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班级里，教师博览群书，
以自己的厚德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
家长、孩子；孩子们乐于阅读，尊师
重孝，从书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家
长积极参与师生共读、亲子共读、家
校共读“三读”活动，在交流读书心
得中与学校增厚彼此情谊。师生读
书兴味长，亲子共读美时光；自信展
露真笑颜，幼苗茁壮浸书香。

——题记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师生共读篇

从小培养孩子爱阅读的习惯，
孩子一生受益无穷，即使在以后物
资匮乏的日子，有书相伴，对他而言
依然幸福。

（一）师不读，何以服众？
一直秉承陶行知先生的“想有

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如
果教师本身都不去博览群书，怎么
能够让自己的人格力量和风细雨般
感动家长、感染孩子呢？

我是一直渴望有书读的，只要是
飘散着墨香的纸张，都是那样地令我
着迷。后来走上讲台，面对一双双渴
求新知的眼睛，心中那份读书的欲望
更加强烈。若想让自己成长得更快，
更为专业，能给学生带去更为深远的
影响，必须要做一名爱读书、善思考、
勤笔耕的教师，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

读书计划。《新教育之梦》《成功无捷
径——第56号教师的奇迹》《做一个
专业的班主任》等等，在用心汲取这
些书籍中养分时，我还尝试着用在实
践中，内化于课堂之上。

（二）孩子，阅读时光是我们最
美的回忆。

任教二年级开学初，当我搬来
厚厚的一叠书放在班级图书角，告
诉他们这是我们这学期要读的书籍
时，孩子们那为难、不情愿的神情在
脸上交替变幻。我告诉他们看完书
后，师生可以进行 PK 赛，获得阅读
大王的得主可以任选几本书带回
家。孩子们立刻欢呼雀跃，摩拳擦
掌，试图打败教师，赢得冠军。

每周我和孩子们有四次共读时
间，每次半小时，在这半小时里，我
们静静地享受着属于我们的阅读时
光。前不久，我和孩子们阅读了《屋
顶上的小孩》。这本书讲述的是一
个让孩子懂得珍惜亲情的故事，文
字优美，情节感人。在每天十分钟
的分享课上，我们或美文共读，或交
流心得，或答疑解惑。大概看完大
半本书时，家长们纷纷在群里说自
己的孩子最近变化很大。我看着群
里的讨论，为之动容，回头再看看那
群孩子们，欣慰一笑。

孩子们阅读的神情让我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回味无穷……一年内，

教师、孩子们先后共同读完了数十
本不同的书，在公众平台发表作品
近百篇。我想这一切都是我和孩子
们最幸福的时光，最宝贵的财富，最
难忘的回忆！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亲子共读篇

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阅读会
为孩子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会
带给孩子想象的空间，知识的沉淀，
而且教会孩子如何做个有修养的人！

（一）“共读”促家庭成员共成长
我对家长们说：“陪伴孩子一起

阅读，是您义不容辞的责任。最是书
香能致远，亲子共读乐无涯！”在推动

“亲子共读”活动时，家长们积极响
应。我定期推荐书籍，供家长、孩子
们选择，并开展读后感征文比赛、儿
童剧汇演、绘本自制等活动，让大家
在阅读后能够真真切切地有所收获。

阅读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事，亲
子阅读是父母与孩子间更积极的对
话，更能够增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
感情，促进家庭成员共同进步。这
一段亲子共读之路在他们以后的人
生路途中也更值得回味！

（二）孩子，不怕！妈妈陪你读！
玉儿（化名）是个不说话的孩

子，我曾在我的博客上专门为她开辟
一栏，名为“星星，我在等你说话”。玉
儿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患有轻度自
闭症。偶然一次，我给图书角增添绘
本，突然发现孩子的眼神儿居然看向
图书角的书，她可是从不敢抬头的
呀！我蓦然心动，心想：莫不是爱看绘
本？我带着一些有趣的绘本，送给孩
子妈妈。我建议她先读给孩子听，如
果孩子感兴趣，就继续往下读，间或可
以让孩子回答几个简单的字呼应她。

过了段时间，妈妈欣然告诉我，
还真有效，孩子一开始是一两个字
地回答她，然后是一句两句，渐渐地
母女俩能够一起合作把一本绘本讲
述出来。亲子共读展魅力，星星开
口放光明。我很欣喜，我想这就是
书的力量，这就是亲子共读的魅力！

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家校共读篇

陶行知先生说：“好学是传染的，
一人好学，可以染起许多人好学。”我
和家长们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让孩子
爱上读书。我告诉家长们，光靠教师
在学校里安排学生读书，那是远远不
够的，还需要他们的配合，积极参与
到全民阅读中来，以自身行动影响孩
子！幸而家长们教子心切，每当我读
一本书，并把读后感发到班级群里，
推荐家长们也去读一读时，家长们都
积极参与。班级群里或就让孩子读
什么书、或就书里面的情节等话题讨
论不休，常常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班上有个孩子，父母刚刚离异，
随母生活。孩子变得越发沉默，敏
感、爱哭、自卑，孩子妈妈同样如此，
自怨自艾。我迫不及待地拜访她的
妈妈，并带去几本关于女性自立自强
的书。我告诉她：“读书可以怡情，足
以消除悲伤。我相信在你读完后，你
会找到生活的真谛。”她点点头。

从那以后，在她的朋友圈，总能
看到她写的读书感言，并出现了阳
台上青翠欲滴的植物、精心为孩子准
备的早餐，我感觉到她的心境正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知道她对未来的
生活已经有了新的定义。过了一段
时间后。她来找我。还记得那天天
已黑，夜色如水。打开门，看到她那
一瞬间，她和我相对一笑，紧紧地抱
住了我，我们都知道那一段难走的
路，我们走过来了！而孩子呢？看到
妈妈变得和从前一样，和她一起玩
耍，一起读书，一起欢笑，还会继续
那样沉默不语吗？不，她早已经是
自卑不再来，欢乐笑满颜了！

结束语
因为共读一本书，我们梦想一

致，那就是用真心关爱孩子，帮助孩
子走出阴霾，变成更耀眼的星星。
因为共读一本书，家长寻找到新的
生活方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感谢共读，它让教师、家长、孩
子碰触到幸福的火花，感谢共读，它
让我们发出了快乐的力量！今后的
教 育 岁 月 里 ，继 续 与 共 读 前 行 ！

（本文获特等奖）

念好“读”字经 让“花”向美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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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雨果

本报讯（通讯员 高海迪）日
前，江苏卫视、江苏姜堰微信公众专
题报道我区康华小学，点赞学校“把
改造校园当成教育契机，充分相信
学生、尊重学生，挖掘潜力，让学生
真正成为校园的小主人。”

为充分彰显“学生是学校的主
人”办学理念，更好发挥活动育人
效能，康华小学以项目化学习为载
体，开展校园文化环境升级改造系
列活动，鼓励学生创意设计、动手
实践，全力打造让师生终身难忘的
教育场景。

美化校园我当家。在“开学第
一课”中，由美术老师牵头，招募“校
园改造师”，成立“绘新家园”项目化
学习团队。团队成员通过实地考察
确定需要改造的地点，制定改造方
案，分组合作绘制校园景观，修复老
旧破损的雕塑。用充满趣味的童话
元素装饰校园，营造一个全新的环
境迎接新同学。

完美教室我缔造。“什么样的教

室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在班级环境
改造项目中，各班班主任积极收集
并尊重每位学生的意见，共同制定
班级环境改造计划。鼓励学生亲自
参与设计并装饰教室墙面，自主建
设管理图书角、生长吧等区角环境，
开设“校园炫吧”，定期展示由各班
精选的学生作品。

数字空间我创设。学校将数学
元素巧妙融入校园的各个角落，让

学生们在探索中真切感受到数学的
独特魅力。在数学老师的指导下，
项目组成员将校园内的“园子”“亭
子”“格子”等特色元素与数学节的
主题相结合，创造性利用地面的不
同纹理，设计出充满想象力的数学
空间。地面上的百数表、亭子里的
六边形、墙上的圆等数学元素创意
空间设计，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力
和创造力。

泰州市第十届“我的教育故事”获奖征文选登

康华小学开展“绘新家园”审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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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军）10 月 20
日，区教育系统第一期“行知讲堂”
在淮海小学报告厅举行，区政府副
区长陆锋，区教育局班子成员、各科
室负责人、全体教研员，各中小学
（幼儿园）正校级干部参加。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
长申海峰作《谁是真英雄，课均论英
雄》讲话。他要求全体校级干部身先
士卒、虚心学习，做学习型、研究型、
反思型校长，做学习管理的示范、发
展创新的模范、教育改革的典范，为
构建姜堰活力教育体系，推动姜堰
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共同创
造姜堰教育火热火红的黄金年代。

申海峰指出，校长要有积极进取
的工作状态。要多说行，少说不行，
杜绝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现象，摒
弃躺平思想；要敢于争第一、创唯

一，敢于突破自我、志存高远、勇争
一流；要提高执行力，做到“事交你
办我放心，事交我办你放心”，成就
每一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申海峰要求，校长要有善作善
成的实干精神。要干在寻常处，把
简单的事情干好就是不简单，平凡
的事情干好就是不平凡；要干在关
键处，做到备课能指导，走进备课
组、走进教师，上课能示范，走进课
标、走进教材，扫课能坚持，走进课
堂、走进学生；要干在出彩处，精心
打造教育场景，让校园发生的美好
故事沉淀为学生一生难忘的回忆。
科学组织研学旅行，真正做到学研
结合，在研中学、学中研。分层分级
整理好错题集，特别是教师、年级
组、学校、教研员错题集，教育服务
精准高效，教学指导有的放矢。

申海峰强调，校长要有日积跬
步的进取导向。办学规划要许上等
愿，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一课一小
进，一期一大进，通过绩效改革，让
教师愿意做事、想做事；教师发展要
择高处立，鼓励教师在各类竞赛、活
动中力争上游，高立潮头，要将有限
的经费用于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提高教师创新力、执行力和担当力，
多渠道鼓励教师读写带动学生读
写；学生成长要向远处行，做好护学
跟进包保工作，系统整理学生成长
档案，推进堰心灵 APP 运用，适时精
准检测学生心理，各类选拔、评先评
优要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无锡市胡埭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陈炎以《从控制性管理转向指
导性管理》为题作讲座。省姜堰中
学、励才学校、城西学校教育集团城

西初中校区、淮海小学、第三实验幼
儿园围绕“课均论英雄 向课堂要
效益”主题，聚焦集体备课、“学为中
心”课堂建设、校长带头上课、引领
青年教师上好课、开设第二课堂等
方面作经验分享。

申海峰在点评中，期待姜中精
心备课，促成课堂更精彩、作业更精
准；期待励才久久为功，成为“学为中
心”姜堰课堂质效提升的新样板；期
待淮海小学通过好书记好校长的专
业引领，帮助一群青年教师寻找到职
业的方向感、价值感、成就感；期待城
西学校管理者一如既往地激情澎湃，
坚定而温暖，留得住更多年轻人的
心；期待三实幼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继续播种早期阅读的种子，继续重视
学生运动习惯和运动能力的培养。

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育
局副局长孙长春主持活动。他要求
各位校长要坚定“课均论英雄，向课
堂要质量”的办学理念，真正实现

“轻负高质”，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还随机抽选了学员进

行心得交流。

谁是真英雄 课均论英雄

我区教育系统举办第一期“行知讲堂”

近日，南苑学校教育集团初中部开展班级文化建设
评比活动，旨在加强班级文明建设，营造班级文化氛围，
为学生创建一个整洁、和谐、友爱的成长环境。图为小评
委们正在为各班的文化墙进行打分。 夏一洋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义萍）近日，第
十届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现场
展示案例名单公示，小学段科学优秀案
例江苏省共2个上榜，区淮海小学实验
说课案例《大单元视野下的实验教学：
杠杆、轮轴和滑轮》位列其中，即将代表
江苏赴云南参加全国现场展示活动。

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是由
电教部门组织的高规格的教研活动。
活动以实验教学说课活动为载体，针
对理科实验如何教学，尤其是如何创
新教学，进行展示性说课。通过此活
动帮助教师优化实验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教师实验教学能力，提升实验教
学水平和实验教学质量，实现学校教
育技术装备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

淮海小学
实验说课案例全国优秀

本报讯（通讯员 李荣华）10 月 16
日，市科技馆走进马庄中心小学开展
馆校科学教育合作活动。

来自市科技馆的科技辅导员以专
业的讲解和生动的语言，给同学们带
来 一 堂 关 于 蝉 的 一 生 的 科 普 讲 座 。
讲座过程中，科技辅导员以有趣的实
验和操作，为同学们展示了生活中常
见结构的科学原理。同学们与科技辅
导员频频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讲座有趣、生
动，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
知识。

市科技馆馆校科学教育
合作走进马庄中心小学

全区初中“领雁人才”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姜仲宣）10 月 16

日，仲院小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区教育局安监科副科长钱益林
现场观摩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活动警报刚响，同学们反应迅速，动作
规范地按预定的线路紧急疏散。整个
过程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显示了全校
师生的默契配合意识和团队协作精
神。

钱益林对活动进行了点评。他表
示，此次防震疏散演练，既是对学校应
急治理能力的一种检验，又是全校师
生疏散默契协作的一次展示，更是学
校面对灾难时自救互救的完美体现。

仲院小学
举行地震疏散演练

本报讯（记者 钱朦 通讯
员 钱佳俊）10 月 15-17 日，全
区初中“领雁人才”研修班在区
城西学校教育集团三水初中校
区开班。

本次“领雁人才”研修班邀请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执行
总编、研究院院长张晓明，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管
理学系支部书记郭继东，上海市
静安区教育学院科研室原主任汤
立宏，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彭
钢，《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金连

平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
学校书记、校长席璐进行授课。
专家们就学校规划、文化建设、科
研论文撰写等方面进行专题指
导。张晓明对初中“领雁人才”研
修方案进行了解读。

开班仪式上，区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区教育局副局长孙长春
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事业
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是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基础保
障、最强动能。他要求全体学员
锚定发展目标，切实增强“领”的

自 觉 ，把 握 自 我 发 展 的 历 史 机
遇，强化自我成长的主体意识，
锚定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实现
教育人生的二次飞跃与成长；锤
炼专业素养，全面提升“领”的本
领，提升课程领导能力，提升学
校 管 理 能 力 ，提 升 信 息 运 用 能
力，成为教育信息化实践的引领
者 ；聚 焦 实 践 转 化 ，充 分 释 放

“领”的效能，知行结合、学以致
用，勤于内化、善于应用，深入学
习、全面应用，推动学校持续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