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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是一个让我泪流满
面的月份——我被确诊患有重疾。
与此同时，我邂逅了新教育。在那段
最煎熬的日子里，是新教育重新点燃
了我。培训时，我认真听课，内心暗
暗憋着一股劲，逐渐升腾起一种迫切
想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冲动。

“师生共写”，是我最期待的生命
状态。新学期一开学，我便和孩子们
商量，勾勒出共写随笔的新蓝图——
我们通过日记、书信、批注等互相交
流、激励，用“三省吾身”的方式书写
生命中每一个幸福的瞬间。就这样，
我们一边坚持阅读，一边开始写
起来。

共写日记，记录生命中的温暖

没等开学，我便迫不及待地开始
写每日千字随笔了。遗憾的是，由于
身体原因，我只坚持写了两篇。如今
虽然没有每日写千字文，我依然坚持
写日记。我和孩子们彼此交换日记，
享受心灵与心灵的碰撞。这是一篇
写给孩子们的日记：

“今天中午，由于邱老师和金老
师外出有事，我便自告奋勇来值班。
生病后，我就再也没有值班，也没有
和你们一起吃过饭了。所以，今天我
特别兴奋。

第 2节课一下课，我就急着冲
进教室叮嘱你们：‘第 3节课下课后
在操场上快速排好队，我带你们去
食堂吃饭！’当时你们很安静，并没
有 表 现 出 高 兴 的 神 情 ，我 有 点 纳
闷。这时，峻希同学突然站起来，
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定：‘不行，胡老
师！你不能晒太阳！’那一刻，我的

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半天说不出
话来。开学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
不能晒太阳，以后再也不能带你们
出操了。你们竟把老师的话深深
地记在心里，时刻惦记着老师……
确诊后的那 10天，我无法入睡，整
日以泪洗面，那泪水是多么苦啊！
回 到 学 校 以 后 ，我 就 再 也 没 有 哭
过，因为我答应过你们要坚强地面
对。但是今天，我的眼眶再次湿润
了，因为你们是那么纯真，那么温
暖，那么善解人意！

今天的队伍排得格外整齐，你们
一路小跑着来到食堂阴凉处，说是怕
紫外线晒着我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师！谢谢你们，
我最可爱的孩子们！”

孩子们也分享了他们的日记，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我的感谢、担忧
和鼓励。此时的班级成了一方磁
场，我们共同享受着生命的完整与
幸福。

除了有自己的私密日记本，孩
子们还有几本班级循环日记本。
我将学生分成 5个小组，每个小组
有一本循环日记，孩子们轮流写日
记，每月评选出一个优秀小组并表
彰。我每天批阅循环日记，并作一
些批注，在晨读的时间与孩子们一
起分享。

班级循环日记是有“读者”的日
记，能很好地满足孩子们的表现欲，
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每天，我都能
读到孩子们真诚用心的文字，其中有
他们的观察所得，有震撼心灵的阅读
感悟，还有关于生活的疑问和烦恼。
从笔尖流泻出的温情，一次次温暖着

彼此的心灵。

互通书信，架起心灵的桥梁

除了写日记，我和孩子们还经常
用书信沟通。写信是很好的交流感
情的方式，开学前、学期末，或遇到重
大事件时，我都会给孩子们写信。孩
子们也都会给我回信或写信，和我分
享喜悦、倾诉烦恼。2021年暑假，我
给孩子们写了这样一封信：

“这几天，脑子里出现最多的是
你们，想得最多的也是你们。还记得
一年级时吗？我让你们在彩色的卡
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你们那稚拙的
文字至今还留在我的抽屉里，我像纪
念品一样珍藏着……

可是最近，老师生病了，是那种
有点顽固的毛病，每个月还要去医院
复查。你们说，我还带你们吗？学校
同事和身边的朋友都建议我不要带
主课了。是啊，带语文课确实会忙很
多，而且如果经常去复查，我又担心
会影响你们的学习。可是，如果把这
一切都放下，我的心里又空落落的。
每次想到这里，我的鼻子都会发酸。
这两天，我无比煎熬。经过各种思想
斗争，我决定还是继续带你们，因为
我真的舍不得你们，舍不得我们这个
温暖的班集体，我做不到把你们完全
放下！能继续和你们一起上课，我就
满足了！”

之后，家长和孩子们给我回复了
很多感人至深的信，让我热泪盈眶。
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叫玖烨的女孩发
来的文字，她坚持要送给我一只小白
猫：“胡老师，您在家休息的时候一定
非常寂寞，就让这只猫咪代替我陪伴

您吧！这是一只安静而且讲卫生的
猫，您一定要收下。我的外婆也是生
了重病，每天坚持锻炼，变得自信乐
观，恢复得很好。您一定不会有事
的，我每天都会为您祈祷……”

如今，再回忆起这些文字，我依
然很感动。这是一群多么单纯可爱
的孩子，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呢？

创意写作，挖掘创作的潜质

我鼓励孩子们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尽情地写，他们除了完成读书记
录外，还会创作小诗，尝试写散文、
小说，甚至编写剧本并表演。看完名
著和电影后，也会试着写书评和影
评，并在读书交流会上发表自己的见
解。比如，看完《城南旧事》的原著和
电影后，他们记录下了这样的心得：

“电影和原著还是有差异的。电影删
除了《兰姨娘》的部分，将重点放在
《惠安馆》《我们看海去》《驴打滚
儿》这 3个篇章，并将它拍成了‘疯
女人秀贞的故事’‘小偷哥哥的故
事’和‘宋妈的故事’……”

没想到孩子们的思考如此深入，
听完他们的分享，我也为之震撼。真
是一群爱思考、爱动脑的孩子！

就这样，坚持用文字记录生活已
成为我和孩子们共同的习惯。我们
喜欢共读共写，喜欢这种没有束缚的
交流。写着写着，我们的表达水平也
逐渐提升。孩子们写的文章获得省
级奖项 10余次，创作的小诗也在省
级队刊《少年博览》上发表。

近一年来，我和我的孩子们共同
享受着流泻在笔尖的温情，努力过上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享受流泻在笔尖的温情
■安徽省广德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胡清蕾

我爱好文学，但在教育专业写作与
指导学生写作上，一直缺乏深入、系统
的思考。参与新教育实验后，我似乎打
开了专业写作的大门，与学生一起开启
了“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延伸之路。

写作者的延伸——
从教师到学生

2017年暑假，我成为李镇西老师研
修站第 2期学员，跟随李老师进行为期 2
年的新教育理论学习。

李老师有个令人佩服的习惯：坚持
每天写文章。他鼓励我们多动笔，尤其
要在专业写作上下功夫。在李老师的
带动下，工作站成员都积极行动起来，
我也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名曰“艾弥儿
的胡言胡语”，用来记录我与“朝天乐”
班学生的点点滴滴。从 2017年 10月至
今，我写了 500余篇文章，部分在专业报
刊上发表。

李老师的教育理念与写作习惯，深
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不禁思忖：我能像
李老师一样，把对写作的热爱延伸到学
生身上吗？新教育实验告诉我们：“共读
共写共同生活，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的必由之路。”于是，我决定和学
生们一起共写。

三年级暑假开始，我们的师生共读共
写拉开了帷幕。学生们在课本中新学了
写书信。暑假里，我设置了一个共写任务：
学生们给我写一封信，我再亲笔回复，并且
都通过邮局寄出。所有信件原文，我以“双
鲤记”为主题分10期发布在公众号上。

写作形式的延伸——
从个人创作到集体共写

新教育倡导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将写
作与生活连为一体，并成为反思交流的重
要手段。我们的共写可分为因材施教式的
个性化写作与聚焦单个主题的集体共写。

我常以学生的经历临时命题，来源于生活的主题往往
能出其不意地产生好文章。张朗鸣同学竞选校园剧落败
后失意，又在文章中重获自信；叶小典同学吃坏了肚子在
家养病，康复后一篇妙文赢得全班笑声；小白同学因父母
离婚的痛苦，她在文中对我这个班主任毫无保留地倾诉。
我给铃铛同学推荐了《穗子物语》这本书，她效仿着写了一
篇《苏红霞阿姨的故事》。我给她建议，就把这个系列写下
去吧，说不定这就是属于她的“铃铛物语”。

集体共写求精不求多，共写主题一定要是学生真正能
写、想写的。学习《匆匆》这篇课文后，我和学生一起写下对
时间的感悟，再用两节课的时间鉴赏、修改。 我把这天的情
景记录下来，把学生们的习作放进去，写成了《匆匆的背影》
一文。谁知，这篇小文勾起了他们一年级启蒙老师吕老师的
无限感慨，决定回学校看望学生。这热闹温馨的场面催生了
《匆匆的背影》（续），又立刻生成了另一个共写主题《穿越回
到X年级》。课堂上，学生们“脑洞大开”，回望自己的小学经
历，遗憾与惋惜、不舍与伤感，都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

体裁的延伸——从单一习作到多文体拓展

除了常见的叙事习作外，我们还拓展了更多体裁。五
年级，我们共读《红楼梦》，拓展了两个与阅读相关的写作
主题：“同写红楼梦中人”，写自己对红楼中人物的评价；

“同是红楼梦中人”，将红楼梦中写人叙事的手法迁移到自
己的作文中。“共读红楼”与“共写红楼”成为了“朝天乐”班
一项独具特色的小成果。

结合班级“戏曲”主题，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我们每学
期选择一两篇课文，小组合作进行课本剧改编。人物对话式
的校园剧剧本逐步升级，六年级时，学生已经能够写出简单
的四幕剧，还有的能够以戏曲韵文、唱词的形式写戏曲剧本。

评价延伸——从常规评价到信息技术支持

2019年暑假，从李镇西老师研修站毕业时，李老师让
我们写毕业感受，每一篇文章他都亲自点评，并发布到他
的“镇西茶馆”公众号上。

李老师的方法启发了我。对学生来说，老师的肯定与
点评尤为珍贵。我将寒暑假习作的提交与评改放到线上，
习作改为每周一次。这样及时有效的评价和建议，是激励
学生写作的有效手段。学生有了佳作，我也会专门撰文点
评，随时发布在我的公众号。

我从李老师的研修班毕业了，“朝天乐”班的孩子们也
从学校毕业了。因李镇西老师的言传身教，因新教育“共
读共写共同生活”理念的引领，我和学生们一起留下了那
么多难忘的回忆。他们的成长足迹与我的教学生命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交错成独一无二的体验，并将在各自的人
生岁月中无尽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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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是东阳市新
教育实验区的首批试点学校，新教育
的种子早已在每位师生的心田扎根
发芽。我校努力构建专业课程，落实
以“晨诵—午读—暮省”为核心的儿
童课程，和以“专业阅读+专业写作+
专业发展共同体”为核心的教师课
程，搭建多种平台，组织多彩活动，促
进师生的成长。

教育随笔是教育者进行思考和
创作的重要形式，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重要途径，也是反思型教师成长
的必经之路。我校给教师统一发放
随笔本，鼓励教师写教育日记、教育
感悟、教学案例等，记录反思日常教
育和学习生活，并将随笔活动贯穿
在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中。同时，对
教育随笔进行网格化管理，做到周
周检查、月月公布，并择优发布在微
信公众号上。

每周二是“学生随笔日”，学生共
写随笔，其他学科不布置任何家庭作
业。随笔的内容以学生的生活体验
为主，可以写学校活动、班级事件，也
可以写生活体验、读书心得、活动感
想，我们也鼓励学生把写随笔的习惯
延伸到课外，把平时的所见所闻所
想，都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下
来。一年级的孩子因书写和表达能
力不足，刚开始还是以简单的口头说
话训练为主，拍摄视频上传班级微信

群即可。
对于横小的孩子来说，随笔本是

一件精心雕刻的艺术品，一个随时可
以分享喜悦、倾诉烦恼的朋友。孩子
们对封面进行设计、美化，撰写卷首
语，在绘写中学会观察、乐于表达，做
生活的有心人。

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随笔不是
为写而写，更是为了共享写作的快
乐。读书交流会、跳蚤书市、作家见
面会、班级随笔论坛、教师读书沙龙、
随笔教学研讨会……这些都是师生
切磋交流、分享读写生活的平台。

扎实推进活动、夯实写作基础
后，我们收获了累累硕果。几年的随
笔写作下来，教师们积累了更多素
材，获得了更多教学经验，在各种论
文、案例评比中屡获佳绩。学生们的
随笔更是从稚嫩青涩渐渐走向成熟，
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百余篇，在
省、市级征文比赛中也多次获奖。

一篇篇精彩纷呈的灵动之作、一
本本别具一格的随笔集是师生共同成
长的见证，更是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更可喜的是，每个班级都制作了
一本随笔班刊，从选稿、编稿，到设计、
排版，都由师生通力合作、携手打造。

作为新教育“师生共写随笔”盟
主学校，我们在致力于将本校师生读
写活动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的同时，力
图带动盟员学校共同发展。我们制

定了《随笔润泽心灵 联盟共享发展》
方案，统一部署，搭建平台，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进步。

在扎扎实实做好“规定动作”的基
础上，我们还发挥各联盟学校自身的
阵地优势，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
容，挑战各具特色的“自选动作”，促进
师生共读共写有声有色地开展。

我们举办了“绘童心 悟童趣 共
成长”“读书不止，笔耕不辍”“共读共
写，诗意成长”等主题的系列研讨活
动，以及教育叙事评比、优秀种子教
师评选、师生优秀随笔展等。2017

年 12月，我校作为联盟盟主积极示
范，举办新教育“师生共写随笔”学校
联盟实践研讨会。活动现场展示了
随笔指导课《让“感”在笔端起舞》、举
办《写作，想说爱你不容易》主题讲座
以及各班随笔展。教师的用心、学生
的才情打动了现场嘉宾，“随笔”的种
子也深深埋进与会人员的心里。

新教育实验坚信“只要行动就有
收获”。一支笔、一本随笔、一群同行
者，这是横小师生们独有的生命体
验。我们带领孩子们感悟生命的真
谛，在四季里编织幸福的生活。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横店校区 刘爽爽

乘“共写”东风 扬“幸福”之帆

图为学生阅读掠影图为学生阅读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