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根乡村教育沃土，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
教师！”这是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副校长潘祥浪工作
之初的教育梦。前不久，记者走进大路实验学校，见
到了朴实、真诚的潘祥浪，探访他 22年来践行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奋进历程。

不让一名孩子掉队

上大学时，陶行知、斯霞等教育大家潜心育人的
感人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潘祥浪。来到大路实验学校，
受于漪、吕凤子、马相伯等镇江籍教育家的治学事迹
感染，潘祥浪更是深感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
业，要以教育家为榜样，用大爱点亮孩子的梦想。

2023年，大路实验学校实行全员导师制，潘祥浪
不仅负责学校初中部全员导师制工作，还担任 7名学
生的导师。他走近学生、了解学生，深入掌握学生的
成长动态，引领学生向阳生长。

今年 2月，在与一名学生家长沟通时，潘祥浪得
知该生每天晚上都要用手机练习英语口语到深夜。
联想到孩子成绩有所下滑，潘祥浪判断其中必有蹊
跷。一次次坦诚沟通，一次次真诚帮带，终于打动了
孩子。他主动承认是借练习英语口语之名玩游戏。
最后，该生在潘祥浪的引导和帮助下戒掉了游戏，学
习成绩也直线上升。

大路实验学校留守儿童和来镇务工人员子女居
多，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够重视。班里有一位
女生小黎（化名），开学未报到，潘祥浪主动上门家访
得知，家长是来镇务工人员，家里孩子多，经济困难，
认为女孩上学无用，加之孩子成绩不好，想让她辍
学。潘祥浪经过多次沟通，耐心引导，建议其申请补
助，并承诺帮孩子辅导功课，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
孩子回到了学校。潘祥浪为小黎量身定制了一套辅
导方案，帮助她顺利考上了一所四星级高中。

班里有一名“调皮大王”小路（化名），潘祥浪多
次与他促膝谈心，既肯定他“脑子灵活”的闪光点，
也指出了其上课不够专注、好动等问题，并以悬梁
刺股等故事，激励他专注课堂学习。在他的赏识、
鼓励下，该生顺利升入高中并考上一所“双一流”
大学。

让每一堂课都出彩

20多年来，潘祥浪一直担任 2到 3个班的初中物
理教学任务。他坚持与课改同行，潜心研究课程标
准，观摩教学名师示范课，将课改的新理念落实到自
己的教学实践中。

针对部分孩子基础薄弱的特点，潘祥浪采用
“慢”“静”的教学风格，放慢课堂教学节奏，用深入浅
出、化难为易的语言艺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的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在教学“运动的相对性”时，先让
学生欣赏音乐，从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
两岸走”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感受运
动的相对性。他引入九宫格进行电路计算教学，轻
松化解了应用欧姆定律解决电路计算的难题。他还
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
让课堂教学充满活力。

潘祥浪深知，践行教育家精神要且行且思，且悟
且进。作为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物理教学的“领头
雁”，他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设市、区、校级示
范课，接地气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让青年教师
受益匪浅。他积极开展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得到推
广应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担任学校教科室主任
期间，潘祥浪不仅自己勤于钻研，还常态化组织教师
参与课题研究，增强教师的教科研意识和能力。其
间，该校有近 10个课题顺利结题，学校科研氛围浓

厚，教师的教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探索适合农村孩子的成长路

“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2023年全
国两会期间，在江苏代表团审议现场，习近平总书记
这样勉励返乡创业的镇江经开区“新农人”、全国人
大代表魏巧。

这让分管学校德育工作的潘祥浪深受鼓舞：作
为农村学校，更要凸显劳动教育的地位，引导孩子学
习身边榜样魏巧勇于追梦和实践的精神，让孩子从
小热爱劳动、热爱家乡。

潘祥浪积极参加2022年、2023年镇江市“校村牵
手兴农育人 亚夫精神薪火相传”主题实践活动，将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最美奋斗者”赵亚夫培育的“小桶稻”种进校园。学
生们全程参与，从水稻种植、抽穗、收获等环节感受
生命的意义，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深刻道理。

2023年5月25日，潘祥浪将该校“悦动生命 绽放
青春”仪式搬到经开区大路镇东岳村，在学生心间悄
然播下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种子。今年以来，大路
实验学校还开设了劳动实践课程，开辟了种植园，开
展“我是校园除草小能手”等活动，让校园处处成为
劳动课堂。孩子们品尝亲手种植的瓜果蔬菜，在劳
动体验中享受丰收的喜悦。

22年风雨兼程，初心不改；22年春风化雨，潜心
育人。潘祥浪先后获得“镇江市十佳教师”“镇江市
中青年骨干教师”“镇江市乡村优秀科技人才”等荣
誉称号。“看到一个个农家孩子考上重点高中、大学，
成就梦想，我心里乐开了花。看到一些学生扎根新
农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为
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潘祥浪说。

师德师风建设是学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建
设良好的师德师风除了要出台各种硬性规定外，还
应为教师创造愉悦的工作氛围。

泗洪县天岗湖中心小学坐落于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天岗锣鼓”的发源地天岗湖乡。天岗锣鼓这
一非遗文化蕴含着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同时又能
让人在和、乐中锤炼意志品质，规范个体行为，陶冶
道德情操。因此，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我们
以《诗经·小雅·鹿鸣》“鼓瑟鼓琴，和乐且湛”中的“和
乐”作为师德建设的起点，让教师在和谐、愉悦的氛
围中体验教师这一职业带来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从
而践行“和而不同，乐而不松，通文达艺，分享成功”
的办学理念，让教师在“乐教、善导”，学生在“乐学、
善思”的情境中和谐共进，达成“和行天下”的良好育
人生态。

“和乐”环境常提醒。我们在校园内建设了天岗
湖地域文化红色长廊，将天岗湖本地的一些革命烈

士照片与事迹呈现在长廊中，定期在长廊里组织教
师参加党建活动，引导教师追忆革命先烈，述说教育
理想，坚定职业信念，培育教师的教育情怀。其次，
我们开辟了天岗锣鼓文化广场。广场上既有彰显这
一非遗文化育人内涵的图片与文字，又有对锣鼓各
种打法与表演形式的介绍。当师生在锣鼓广场上灵
活自如地表演这一非遗文化时，动人的舞姿、跌宕起
伏的锣鼓声同频共振，净化了师生心灵，让师生在表
演中品味成长的味道。在教学楼大厅，我们定期展
示教师育人故事，让优秀教师的育人事迹影响、带动
更多教师。

“和乐”评选提师韵。基于非遗文化精神，我们
坚持评选月度“和乐教师”，谁能被评选上，学生与家
长说了算。这样一来，教师就要与学生打成一片，多
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这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减少
了家校矛盾，提升了教师师德境界，还让家校共育迈
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和乐”活动减压力。帮助教师减压也是师德师
风建设的重要一环。负担重、压力大的教师很难以
快乐和谐的状态出现在学生面前。为此，天岗湖中
心小学定期组织教师参与趣味游戏活动，比如抽盲
盒、滚地龙、摸石过河等，为教师减压，让教师以更阳
光、和乐的形象出现在学生面前。

我校外地教师较多，教师大多住在学校宿
舍。为丰富教师课余生活，学校为教师设立了多
个减压室，如静谧的阅览室，可以喝茶、聊天、看
电影的休闲室，以及健身房、瑜伽室等，让有不同
爱好的教师在业余时间均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减
压空间。

今后，在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基于
天岗锣鼓这一非遗文化，引领全体教师争做“和乐”
教师，用“和乐”教育促进学生“和乐”成长。

（作者系泗洪县天岗湖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

传承非遗文化 争做“和乐”教师
■皮大鹏

让农村娃飞得更高
■本报记者 王小亮 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近年来，扬州市广陵区
教育体育局始终坚持将师
德师风摆在教师队伍建设
的首要位置，持续深入开展
师德师风专项整治工作，不
断巩固“以优良的党风引领
行风校风、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成效，着力锻造一支作
风硬、纪律严的“育在广陵”
教师队伍，全面营造风清气
正的育人环境，为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保障。

聚力责任落实，以长效
机制构建齐抓共管格局。
从局党委、机关科室、学校
班子等层面，层层制定各级
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清单、“第一责任人”责
任清单、领导班子成员“一
岗双责”责任清单等，以上
率下，狠抓责任落实。与学
校负责人、中层干部、教师
签 订“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责 任
书”“党建工作责任书”“学
校师德师风建设责任书”和

“拒绝有偿家教承诺书”，全
方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责
任体系。深入推进师德师
风专项整治工作，出台《广
陵教体系统师德师风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成立师德
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开展“清
朗净化”专项整治行动，定
期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师德师风突出问题进行自
查自纠和专项整治，确保师
德师风突出问题整治工作
有力、有效。立足事业发展
实际，完善优化《广陵区教
育系统校级干部管理条例》
《教师管理办法》《广陵区中
小学师德师风突出问题持
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和师
德禁令“新 6条”等，全面加
强对师德失范行为监控和
查处，对违法违纪行为及时
处理。完善《广陵区教育系
统教师师德师风年度考核
方案》等文件，将师德师风
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评先评
优、岗位聘用、职务评聘和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重
要依据，严格实行师德“一
票否决制”，对师德违规行
为“零容忍”。

创新活动载体，以警示教育筑牢师德师
风底线。组织开展各类师德师风警示教育
专 题 活 动 ，连 续 五 年 召 开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暨
师德师风教育警示大会。利用“ 5 · 10”廉政
文 化 教 育 日 等 重 要 节 点 ，组 织 党 员 教 师 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接受红色教育，进一步筑
牢 防 腐 拒 变 的 思 想 防 线 。 制 定 并 出 台《广
陵区教体系统师德专项学习方案》，定期组
织全区教师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
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和“十条禁令”等文件精神，并开展逐
条 检 视 、自 查 工 作 。 持 续 深 入 开 展 教 体 系
统 家 风 文 化 主 题 活 动 ，并 制 定 相 关 实 施 意
见，引导广大教师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教风、
师风和校风，全系统教师 100% 签订师德承
诺 书 。 制 定《广 陵 区 教 体 系 统 作 风 建 设 实
施方案》，定期通报师德失范典型案例，提
醒广大教师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强化以案
促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教育生态。

突出监督管理，以巩固成效营造尊师重
教氛围。按照“日常监管”抓常态、“定期检
查”抓规范、“巡查整改”抓落实的工作思路，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现场交流等方式，
了解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情况。把好教师“入
口关”，严格落实新入职教师政审工作，确保

“逢进必查”，进一步夯实教师队伍质量。建
立并完善教师师德档案，并将其作为职称评
审、岗位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严格执
行“一票否决”制，以坚决有力的态度、措施，
全力守牢师德师风底线。公布信访举报电话
和廉政热线，设立师德师风举报信箱，借助
12345 热 线 、举 报 信 箱 、阳 光 信 访 等 平 台 渠
道，自觉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对师
德师风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
必复。积极选树优秀典型，开展“两优一先”
申报评选工作，表彰优秀党组织 3个、优秀党
务工作者 9人、优秀党员 59人。运用“广陵
榜样”、教师节大会等载体，大力宣传师德师
风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教师节表彰区级优
秀 教 师（教 练）和 优 秀 教 育 体 育 工 作 者 160
人，“广陵榜样”评选活动选树“最美教师”12
人，全面激发教体队伍“正能量”。

师德师风建设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
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完善师德师
风建设工作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师德师风
建设主体责任，加大警示教育和监督管理力
度，规范教师职业行为，明确师德底线，同时
加强优秀、正面典型的选树，充分展现广陵
教体系统教师队伍崇高的师德风貌和高尚的
师德风范，为“育在广陵”品牌不断注入新的
发 展 活 力 和 动 力 ，全 力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育。

（作者系扬州市广陵区教育体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

杏 坛 风 采

经 验 分 享

激活专业成长内驱力，打造“相善”教师团队
■邹君

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园坐落于吴文化发源地、
美丽的“江南第一古镇”——梅村，创办于 1928年，连
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教科研先
进集体”等，2023年被评为“江苏省师德师风建设宣
传基地校”“江苏省教科研党建共同体”。教师，是幼
儿园发展的主体，教师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幼儿园
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综
合素养，实现教师发展与幼儿园发展的和谐统一，一
直是我园关注的重点。

凝聚独特文化，引领主动学习风尚

梅幼以“人事相善”的园所文化不断引领教师和
谐成长。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教师们不断在教学
实践中探索、在团队互助中成长，始终保持积极向上
的学习状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们互相观
摩、交流，共同研讨教育教学问题，形成了强大的集
体智慧。“人事相善”的文化理念在我园得到了具体
而生动的实践。园所定期为教师提供各种学习平
台，如“上善讲坛”“经典‘涌’流传”“我们说观察”等，
鼓励教师参与各类研修和培训，倡导教师一边自主
学习，一边踊跃分享，这种“走出去看世界，再回来讲
故事”的学习方式，让教师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
加活跃。

此外，在“人事相善”独特气质的感召下，教师们
不仅在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上获得了显著提升，更
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达成了共鸣。这种文化氛
围引领教师将个人与园所发展愿景紧密结合，形成
了独特的学习风尚。随着每一位教师的成长，我园
的办学水平也得到了整体提升。

通过这样的文化引领，“人事相善”已成为我园
全体教师的文化共识，它不仅影响了教师，也感染了
家长和孩子们，使得整个园所成为一个和谐、温馨、
充满活力的教育交往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每位
教师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激发内在的潜能，实现
自我超越，共同书写幼儿教育的新篇章。

创新研修方法，激活自觉发展内驱力

我园在深入了解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以教师的共性需求、差异需求等为前提，对各层级教
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明确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形
成了良好的教师培养机制，如“渐进式”教师个人发
展机制、“定制式”青年教师培养机制、“主题式”教学
研修提高机制等。

在分层培训过程中，我园延续“青蓝工程”层级
式带教；创立“优享养成”项目，以导师招募学员的方
式一对一培养青年教师；发挥园内“名师工作室”的
作用，“若水工作室”带领新教师快速入门，“曹玉兰
名师工作室”引领中坚力量参与课题研究、园区学习
活动策划等，不断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我园定期开展“上善讲坛·学做良师”活动，邀请
专家讲“师道”，邀请名师讲“师能”，邀请身边的教师
榜样讲述耕耘教坛的点滴故事，激发青年教师的热
情和激情，引导其全身心投入工作，一辈子学做良
师。同时，我园还通过“上善教师”评选、“经典‘涌’
流传”读书活动、“文化节”主题活动、记录“温暖写
真”等方式，弘扬师德风范，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丰
盈每一位教师的精神世界。

近 3年，我园有 2位教师被评为“无锡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3位教师被评为“新吴区优秀教育工作
者”，1位教师被评为“新吴区教书育人模范教师”，27
位教师被评为幼儿园“上善教师”。目前，幼儿园共
有正高级教师 1人、高级教师 4人、区教学新秀以上
骨干教师 23人，幼儿园被评为“江苏省教师发展研究
基地校”“无锡市教师发展示范基地校”。

完善考评机制，强化自主成长效能

在追求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我园创新
性地构建了一套民主、亲和的管理体系。其中，“和
善管理手册”与“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考核方案”的推
行，成了园所教师发展评价与激励的两大支柱。这
两大机制的有效结合，不仅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管理
理念，更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公正、透明、激励性强的
工作环境。

“和善管理手册”是包含园所文化、教师行为规
范、日常管理等内容的指南，它以民主、亲和的风格
受到教师的广泛欢迎和认可。与此同时，我园还特
别强调教师个人专业水平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
制定了《个人专业发展考核办法》。该办法不是简单
的结果导向评价，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系统，既考量
教师的工作成果，也关注其工作过程和个人成长。
《办法》从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家长工作、团队合作
等多个维度对教师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让园所能够
更准确地把握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

在清晰的评价标准指导下，教师可以自主设定
个人目标，通过自我反思和同伴互助，不断提升自己
的师德涵养和教育教学水平。最终，园所会根据考
核结果给予教师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表彰、奖励和更
多的专业发展机会等。这种过程与结果并重的考评
机制，既充分尊重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彰显了民主管
理理念，又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极大地
激发了教师的学习活力和创新精神，夯实了师德师
风建设之基，促进了园所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作者系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园教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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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来，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副校长潘祥浪扎根乡野，不懈耕耘——
区 域 视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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