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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幸听过一节
课，它令我印象深刻，不是因
为课上得有多么好，而是一
个“小插曲”深深触动了我。

当学生遇到相信自己
的老师，进步和成长便显而
易见。

那是一节语文课，执教
的是一位女教师，她戴着一
副眼镜，看上去文静大方。
为了了解学生的朗读水平，
她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读课文。第一个女学生
读得很流利，颇有感情，获
得全班同学的掌声。接着
是一个男生朗读，他低着
头，读得结结巴巴，错误比
较多，声音小，语调平，听
起来枯燥乏味。我们都以
为这位老师会打断他，叫
下一个学生朗读，她却耐
心地为该生逐一纠错。即
便如此，该生依旧读得磕
磕绊绊。此时我们觉得该
生的朗读要结束了，谁知
这位老师却用慈爱的目光
望着他，耐心地说：“可能是
因为今天有老师听课，你太
紧张了，老师再给你 10次
机会，你能行的，我相信你
一定能读好。”第 2遍、第 3
遍……第 7遍朗读时他竟读
得声情并茂，同学们不禁为
他鼓掌，他的脸上露出了略
带羞涩的笑容。

课后，有些老师忍不住问她：“课堂上为
了一个学生花这么长时间，值得吗？”这位老
师微笑着坚定地说：“值得,7遍读不好的话，
我还会让他继续读，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
学生的进步和成长是我最看重的。”

朴实的话语却掷地有声。这节课在女
老师的温柔引导中更具质感，更有温度，不
仅温暖了那个学生，也深深打动了我，我不
禁在心底为她竖起大拇指。

后来听说那名学生成功考上高中，入学
后他给这位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满
满的谢意，其中的一句“幸好遇见您”让这位
女教师感动不已。

当学生遇到充满智慧的老师，“惩罚”也
许是一场美好的遇见。

麦克劳德是一名英国科学家，上小学的
时候他偷偷杀死了校长家的狗，这是一个不
可轻饶的错误。但他遇到了一位好校长。
校长“惩罚”他画出狗的血液循环图和骨骼
结构图，这不仅让他认识到错误并为此负
责，还让他学到了生物学知识。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校长，他宽广的胸
襟和富有智慧的教育方法让麦克劳德爱上
了生物学，并最终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
台。小时候的麦克劳德是顽皮的，遇到这样
一位智慧而有爱的校长是他的幸运。

当学生遇到永不放弃自己的老师，梦想
终有一天会实现。

前不久，一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她又
升职了，言语间流露出喜悦和自豪。放下电
话我感慨良多，思绪万千。

多年前我是这名学生的班主任，她学习
刻苦，成绩非常好，谁知初三第二学期她竟
然要辍学打工，让家中的哥哥和弟弟读书。
为了让她复学，我多次去她家家访，遭遇她
父母的不理解和冷眼，但我始终没有放弃，
反复做她和她的父母的思想工作，并向学校
申请减免她的费用。中考时我又给她垫付
了相关费用，最终她顺利参加考试，并如愿
考取了地区卫校。毕业后，她在县里一家医
院上班，如今已是护理部主任。

好长时间过去了，我还会时常想起那节
课，想起在那节课上发生的动人情景，也会
想到麦克劳德和我的学生的故事。从中我
深切感受到教师的可敬、学生的可塑和教育
的美好。不是每一朵花都一开始就是花，教
育是慢活，成长亦是。其实每个学生都有巨
大的潜力和无限的可能，给他足够的信任和
坚持，每个生命都可以精彩绽放。

幸好遇见您！我也是。

看园丁 台

多年前，南通市通州区组织“名师之
路”教育科研协会会员赴华东师范大学
学习时，我有幸聆听了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李政涛的讲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不用现成的 PPT，而是将“关键词”一
个个地输入电脑，有条不紊地将知识讲
述给听众。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读他的
书。近期，我阅读了李政涛的《活在课堂

里》，受益匪浅。
经历新一轮课改，如今的课堂教学

迎来了新的挑战：是坚守传统课堂模式，
还是彻头彻尾地推倒重建？这些年，我
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我坚信教师的使
命在课堂，教师的成长更应该在课堂。
因此，教师需要不断问自己，学生到底需
要怎样的课堂？对此，李政涛给出了独
到的见解：“理想课堂如果要树立一块丰
碑的话，我想在丰碑上刻上 6个字：实、
长、清、细、深、融。”

实，引用的是叶澜教授对好课的评
判标准，即扎实（有意义）、充实（有效
率）、丰实（有生成）、平实（成常态）、真实
（有缺憾）。作为叶澜教授的学生，李政
涛深知“五实”要诀的内涵与价值，这是
对当下课堂教学改革最好的注解之一。
因此，今天的课堂，尤其是“课改课”，教
师在追求新、奇的同时，必须坚守对课堂
的原初理解。

近几年，我去各校听课诊课，发现
部分教师的课堂虽然“好看”“热闹”，却
掩盖了课堂应有的风貌。如何避免这
一现象？李政涛认为教师开展教研活动
时要特别关注和把握“细节”。以小组
合作学习为例，它是现代课堂的一个重
要环节，却不是所有课堂都必须进行小

组合作。合作的起点，一定是自主，学
生先自主思考问题，再带着思考与体验
开展合作学习；合作的内容，应该是具
有复杂性、开放性、探究性、趣味性的问
题，且是难以独立完成的；合作的时间，
应当注重内容而非形式，“不低于 3分
钟”。一节好的课堂，一定要实，不能浮
更不能飘。

近年来，“深度学习”成为课题研究
的热词，李政涛认为，深度学习的基本理
念是“既要让学习在课堂上‘真实地发
生’，也要让学习‘深度地发生’”。那么，
深度学习究竟深在何处？

一是“深到思维那里去”。李政涛强
调课要安安静静的，要让学生静静地思
考、静静地感悟、静静地生长，唯有静思
方能让思维可见、可视、可教、可学、可
测评。

二是“深到情感里去”。深度学习的
课堂应该体现情感的深度，要让学生的
情感世界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博大、
越来越深沉，这样，课堂的育人价值就实
现了，“人”就立起来了。

三是“深到审美那里去”。教师要教
出本学科特有的美，语文的美在于文字
符号的声韵美、情感美，数学的美在于思
维的逻辑美，要通过学科的美“打动孩子

的心灵”。
同时，理想课堂的“长”（生长），其要

素“刨坑”“攀岩”“拔节”也指向深度学习
的课堂；“清”（清晰）的 6个维度、22个观
察点，指向教学思路的清晰；“融”（融合）
更是对新一轮课改的新的增长点“跨学
科”“跨时空”“五育”的详细阐释。

“实、长、清、细、深、融”共同成就一节
好的课堂，因此，教师要回归到每一节课
中，在课堂教学中寻找生长的空间。一要
敬畏课堂，要有“课比天大”的执守；二要
坚守儿童立场，顺着儿童成长的方向；三
要秉持教学的勇气，通体透明地认识课
堂；四要遵循“从游”规则，引领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人；五要有精心的预设，在精心
的预设中实现精彩的生成；六要“洗尽铅
华”，让教学稳步前行；七要能够“戴着镣
铐跳舞”，在充分了解教育科学的基础上
体现教学艺术；八要敢于“自诊”，在总结
经验和发现不足中生成教育的智慧。

李政涛说，“教师在课堂中的每个瞬
间，都是永恒的瞬间”。教师要善于“将
那些转瞬即逝的课堂火花，通过记录留
存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上好每一节课
吧，在每一节生动的课堂里实现专业生
命“活泼泼”地生长。

在课堂里成长

随闲庭 笔

秋风吹来野果香
■王国梁

在城里长大的人，永远无法想象
乡间的孩子有多快乐。田野是孩子
们广阔的游乐场，他们在其间纵情奔
跑，自由自在，春天时逐花而行，秋天
则遍寻野果。

夏天和秋天，孩子们最有口福。
夏天瓜果遍地，孩子们可以敞开肚
皮痛快地吃；秋天则有更多果实成
熟，田野成了巨大的“美食天堂”。
夏天的果实味道单薄了些，经过一
段时间的酝酿，秋天的果实多了些
醇香，更加美味。其实对孩子们来
说，秋果的口味是第二位的，寻找秋
果的快乐才是第一位的。遍地散落
的野果，对孩子们有着无法抵挡的
诱惑力。秋风一吹，野果的香味儿
就弥散开来，简直能把人的魂儿
勾走。

我小时候是个孩子头，凉爽的秋
风吹过，我便带着“大队人马”去田
野“寻宝”。伙伴们说，越是人迹罕
至的地方，野果越多，如山间、沟边
或者坡地，都有很多野果。酸枣、山
葡萄、灯笼果、野枸杞、野柿子，种类
繁多。

我的家乡有很多野生的酸枣
树，这种树的生命力特别强，无论多

么贫瘠的土地，它们都能顽强地生
长。秋天的酸枣可以吃了，我便带
着伙伴们找酸枣树。酸枣树很少成
片生长，一般是散落各处，仿佛田野
里孤独的孩子。我们一见到酸枣
树，就飞奔过去，孤独的酸枣树也不
再孤独了。酸枣的味道并不好，很
酸还有点涩，果肉只有薄薄的一层，
果核却不小。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们在乎的是摘酸枣的乐趣。酸枣
树上有很多刺，我怕被扎到，便使劲
摇晃酸枣树。树上的酸枣如雨点般
落下，伙伴们争着去捡。高处的酸
枣够不到，我就找根木棍打枣。木
棍所到之处，酸枣噼里啪啦落下来。
一会儿工夫，树上的酸枣就落了大
半。我们每人一大捧，享受胜利的
果实，快乐的滋味很浓。

当然，秋天的野果也有味道不
错的，比如山葡萄。山葡萄是普通
葡萄的“迷你版”，结出的果实很小，
深紫色的，一串串掩映在绿叶之间，
特别惹人喜爱。山葡萄味道很好，
酸甜可口，轻轻一咬，果汁便“啪”一
下在嘴巴里炸开，让人满嘴都是酸
酸甜甜的味儿。不过山葡萄并不
多，我们每次发现山葡萄，都会将那

一天看作充满快乐的幸运日。伙伴
们分食山葡萄，会一粒粒数着分，谁
也不会多占一粒。

田野里有一种名叫灯笼果的果
子很有意思，它有一层薄薄的浅褐
色外皮，仿佛穿着一层衣服，里面的
果肉是黄色或者红色的，味道一般，
有的还不能吃。野枸杞也不少，一
粒粒红艳艳的，散落在田野里，我们
很少吃野枸杞，却乐得采摘那一粒
粒鲜艳的果实。

我的家乡是福地，那么多野果
几乎没有带毒性的，所以大人们并
不会特意嘱咐哪些野果不能吃。我
们只管在田野里奔跑，看到野果就
放到嘴巴里尝一尝。现在想来，大
概跟“神农尝百草”一样，孩子们从
中获得了很多知识，也收获了太多
快乐。

在农村孩子眼中，田野是个聚
宝盆，里面有源源不断的果实。
季节更替，年年秋至，秋风吹来秋
果香。如今，我漫步在故乡的田
野里，不断有熟悉的野果跳进我
的视线。秋风荡漾，野果飘香，我
好像还是那个奔跑在田野里的乡
间少年……

幸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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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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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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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峰

——读《活在课堂里》有感

共好书 赏

《活在课堂里》
李政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八 月

■周桂龙

一条弯曲的河流

骑马走过的农人

向着炊烟的方向

蟋蟀在草丛

弹奏不眠不休的乡愁

撷诗苑 英

一日，我来到图书馆还书，一进大厅，便
看见一位年轻的母亲捧着一本绘本，小声地
跟身旁的男孩讲里面的故事。年轻的母亲
面带微笑，时而变换语调，指着书上的图画，
时而俯下身子，在男孩的耳边低语，温柔极
了。男孩则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乖巧又专
注，一双大眼睛透出对知识的渴望，他有时
看着绘本咯咯笑，有时又学着妈妈放低音
量，凑在妈妈耳边，低声讨论故事内容。

在人来人往的图书馆里，我被这和谐的
一幕深深感动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男
孩一定有个温暖的家庭，父母应该都是爱阅
读的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他也会成为爱阅
读的孩子。我看了看手里几本待还的书，不
禁一笑，我何尝不是个爱阅读的人啊！此情
此景，儿时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

“奶奶，奶奶……你就再给我们讲一遍
《七仙女》的故事嘛！”几个小孩围坐在一位
老人身边，一边泡脚一边摇晃着老人的大
腿，叽叽喳喳，你一言我一语。

“好好好，等奶奶纺完这几根线，再给你
们讲一遍。”老人一边笑着纺线，一边用梭子
挠挠耳鬓的银发，啧了一声，又继续讲起了
故事。

儿时，我们兄妹几人常常这样围绕在祖
母身边，听她讲故事。现在想来，最初对阅
读的兴趣，或许就源于祖母口中的《七仙女》
《白蛇传》《八仙过海》等，这些传奇故事吸引
着我去探索、去阅读。

奶奶生动的讲述，让我向往有趣的故
事，而父亲无声的陪伴，让我的阅读广泛起
来。父亲爱看报纸，每日准时蹲在叔公家，
等送报的小哥上门。报纸刚送到，叔公都还
没来得及看，就被他拿走了。我好奇为什么
父亲拿着一张报纸就能在叔公家待上一天，
于是便照着他的样子学。我看不懂报纸上
登的时政和军事新闻，便左翻翻右翻翻，找
到副刊里有趣的故事，坐在他旁边，两个人
安静地沉浸在文字世界中。

父亲不仅爱读报，还爱看各类书籍。家
里堆放着他借来的各种各样的书：《东周列
国志》《中国古代史》《金庸武侠小说集》《红
楼梦》《毛泽东传》……我经常从父亲的书柜
里拿书，藏在枕头下，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趴在被窝里偷看。在无数个夜晚，我为书中
命途多舛的主人公叹息，我的心情也随着他
们的喜怒哀乐而跌宕起伏。有时父亲会和
我谈论喜爱的书中人物，此时平日里沉默寡
言的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能滔滔不绝地说
一整晚。

无论是祖母的故事，还是父亲的陪伴，
都让我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正是在他们
的影响下，我从小爱上了阅读。每一次阅
读，都像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他们鲜少跟
我讲大道理，却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让我在阅读中找寻自我，笑看风雨。

孩子阅读兴趣的培养从来不是依靠说
教，而是靠家长身体力行的点滴伴读。在每
一次翻页声中，孩子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的
魅力，更是亲情的温暖与陪伴的力量，这份
力量将引领他们走向更加宽广的未来，享受
阅读带来的无尽乐趣。

伴 读

行教育 思

■李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