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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我生于教师世家，记得咿呀学语时，教语
文的爷爷和教英语的父亲常常逮住野在外面
的我，拎到小凳上，然后在一方矮桌、一块破
板旁开讲，既有“之乎者也”，也有“ABCD”，云
里雾里，不知所云。这便是我的启蒙教育。
幸运的是，在那样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
的年代，我却有一个丰饶的童年。父亲用微
薄的工资给我买收音机、订阅书报。依然记
得每个夜晚，我透过电波伸长“触角”贪婪地
接收着四面八方的信息；仍然记得每天放学
后，我双手捧着书本贪婪地闻着沁人心脾的
油墨清香。现在想来，如果说在课堂中我能
做到游刃有余方寸不乱，甚至紧紧吸引孩子
的目光，或许是儿时打下的基础吧。

1997年，我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
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东台市一仓中学，教语
文和美术。这是一所普通的农村初中，但却
吸引了一大批有才华、有梦想的好老师在此
扎根，他们给了我指引一生的信仰。

2002年，我参加了盐城市第二小学的选调

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调入。校领导对
我委以重任，一进校就将毕业班交到我手上。
我清醒地看到自身的不足，拜李建国、陈汉
艳、邢利国等前辈为师，学语文教学、学班级
管理。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积极尝
试，开设“小先生大讲堂”等班本课程，举行好
书漂流、日记接龙、童心野趣等语文实践活
动，努力使学生诗意地栖居在语文天地里。
时隔多年，我和学生们聚首时，那些年一起在
野外寻宝时的点点滴滴，他们仍历历在目，如
数家珍。

在盐城市第二小学，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语
文教育专家郑立舟老先生，老人睿智而通达，
手把手领着我走上小学语文之路。当我把一
节自以为热热闹闹、满满当当、环环相扣的好
课呈现出来时，郑老告诉我学生思维的生长
是安静内生的，课堂应适当留白，给予学生更
多质疑、思考、探究的机会。郑老还时时告诫
如我一样的青年教师“课比天大”。工作近 30
年，从小学语文教师到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再
到区域学科研训员，我从没有忘记郑老的教
诲，始终以敬畏之心站在课堂教学第一线。
我主动邀请专家、同行、家长听课，迫不及待
地把每次公开教学当作磨练与提升自我的机
会紧紧抓住，期待问题的诊断和智慧的发现。
省内省外、城里乡下，都留下我的足迹，在省
外的新疆、湖南、广东、上海，省内的南京、苏
州等地开设观摩课百余节次。教学中，我以
原初经验为基础，不断反思、推敲、打磨、拓
展，使之发生“异变”，提升教学实践的品位和
境界，形成属于自己的开放大气而又灵动的
教学风格。

禅宗有两大流派，一派强调顿悟，一派主
张渐悟。我自觉属于后者。充电、学习、读
书，使我稳步向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爱弥
儿》等大部头教育专著，逐渐拓宽了视野，增
加了教育的“高度”。我已记不清听过多少公
开课，其中使我受益良多的，是于永正老师扎
实厚重、对教材智慧的处理以及具有创造性
的教学理路；是窦桂梅老师激情四射、灵活机
智的引导和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我曾经
挑灯夜读，笔辍不止地记录、背诵和反刍；曾
经自费北上南下，狂热追随名师的足迹；曾经
为上好一节课写好一篇文章做好一个课题而

变得魔怔，经历了从模仿到超越的蜕变……
师者，该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师者，

也该无定师，不囿于一家。我在努力吸纳力
图兼收并蓄的同时，积极践行、用心体察、悄
悄生长。我撰写的 30 余篇论文在《教学与管
理》《小学语文教与学》等期刊上发表；课题研
究成果编著成《让学引思：语文课堂教学的新
探索》一书，由出版社出版发行；两项研究成
果分别获得盐城市一等奖和省二等奖。我围
绕盐城市区域课改理念“让学引思”展开深度
研究，探求并建立“让学引思，以学定教”的理
论体系，提出“开放、融通、生成”的教学主张，
实践模型在区域推广。教学实践和理论反思
不断推涌互动，专业水平便在这种能量互换
中得到提高。

回顾走过的专业成长之路，我很庆幸一路
上有那么多人搀扶、帮助、陪伴和引领。 2016
年，我调入盐城市盐都区教师发展中心，走上
教研员的岗位，亦尽我所能用心成就他人。
盐城市龙冈小学教师徐郁君，参加市优质课
大赛，我和她一起备课、磨课，试教后一遍又
一遍诊断剖析，并用她赛课的课题上下水课，
助力她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短短几年时
间，我指导 30多位教师参加省、市优质课比赛
和教学基本功竞赛均获一等奖，累计在区内
外培训教师上万人次。近年来，我以领衔的
名师工作室为基干，以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
转向与重构为重心，带领团队成员深化教研，
持续改进教学，形成育人范式，优化区域学科
教学生态，引领青年教师成长，助力学科高品
质建设。

此外，我将目光投向贫困地区的师生，借
助全国“爱飞翔”组织积极投身公益活动，一
对一指导湖北省罗田县、湖南省平江县等贫
困山区的青年教师，到青海省同德县、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送教送
培，为乡村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

不 忘 初 心 ，方 得 始 终 。 我 对 教 育 的 赤
诚、对 专 业 的 追 求、对 自 我 的 要 求 ，从 来 都
没 有 改 变 。 前 方 ，没 有 终 点 ，而 我 ，将 一 直
在路上……

（作者系盐城市盐都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
语文研训员、研训部副主任，江苏省小学语文
特级教师，“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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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成长之道

很多培训大同小异，导致
部分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不 高 ，于 是 有 的 学 校 竟 然 采
用“轮流坐庄”的方式要求教
师必须参加培训。教师被动
参 加 培 训 ，不 仅 影 响 了 培 训
的 质 量 ，也 浪 费 了 宝 贵 的 培
训资源。如何才能把培训资
源利用好？这就需要对教师
培 训 的 内 容 及 形 式 进 行 创
新，避免出现“抄作业”的现
象 ，要 根 据 教 师 实 际 情 况 把
培 训 内 容 设 计 好 ，让 参 培 教
师 带 着 需 求 参 加 培 训 ，以 项
目组为单位把培训“作业”完
成好。

以高职校专业课教师培训
为例，如果“照抄作业”，仅就
专业课怎么上开展教材开发
及教学方法培训，教师们学习
的积极性不一定高，培训效果
有限。我们不妨创新培训理
念及模式，尝试以共做“大作
业”的形式开展培训。

一要以教学一线需要为出发点设计培训内
容及形式。举办培训前，主办方应派专人考察
有代表性的区域及办学条件不同的学校，对高
职校专业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走访和面对
面的深度调研，充分了解他们在专业发展及教
学中存在哪些短板，了解专业与行业企业的对
接 情 况 ，了 解 实 训 设 备 与 技 术 发 展 的 匹 配 情
况，了解学生的技能水平是否能够满足企业需
求，了解教师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了解学生
对专业课学习的满意度，了解学生毕业后的就
业创业情况，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确定培训内
容及培训形式。

二要在培训形式上体现职业教育专业特
色。针对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的培训与针对文
化基础课教师的培训，在培训形式上要有所不
同。面向专业课教师的培训，要让教师到行业企
业中参观学习，与企业中承担教学任务的工程师
一起在真实的产业链中探讨专业课教学的方式
方法，在真实的项目中研讨人才培养方案。这样
的不走“抄作业”式老路的培训，既具有职业教育
特色，又能让参培教师学到真东西，定能吸引教
师踊跃参加。

三要以“专创融合”思维设计培训课程。
离 开 就 业 与 创 业 的 专 业 课 教 学 ，是 没 有 根 基
的 。 针 对 教 师 的 培 训 也 是 如 此 ，不 能 仅 仅 对
教师进行“怎么把课上好”这一单一层面的培
训 ，而 应 以“ 专 创 融 合 ”思 维 设 计 培 训 课 程 。
例 如 ，如 何 以 就 业 及 创 业 为 导 向 进 行 教 学 设
计 ？ 如 何 在 校 企 融 合 中 提 高 学 生 的 就 业 能
力？如何在专业与产业的融合中提高学生的
创业能力？如何让学生具备顺应产业发展的
一 技 之 长 ？ 以 这 样 的 思 维 设 计 培 训 课 程 ，能
让专业课教师的企业任职能力及教学能力得
到 同 步 提 高 ，也 有 利 于 培 养 出 受 社 会 欢 迎 的
学生。

四要通过参培教师共做“大作业”等方式做
优培训。我 们 可 以 强 化 专 家 引 领 ，以 共 性 问
题 及 疑 难 问 题 破 解 为 着 力 点 ，针 对“ 专 创 融
合”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将听讲座式的培训变
为 参 培 教 师 以 小 组 合 作 的 方 式 共 同 进 行“ 专
创融合”项目研究。例如，产业发展速度远快
于 教 材 更 新 的 速 度 ，学 生 在 校 学 到 的 技 术 到
毕 业 时 可 能 已 经 被 淘 汰 ，要 解 决 这 一 棘 手 的
问题，让学生具备技术技能更新的能力，需要
参培教师集思广益共做这一“大作业”。这不
仅 是 教 师 培 训 质 量 提 升 的 需 要 ，也 是 把 职 业
教育做优的需要。

教师培训伴随教师成长的始终，深受学校
及教育部门的重视。我们需从固有思维中走
出 来 ，不 走 培 训 形 式 大 同 小 异 的“ 抄 作 业 ”老
路，而要以解决教学问题为目的，以具体项目
为抓手，让参培教师学到真东西，从而真正发
挥培训的作用。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

一 直 以 来 ，我 总 觉 得
自己备受命运的眷顾，求
学之路顺风顺水，似乎总
是在掌声和赞许中成长。
工作亦如此，我虽辗转多
所单位，历经初中、小学和
教师发展中心，角色在变
化，但工作中那满满的幸
福感始终没变。这份幸福
感不仅来自我在 37岁获评
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的时刻，以及在 47岁获知
成为“苏教名家”培养工程
培养对象的瞬间，更多来
自三尺讲台上思维火花碰
撞的每一天。在这些幸福
的日子里，我与同事、学生
们共同品味完整教育生活
的多姿和美丽。

教 师 在 从 教 生 涯
中 参 加 各 种 各 样 培 训
的机会非常多，特别是
在“ 互 联 网 +”普 及 以
后，不仅有各种线下培
训，线上培训课程也不
断 涌 现 。 教 师 培 训 在

“线下+线上”双渠道中
蓬勃发展，日益受到学
校 重 视 。 这 些 培 训 项
目 拓 展 了 教 师 的 教 育
视野，对教师的专业成
长 起 到 了 很 好 的 促 进
作用。但是，随着培训
项目的不断增多，培训
内 容 及 形 式 创 新 不 足
的 问 题 也 愈 发 凸 显 。
以线下培训为例，培训
内容大多在专家讲座、
经验介绍、校园参观、
教学案例研讨、小组讨
论 等 方 式 中 打 转 。 许
多 培 训 看 上 去 都 差 不
多，培训内容及形式不
同 程 度 存 在 着“ 抄 作
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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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雅致环境涵养学生性情

天一中学着力建设优雅的自然环境，打造
生态校园，校园绿化率达 50%（包括水面）；种有
70多个科属 200多种植物，还有多种野生动物，
其中仅鸟类就有 10 多种；建有众多植物主题
园、林、路，校园生态突出“绿、水、趣”等特点。

生活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学生对许多生
物的品种、习性非常熟悉。雅致的自然环境
增强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审美
情趣，让学生学会发现美、感受美、鉴赏美。
日月更替，四季轮回，生命的律动常常激荡起
学子的情感。校园里每一个季节都会展现众
多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现实美景和心情感
悟的作品，有绘画，有摄影，有文学作品。大
家交流着、碰撞着、体验着，胸怀不知不觉敞
开，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在
潜移默化中积淀。

学校同时注重营造丰厚的人文环境，从全
局布景，精心设计人文景观，如“诚”字校训石、
金苹果园、“拼搏”石雕、凌云亭、致远桥等。每
天经过这些地方，学生们都会领悟到“做人要
诚信”“有付出才能有收获”等人生哲理。

在室内的布置上，学校本着“让每一面墙
壁说话”的原则，根据每一处的功用精心设计
与之相应的、深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例如，一
走进宿舍楼，映入眼帘的是“文明上下，悠然
进出”“开拓宿舍文明之风，争当德智并重之
人”“点滴真情，相伴永远”等提示。在高一至
高三教学楼，我们还布置了 7个主题的文化场
景。温馨的言语、真挚的情感、丰富的内容，
无不体现出学校学生工作的用心和精致，生
活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中，学生的性情逐渐
得以涵养。

用丰富活动培养学生情怀

天一中学主要设计了两类活动培养学生
情怀。一类是大型主题活动，特点是主题集
中、目标明晰、步骤环节多、参与范围广。另
一类是小型活动，主题多彩、过程灵活，学生
自愿报名参加。

学校根据各年级学生的成长特点，三年为
一体精心设计主题活动。高一有入学指导、
新生军训、“青春中国·活力天一”国庆歌会、
远足和祭扫革命烈士墓；高二有春季社会实
践、成人仪式；高三有“百日冲刺”励志活动、
毕业典礼。此外，还有很多按月份、季节推进
的活动，如每年 5月的全校科技节活动、每年
9月的全校体育节活动、每年 12月的全校艺术
节活动等。这些活动主题鲜明，学生参与面
广，过程设计科学，内容丰富多彩，不仅给学
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全方位增强了学生
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
的情怀。

学校还鼓励学生自主开展活动，指导学生
社团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这些活动主要由学
生预先设计活动目标、主题和过程，集中在寒
假和暑假完成，对学生的策划能力、沟通能
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要
求 ，培 养 了 学 生 爱 家 乡、爱 科 学、爱 生 活 的
情怀。

借同伴体验引导学生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天一中学
努力为学生搭建同伴沟通交流的平台，让他
们相互探讨、碰撞、思考，从而获取更积极的

思 想 能 量 、更 有 效 的 学 习 方 法 ，提 升 品 质
素养。

天 一 中 学 每 年 都 举 办“ 我 们 都 是 天 一
人——天一学子经验交流分享会”。我们请已
经升入清华大学等名校的优秀学子为高三毕
业生作经验分享，谈他们曾经的困惑、曾经尝
试的学习方法、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等，给学
生带来很大的鼓舞。每周的升旗仪式，我们
请有个性成长亮点的学生发言，如获得全国
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银牌的学生等，尽可能地
把舞台让给学生，引发大家思考，树立切实可
行的目标。相同的年龄段、相近的思想，让学
生 之 间 更 容 易 产 生 共 鸣 ，从 而 实 现 浸 润 式
育人。

借校外资源扩大学生视野

我们把资源分为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帮助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光靠学校资源是不
够的。努力开发校外教育教学资源，扩大学
生的视野，是天一中学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

在人力资源方面，学校不断强化共育资源
库的建设，在家长、校友、社会人士中寻找教
育资源，并根据学生成长节点定期开设“名人
课堂”，让学生接受“润物无声”的浸润与感
化，形成互动学习模式。学校多次邀请社会
知名人士来到“名人课堂”，以他们的个人成
长经历现身说法，不仅给学生带来鼓舞，更带
领他们走进了人生的大课堂。

在物质资源方面，学校充分利用校外可用
于教育教学的平台资源，帮助学生提升思想
境界。学校不仅有许多长期合作的单位，如
无锡火车站、无锡地铁、安镇敬老院等，还与
社会机构建立共建互助关系，建设一系列主
题鲜明的社会实践基地，既保障了学生的活
动，也扩大了学生的视野。

我们努力践行“校园即课程、生活即课
程、活动即课程”的理念，创设丰富、灵动、开
放的陶冶情操的生活德育场，坚信德育可以
在玩中学、在活动中体验，着力培养学生的阳
光心理、责任意识与济世情怀。

（作者系江苏省天一中学教师，无锡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无锡市德育先进工作者，无锡市优秀班
主任）

■卫晓燕

教育 坛论

生活德育是以生活为
载体，以活动为中心，以学
生为主体的德育。生活德
育是源于生活、基于生活、
高于生活的德育活动。江
苏省天一中学（以下简称天
一中学）强调用积极健康的
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在合
理、进步、向上的集体生活
中对学生进行教育、熏陶，
提升全体学生道德素养，让
学生在生活情境中感悟，在
生活实践中体验，在生活环
境中熏陶，在生活交往中
成长。

责任编辑：童凌翔 E-mail:ccdbyw@aliy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