
新工作室、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正高级教师，江
苏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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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我的首届学生，还记得 1987年 9月 23
日的第三节课吗？那是一堂语文课，我和你们拿
着废弃的胶片，站在一片荒凉的原野中，看着太阳
渐渐被月亮蚕食，圆圆的月亮成了太阳的中心，你
们兴奋地高声喊着：“天狗吞食太阳了！”日环食气
象万千，原野间的你们像小鸟一样“飞翔”。我抬
头看着天空，头抬得很酸，眼睛望得很疼，但兴致
丝毫未减，这是我教师生涯中永远不会忘却的一
堂语文课。

在你们的眼眸里，我看到了天真与快乐，从
此，我喜欢略显荒凉的原野，喜欢快乐无比的青
春，也喜欢仰望深邃的天空。原野里不仅有天真
活泼的你们，还有我的梦想，在这梦想的原野间心
境坦然，也释然。原野上可以放飞纸鸢，也可望峰
息心；原野上草长莺飞，还有孤烟落日；原野上可
以求学问道，也可散发弄舟。原野的生命年轮似
乎仅有 14圈，而 14岁的原野时时在我眼前，也在
我心间。

14岁的原野甚是简朴，抑或是简陋，简陋得可
以透过屋顶数星星，可以爬上墙头偷窥隔壁班的
上课情形，但在这样的教室里有着一样你们最为
喜欢的东西——书籍。简陋的教室里搁置着简陋
的图书箱，简陋的图书箱里躺着我精心为你们推
荐的精美图书。在书香的熏陶下，你们爱上了写
作。斑驳的教室墙壁上张贴着你们用钢板、蜡纸
一笔一画刻写出来的散发着浓浓油墨香的《小草
报》，这是你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逐梦的地方。
14岁的原野里有我们共同的梦想。

一群气势恢宏的橘红色建筑旁，有一条横亘
古今的清澈河流，还有一位守望 14岁原野的园丁。
那年，你们14岁，我36岁。

你们是如东县实验中学学子，我也调到该校

任教，和你们共同拥有了又一片 14岁的原野。虽
然离开了乡村，但我心中仍有那片朴素的原野。
原野里有茂盛的蒹葭，也有静雅的秋兰；原野里有
野芳佳木风霜，也有小桥流水人家；原野里有藤萝
飞瀑，也有古藤老树；原野里有思想的芦苇，也有
不应有恨的悲悯。

在新的原野上，我和你们在橘红色的跑道上
飞奔，不是为了争第一，只是为了爱拼才会赢；我
和你们在灯火下设计黑板报的版式和内容，不是
为了评比得奖，只是为了营造班级书香；我和你们
在文化广场的舞台上放歌，不是为了歌咏节的名
次，只是为了咏叹火热的青春；我和你们在怡人堂
的舞台上翩翩起舞，不是为了艺术节的奖项，只是
为了放飞我们心中的梦想。14岁的原野没有荒
寂，而是充满青春和梦想，因为守望，14岁的原野
更加绚烂多姿。

你们的眼睛是那样的澄澈而明亮，犹如朱
自清先生笔下的绿潭，绿潭的微波里是对文学
的热爱和向往。我和你们因文学而结缘，我带
着你们行走在名家的字里行间，与名著谈心，与
大师对话，文学的星空里留下你们和我的印记。
你们和我撑着一支长篙，漫溯于文学的柔波之
上，满载着彩虹似的梦。你们的笔下是那样的
真实而唯美，犹如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你们在
金色的池塘里享受，我在“绿岸”边为你们放歌。
你们和我因为《绿岸》校刊而结缘，更在“绿岸”
中成就着文学的梦想。你们如愿登上了江苏省
中学生作文大赛的领奖台，那年，你们 14岁，我
40岁。14岁的原野闪烁着金色的星辉，成就着
我们的梦想。

一座宽敞明亮的礼堂里，有一群聆听教学比
赛公开课的学生，还有一位执教公开课的参赛者。
那年，你们14岁，我45岁。

你们是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的学子，我和
你们因为江苏省教学优秀课比赛而结缘。赛课
之前，我在简短的交流中戏称我是你们隔壁班的
语文老师，你们顿感惊讶。我说：“我教初一（4）
班，你们是初一（5）班，我是不是你们隔壁班的语
文老师？”你们上课时喜欢大声嚷嚷，我和你们约
定，在第二天的语文课上，我做一位好老师，你们
做认真听课的好学生。第二天的语文课堂，你们
真情阅读，抢着发言，争着辩论，课堂上满是你们
的声音与思想。通过阅读贾平凹的《月迹》，你们
多了一份对美好的向往，让 14岁的原野里充满
了希望和梦想。

一本鲜红的特级教师证书，折射出一双双天
真而渴求知识的眼睛，也映照出一位既想做经师
更想为人师的追梦人。那年，你们14岁，我47岁。

14岁的原野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永远都是 14
岁。虽然我的“年轮”在不断增加，但因为有你们，
我守望的教育原野始终至真、至善、至美。

14岁的原野里的至真，催促我探寻语文教学
的本真。我以“语言为本，文化为真”架构起“本
真语文”的教学主张，建立了基于“本真语文”的

“学力课堂”。我引导你们在经典名篇的原野中
阅读欣赏，培养你们的阅读能力；和你们共同行
走在文学的原野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锻炼你
们的表达能力。我们浸润在语文教育的原野间，
濡染在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之中，拓展文化视
野，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能力。在与你们一
起成长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国家级与省级教学成
果奖，并成为正高级教师，那一年你们 14岁，我
49岁。

14岁的原野里的至善，激励我不断寻求合作
与成长。借助名师工作室这样崭新的平台，我得
到了和全国各地教师切磋交流的机会。我的教育
星空里有了秦腔晋调的对话，让我的教育世界变
得更加辽阔高远；有了齐风鲁韵的交流，让我的教
学思考更加全面深刻；有了岭南客家的融合，让我
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不断追求完善。

14岁的原野里的至美，激发我对美好未来的
向往和追求。我坚信教育要知行合一，在 14岁的
原野中，和学生一起追求“学会学习”的教育至美。
我在教学中寻求课程整合，担任江苏省初中语文
学科发展示范中心主持人，尝试着进行“语文学科
项目化学习”课程的开发与实践。你们在演讲的
舞台上纵横捭阖，我为你们的全面发展加油鼓劲；
你们成为学习的主角，我是陪伴你们学习的伙伴；
你们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我为你们引导成长的方
向。14岁的你们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我为你
们14岁的原野谱写奋斗的华章。

14岁的原野是我每天呵护的原野，原野里春
和景明，桃红柳绿。更重要的是，原野里有 14岁的
你们，还有渐近于耳顺的我。

14岁的原野，我将一直守望！
（作者系如东县实验中学教师，正高级教师，

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南通市中青年
名师李旭东工作室领衔人，南通市初中语文学科
基地负责人，江苏省初中语文学科发展示范中心
主持人）

守望14岁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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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生机盎然的原野
上，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学
子，还有一位初登杏坛的逐
梦人。那年，你们 14岁，我
22岁。我从南通师范专科
学校中文科毕业后，进入地
处乡镇的如东县新光初级
中学任教。

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西部部分
地区学科团队建设相对滞后，教研组
内缺少引领者，教师们更多的是各自
为政、单兵作战，加之地域广阔，学校
之间空间距离比较远，校际交流比较
少，中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提升进展较
慢。统编教材的全面推广使用，对西
部地区部分学校而言，在教和学两方
面都有一定难度。江苏作为长三角
腹地教育发达地区，有义务引领和带
动西部地区教育均衡发展。

以孩子们爱听能懂的“童言
童语”讲好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
事。多给少年儿童讲一讲、听一
听这些故事，这是我们发扬优良
传统，坚定少年儿童理想信念的
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
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
队、入团、入党，是青少年追求政
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在新
时代的今天，引导教育少年儿童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我们更要注重讲好
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
那些少年英雄的故事，让他们知
道党和国家的昨天，倍加珍惜幸
福美好的今天，牢固树立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

以孩子们有“共鸣”能“共情”
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我
们可以组织开展童声颂党恩文艺
展演、童心绘蓝图绘画展示、童悦
书香阅读分享等“少年儿童心向
党”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这些活
动能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
风貌，对于学校老师等组织者来
说更需用心用情用力，既要做好
指导，又要力求让孩子们放飞心
中梦想；既要明确活动主题，又要
力求让孩子们有着自我创造；既
要有老师、家长与孩子们的积极
互动，又要避免把成人意志强加
于他们。要做到生动活泼、富有
童心童趣，让少年儿童能以自己
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党和祖国
的热爱，表达自己学习、成长、进
步和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愿
望，这样的活动才有意思、有意
义、有品质。

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文化和精神。
“六一”是一个富有重要意义的节日，节日一年一
次，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培养来说却是长期的。我
们要以“六一”儿童节为契机，更好地促进对少年
儿童的教育引导。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新时代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把青少年培养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的教育要
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东西，同
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成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
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不仅对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也对
青少年茁壮成长提出了更加美好的期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学校
要大力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前瞻性发展，用少年儿童
易于消化吸收的方式，讲清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
值理念、鲜明特色，使之成为孩子们的深厚力量源
泉。孩子们不仅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更要重视思
想政治等社科类知识的学习，课堂内容要兼顾中西
文化，在融合开放中强基固本，为青少年提供广阔的
知识视野和思维方式。要培养少年儿童批判性思维
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讲清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和当前文化安全形势。要在
课堂内外搭建交流平台，创设良好氛围，帮助少年儿
童理解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培养青少年跨
文化的沟通和适应能力。要组织鼓励学生走出教
室、走向社会，广泛开展调查寻访、研学实践，读好社
会这本“无字大书”，在广阔的社会大课堂增长才干，
锤炼本领。要引导教育广大少年儿童将个人和社
会、劳动和奉献、学习和实践有机统一，悟透“有字之
书”、融通“无字之书”，使自己的思维视野和认识水
平与时俱进，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
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中坚
定理想信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跑
好属于他们这代人的这一棒。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少年儿
童，是万家的期许，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少
年儿童，就像是初升的太阳，蕴含着逐渐壮大的力
量。笔者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通过长辈的言
传身教、学校的悉心教导和社会的耳濡目染，家校社
就能共同营造出更好、更宽松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
的欢歌笑语传遍大江南北。少年儿童一定会立足中
华大地，厚植家国情怀，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成为拥
有“四个自信”的孩子，以高度自觉走好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

（作者任职于句容市教育局）

在今年“六一”国
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
国妇联、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
10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拥有“四个
自信”好孩子为重点，
以孩子们有“共鸣”能

“共情”的方式，组织开
展“少年儿童心向党”
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让
广大儿童度过一个健
康、快乐、有意义的节
日。今天，在欢度节日
后，我们教育工作者仍
需谨记身上肩负的引
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