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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抽屉里，藏着一份小小的喜悦：你好漂
亮啊/彩虹花精灵/赤橙黄绿青蓝紫/你陪我们读书/
和我们玩课程/你悄悄把阅读的种子在孩子心中
撒播。这是我们班一个叫曹雯颉的小姑娘写给我
的生日赠诗。“彩虹花精灵”是孩子们送给我的
名字。

和新教育相伴的 15年，我还有很多的名
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首歌，一个美丽的新
教育之梦。

“执着前行”

2009年 8月，如东成为新教育实
验区，我第一次知道新教育，第一次走
进“教育在线”。在那里，我看到了“只要
付出，就有收获”，我发现教育可以这般幸
福，孩子的童年可以这样充满诗意。我决
定，再也不能重复昨天的故事。于是，我选择
用“执着前行”作为网名走上新教育之路。从
此，读书、写作、研发课程、做公益活动，成了我生
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小海螺妈妈”

2012年 8月 15日，学生琪琪的妈妈打来电话，
想请我劝说孩子转学，因为他们均在城里工作，爷
爷奶奶年纪大了，照顾不了琪琪。电话接通时，孩
子哭着说：“我不想离开你，我不想离开小海螺班，
我还要听小海螺妈妈讲故事。”孩子在电话那头
哭，我在电话这头哭。8月 30日开学报到，当琪琪
背着书包走进小海螺班时，立马向我扑过来，我们
紧紧抱在一起。

从 2009年到 2013年，在那所被农田包围的凌
河小学，在那间叫“小海螺”的教室，我有了第二个
名字“小海螺妈妈”。为了让这群农民、渔民的后
代爱上阅读，我用稿费给孩子们买书，全家总动员
自制晨诵读本。我们一起晨诵、午读、暮省，玩各
种各样的课程。慢慢地，这群充满乡野气息的孩
子，也散发出浓郁的书香。而今，每年教师节，我
还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小海螺们”的问候短信，
一个教师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忽悠老师”

2013年 9月，我调入宾山小学。2015年 4月，
童喜喜老师在宾山小学讲座之后，发了这样一条
博文：“上午参观实在又智慧地做新教育的宾山小
学，种子教师张小琴班上的学生作文令老师们称
赞，刘崇国局长笑评：种子教师有个共同点——把
父母‘忽悠’得特别好。很自豪。”我转发了这条
博文，就这样，我拥有了第三个名字——“忽悠

老师”。
怎样“忽悠”呢？首先是写信。开学时我写

《请你跟我一起来》；妇女节，我说《做个不唠叨的
好妈妈》；父亲节，我要求《爸爸要做家庭中的定海
神针》；期末复习期间，我告诉父母《除了分数，我
们还有很多》。

这 15年来，从偏僻农村小学的“小海螺教室”
到县城小学的“小豆豆班”再到“彩虹花读写教
室”，在那一间小小的教室里，我和孩子们每天坚
持阅读、写作。仅 2023年上半年，我们“彩虹花读
写教室”的孩子们就发表了习作 19篇，10多个孩
子获省市级阅读写作奖项。

“小琴老师”

20多万字，100多封信，让我们的家校关系越
拉越近。你听，我又成了家长口中的“小琴老
师”。你看，开学前，家长们整理好了阅读漂流书
包，印好了阅读存折；节假日前，他们策划活动，
布置教室；我们一起去亲子游，在海边放风筝，参
观猕猴桃园；他们主动加入新教育，成为萤火虫
工作站的义工……2018年，我们的“小豆豆班”获
得了全国新教育十佳完美教室。

2021年，我调任到如东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新学校只有 3个年级，在校学生 400多名，大部分

为随迁子女。如何调动这些在工厂打工、卖水果
的父母们开展亲子共读呢？学校赠书，校长带读，
每周交流。我们每期招募 30人，一个月阅读一本
书，就这样带动着一批批的父母爱上阅读。为了
更好地开展家校共育，我参与设计了“家访七彩礼
包”，着力从学习习惯、饮食习惯、家务劳动、每日
锻炼、交通安全、儿童阅读和父母阅读 7个方面，
结合年级特点开展个性化设计，确保每一名家
长都能得到最匹配孩子当前发展情况的指
导。老师们利用家访机会，带上“礼包”，面
对面地与父母交流。

“彩虹花精灵”

2015年 4月，我以新教育春季种子的
身份申请成立了新教育萤火虫如东分站。9

年来，分站坚持“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立体推
动”的模式，开展活动100多次。
2017年寒假，我在分站内开启“彩虹花挑战

寒假”网络共读活动。这次共读结束的分享会上，
我们以“春天，种下一粒阅读的种子”为题，奖励所
有参与共读的孩子一本书、一包花种子。那次活
动之后，我就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彩虹花精灵”。
如东分站的“彩虹花亲子阅读”也成了“书香如东”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线上活动丰富多彩，线下活动亦精彩纷呈。
“妈妈我爱你”“春到梅花山”等亲子活动，让父母
和孩子越走越近；“我和爸妈一起读”“用爱陪你长
大”等阅读讲座则让父母从他人的分享中获得家
庭教育的经验。

“能量姐”

很多人问我：“小琴，你是校长，又要担任一个
班的语文教学，还要做公益，你哪来那么多精力？”
他们送我一个名字“能量姐”。其实，我也没有超
人能量，也很多次想躺平，但我更知道作为新教育
榜样教师，必须跳出“舒适区”，才能享受不一样的
教育幸福。于是，我申请南通市“十三五”课题《构
建“全阅读”课程的实践研究》，参加《中国教育报·
好教师》的整本书阅读打卡学习并获得“阅读之
星”，参与“亲近母语”的“明师导读”活动。2023
年，通过层层选拔，我有幸入围昌明教育基金会新
教育首期“追光女教师资助计划”。这几年来，我
远赴河南、河北、福建、四川、辽宁等地执教阅读指
导课及完美教室缔造讲座等40余次。

曾经，守住一间教室是我最大的梦想。现在，
我觉得有责任带领更多青年教师缔造更多完美教
室，让更多孩子爱上阅读、爱上写作，实现藏在心
底的那个美丽的梦想。

那些名字那些名字，，那些梦那些梦

■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张小琴

2015年 7月 19日，一个难忘的日
子。朱永新老师应邀来新沂市举办新
教育通识培训。带着曾经的“熟识”，
我以一个“知己”的身份，激动无比地
迎接朱永新老师，迎接新教育。

朱永新老师演讲结束时，校领导
带着我，就这几年来“家校共育”取得
的一些成果，向他作了简短汇报。没
想到朱永新老师异常开心，让我们跟
下午开设讲座的老师联系。

那天，我热血沸腾。我觉得自己
有了方向，找到了奋斗的目标。

为了能给予学生和家长更多和更
好的，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更加主
动成长。每次新教育有培训，我都积
极要求参加。两年多时间，我参加江
苏海门、河南、山东等地培训近十次。

如果说一次次培训为我点亮明
灯，那么一次次阅读则让我有力前行。

顺着新教育的指引，我再次学习
了朱永新、李镇西、孙云晓等老师的几
乎所有著作；我参加新教育网师培训，
选修家校共育课程，读了专业的家教
书；为了领读家长，我研读数百本家庭
教育专著。除了读，我还听，樊登读书
会、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都是我的听
书软件。

每天早晨，我5点起床，坐在灯下读
书学习；每天晚上，我11点休息，反思总
结整理……几年时间，我写下了80多万
字的读书笔记，探索梳理出家校共育的

“1236”模式（一个目标、两手抓起、三维
卷入、六措并举），编辑了3本共约40万
字的家校共育校本教材，还编写了《新
生入学家长指导手册》，设计了《家长读
书笔记》《新生家长入学通知书》。

为了唤醒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
在我的建议下，学校做了“改变，从阅
读开始；教育，从家庭出发”的巨幅标
语，立于教学楼顶，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

我用近 6年的实践、思考和积淀，
总结出《给家长的 35条建议》。学校将
其做成 35块展板，安装在校园围墙的
栅栏上，供每天接送孩子的家长了解。

“35条”后来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的
“家教周刊”上。

我们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父母的成长需要，定制了
24本家教必读书目，实施父母培训系统化。我们引导家
长每学期必读两本，并召开两次读书交流会和主题培
训会。

为扎实推进家长的阅读与学习，班主任会定期给学
生家长“布置”阅读家教书籍的作业。每周五，我们会给
家长推送好的家教文章或小视频、影视剧等，鼓励他们学
习并提交学习心得。

为引导家长与孩子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我们每学期
结束都鼓励家长书写生命叙事。请他们回顾自己和孩子
读了哪些书，有哪些收获，一家人有哪些改变，最后结集
成书。我们太阳花班家长的生命叙事集《晒太阳》，受到
朱永新老师的多次大会表扬。

到底家长学习了多少、成长了多少呢？我们又特别
制作了《新父母成绩单》，包括家庭和谐、陪伴成长、父母
阅读等共计 10条，对家长予以考核。这里重点推荐孩子
给父母评分的办法，让孩子向父母“要付出”，对他们进行
实时监督。学年末，我们根据孩子的评分以及家长的自
评、互评，选出班级十佳新父母，并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

我们还把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与教子方法编成
剧本演给家长看，编成歌曲供他们传唱。《为爱成长》就是
我们自己编写、谱曲、演唱的家长学校校歌。

家长们通过阅读家教书、参加交流会和培训会、做班
级义工、参与学校亲子活动等收获了很多成长。

有这样一名妈妈，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根本无法独
立阅读。我们“布置”阅读第一本家教书《朗读手册》的作
业后，她跟儿子说：“宝贝，你来当妈妈的小老师，教妈妈
认字，好不好？”儿子一听这话，读书的劲头就更足了。就
这样，一年下来，妈妈的阅读已经完全没有障碍。她说：

“王老师，我记性不好，在你还没布置下一次作业之前，我
把手里这些书一遍一遍地看，最多一本书看了四五遍。
现在我发现，饭可以一天不吃，书不可一日不读！”孩子也
在教妈妈的过程中学习更积极主动，性格更自信开朗。

家长中有公司老板，也有个体商户；有的是大学文
凭，也有的是小学毕业；有亲生父母，也有继父继母……
无论哪个层面的父母，都在读书学习、亲子陪伴中有了了
不起的进步。主动参与是他们的姿态，阅读是他们的秘
密武器，交流会是他们互传能量的主阵地，陪伴是他们的
第一心得，成长是他们的最大骄傲，改变是他们一家人的
福气。

如今，我的家校共育经验影响了全校，辐射了整个新
沂市，并逐渐走向全国。2018年，我到陕西省千阳县的启
文小学支教。两个多月时间，我就把他们的家校共育工
作带动了起来。

随着新沂市新教育的深入开展，全国新教育实验开
放活动、全国新教育实验区工作会议先后在我市举行，我
校的家校共育探索获得了全国新教育同仁的认可和赞
誉。近两三年，每年都有一批批外地教育同行来我校参
观、考察。本人也因此走上央视，走向全国新家庭教育文
化节、全国新教育年会等不同场合分享经验，并受邀到全
国各地为教师宣讲，为家长赋能。

还有什么比点燃一个人更幸福的事儿呢？何况，是
一群人！

孩子的需要是我坚持的理由，家长的成长是我不懈
的追求。家校共育改变了太多的教师和家长，改变了太
多的孩子和家庭，更改变了我，成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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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一间小小的乡村教室守住一间小小的乡村教室
■河南省武陟县育才学校 宋新菊

我如同一粒沙，平凡普通。我的家乡地处中
原，位置普通；生活在小县城里，经济普通；26年坚
守一间小小的教室，没有丰功伟绩，经历普通……

曾经的丑小鸭

1994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沁阳
师范。第一节体育课上，大家交流最喜欢的4个体
育项目，我却只知道体育考试的4项。同桌说她喜
欢“跳木马”“引体向上”，这些名词对于我来说太
陌生了。因为认知的贫瘠，我只能沉默。

更让我手足无措的是做课间操。没听过广播
体操的音乐，我一个动作也不会，傻傻地站着。“别
看考了第一名，就是个乡巴佬。”我的“与众不同”
引发了同学的议论。那一刻，我感觉我就是大家
眼中的丑小鸭，第一名的成绩反倒成了我的

“耻辱”。

一个人的努力

1997年，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被分配
到出生的地方——一个只有两条街道的小村子。
学校师生员工只有72人。看到和我一样土生土长
的村娃，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发自内心地
笑过。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什么是我想
要的生活？贫困农村的儿童应该拥有怎样的童
年？几年后他们走出校门，结婚生子，集市卖菜的
命运能否改变？……

我想把我见到的“世面”呈现给他们，为他们
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于是，我用我的方式讲
课，坚持给他们读书，带着他们学跳舞……我不想
他们走出去时也被称为“乡巴佬”。我的心里憋着
一股劲，我要强大起来。我是天生喜欢当老师的
人，优质课，我从乡镇的东部讲到西部；全乡第一
的成绩，我们班从一年级持续到小学毕业。我被
发现、被肯定、被调离，进入了初中。为了激发自
己的潜能，我尝试了初中所有学科的教学。在进
行多种教学尝试之后，我仍然困惑什么样的教育
才是好的教育。

命运的转角处

2009年，我遇见了新教育。当“儿童就是可能
性”“无限相信儿童的潜能”“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
东西”这些理念冲击我的认知时，我决定改变自己
的行走方式，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我开始用
行动守护一间小小的教室。

充分利用乡土文化、淳朴民风，和“尺码相同”
的父母们一起努力缔造一间可以长大的“小梅花
教室”，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追求。

全学科参与研发课程

“小梅花教室”的主题文化中必不可少的是
“梅文化”。语文课上的晨诵共读、美术课上的绘
画欣赏、社团课上的手工制作、道法课上的案例分
析……这样全息性的课程，激发了全学科教师共
同参与，我们努力把一株梅的美好、深刻用生活体
验的方式传递给孩子们。

梅文化启动仪式上，我们用手指画梅花，在心
中种植梅花；美术课上，我们用墨水吹梅花，瞬间
成就了梅艺术的美；道法课上，我们结合生活事
件，叩问做法，学习梅的精神品质；周末课余，我们
在 T恤上手绘梅花，绘制文化衫……丰富的内容、
立体的生活，我们真正做到了“艺术之美，成人之
美”。梅这种生命镜像，成为教室里共同的生命密
码，促进小梅花的成长蜕变。

此后的“恐龙课程”“黄河泥埙课程”同样也是
以全学科的方式进行研发的。

充分挖掘、利用乡土资源

我们是一群扎根在黄河之滨的乡土人。本土
文化、本地资源，是研发课程的最佳抓手。“黄河”
课程包括“源头文化”“书法诗词”“歌舞戏剧”“黄
河建筑”等内容，是一个综合性学习过程。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之中，在更久远的岁月以前，我们的先
人是怎样从母亲河畔诞生，并以此为源头发展起
来的，他们怎样栖息劳作，怎样与世界联系在一
起，一个个伟大的灵魂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

确实，课程跨度很大，要巧妙地选择课程入
口。“泥埙课程”就是在这个大课程背景下进行的
积极尝试。我们从黄河边挖来黄河泥，进行了两
个月的玩泥生活。软软的黄河泥被驯服了。为了
让这种乐器能演奏，我们需要用石膏制作泥埙的
模子，做出同一个调子的泥埙。全部的泥埙制作
好后，我们一起钻孔、正音、晾干、烧烤、绘制梅花
标志。音乐老师为我们谱写班歌《小梅花》，我们
不间断地练习吹奏。

“泥埙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我们还到黄河滩
边走一走，体验黄河水的浑浊，学一学水位的提升
对河堤安全的要求，吃一吃黄河滩西瓜，玩一玩沙
滩烧烤。50多个家庭、100多人的大团队游览嘉应
观，研学“黄河故宫”，实地体验黄河文化，努力把
身边的乡土资源利用到极致。

泥埙浑厚的音色陪伴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
秋。我们不断遥想：有一天，我们用自己制作的泥
埙吹奏《黄河颂》《梅花三弄》，那该是多么美好的
事情呀！

携手梅花父母共同成长

家校携手，是缔造一间完美教室必不可少的
条件。每日一语、每周一信、每期两会是我们家校
沟通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我们还成立了“武陟
新父母阅读分站”。每周五举办讲座，半年下来，
44次线上、22次线下活动，精彩纷呈。

特别难忘的是带领分站的孩子们假期共读
《丑小鸭》。读着读着，我在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
自己。曾经的“丑小鸭”，3年的师范磨砺、12年乡
间耕耘、14年新教育塑造。其间的痛楚磨砺、挣扎
蜕变，一起涌上心头，我哽咽了。

共读中，梅梅的成长有目共睹。梅梅是婚前
子，全家人都不喜欢她。她不愿意学习，写不好生
字。当看到丑小鸭被兄弟姐妹欺负、被迫离开家
时，她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所有的孩子都记在
了心里，想表达对梅梅的关爱。

共读中，我们一次次叩问：“丑小鸭知道自己
会成为白天鹅吗？你需要怎样努力，才能突破自
我变成白天鹅呢？”梅梅也在心中叩问自己，她努
力修复自己的伤痛，勇敢走出自我。

舞台剧表演时，梅梅扮演的丑小鸭眼中有光，
绽放出了生命应有的光彩。共读结束时，我们给
她颁发“丑小鸭奖”。她读起了富兰克林的小诗
《我的自画像》——在我的努力坚持下，我终将会
成了所有美好的中心。

为你，千千万万遍

我带了3届“小梅花班”，小梅花的故事在全国
开放周上讲了一次又一次。

去年金秋的一个午后，正在中国社科院读书
的天月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老师，今天我去了中
国童书博览会做志愿者。看到《犟龟》《活了一
百万次的猫》，一阵阵感动涌上心头。当年，是
您带着我们在童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我得以在
经典的滋养中成长，领略仅凭自己看不到的风
光……收到天月的留言，我又一次流泪了。从
2009年开始，我带着小梅花们启程，一路上，多
少的委屈不解，多少的疲惫伤感，此刻都化为欣
喜慰藉。

黄河之滨，太行脚下，小小的怀川之地，这样
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我和我的这群乡村孩子一天
天褪去稚嫩，走向生命的完整幸福。2023年 8月，
我获评第七届“全人教育奖”。这是岁月给予我的
额外奖赏。未来的日子里，我想用我的爱，携手每
一个与我生命相遇的孩子，抵达更加温暖明亮的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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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新教育的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