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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丹

古人讲“登高必赋”。《韩诗外
传》曾说：“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
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
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此次我
们虽到的不是景山之上，但来到
了“风动春朝，早雁初莺”的苏
州。一周的培训、参观、学习，就
像临秀水，攀高峰，让人视野开
阔，明确方向，著形于绝迹，振响
于无声。

一周的苏州之行，聆听专家
的讲座，观摩示范优质课，参观新
理念校区，感触实属良多。今日，
将所思所悟之心得与君分享。

第一，增值三类课程，加快教
学提效。苏州市吴江区教育科学
研究室专家唐琴老师，在她的专
题讲座《突破天花板：名师成长路
径》中提到，要上好“三类课程”：
评优课、公开课、常态课。平时多
锤炼评优课，展现更好的自己，练
好功夫关键时刻展现自我，而不
是比赛来了再练功夫，赛前做足
准备，对意外做好打算；公开课，
要学会“增值”，积累自己的“代表
作”。不要让公开课止于一张开

课证明，课前慎思，课中审思，课
后反思，让公开课成为自己的看
家课和代表作；自律常态课，在日
常课堂上，带领学生与伟大的事
物相遇，不陶醉在自己的“舒适
区”里，不断给专业成长赋能。

第二，突破成长瓶颈，走向教
育科研。在陕西省迎来“新高考”
的背景下，教师专业成长面临“新
挑战”，要提升“新素养”，呈现“新
成长”的趋势。不去开展自以为
是的教科研，应拓宽“专业成长”
新路径，认清自身成长重点和需
求，洞察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兴奋
点和需求点，学习优秀课题方案，
掌握记录琢磨点评论证的课题研
究方法，将心得体会运用到实际
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努力研
读核心期刊论文，夯实理论基础，
走向专业成长的高地。

第三，提升课堂审美，浸润育
人价值。苏州名师柳袁照先生，
在《遵循与超越：新课标视域下的
追寻——边界、跨界与课堂》的讲
座中说道：一堂好课，应是自然流
淌 的 状 态 ，忌“ 雕 琢 、牵 强 、过

度”。课堂应有源源不断的活水，
一堂具有审美价值的课，追求明
晰精干之美，留白绵延之美，深刻
澄明之美，曲折生动之美。同时，
高中课堂教学应以高考导向，从
2022 年起，高考命题方向开始突
出“情境化”试题设计，应用性、创
新性、开放性、灵活性是高考试题
的重要特性。教师应转变育人方
式，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
发展。

第四，确立素养本位，明晰育
人本质。刘玮教授在本次培训中
做了精彩的演讲：《从知识本位到
素养本位》，为我们厘清了2022年
版课程方案的新变化，新变化体
现在完善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
置，细化实施要求等。从课程育
人本质来看，从方向、对象、目标、
实施机制、育人方式五个方面明
确了课程建设的基本遵循的原
则，使学生拥有价值观念、关键能
力和必备品格，培养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青年。

第五，理解教育本质，塑造

“三者”形象。赵士元先生的讲
座发人深省，在谈到对教育的理
解时说：“教育是一项活动，一项
事业，一门艺术，带我们认识到
教育的本质。蔡元培先生说过，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
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
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
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
特别器具。”同时，教师也要注重
塑造“三者”形象：树好“创新者”
形象，树好“专业者”形象，树好

“师表者”形象。做一位有文化
品味，能跨界，会工作，会生活的
新时代教师。

在苏州这座古城，因春阳，
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
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
草而眺瞩。同时也获得了“临水
致思，登高必赋”的收获。不断
提升，勇攀高峰，激励自己“人生
高 处 无 穷 尽 ，且 攀 层 云 志 晴
天”。朱自清先生说：我到底是
惦着江南了！我想说：我也是！
惦记着江南春日美景，惦记着江
南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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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青

一个转身一个转身，，你们长大了你们长大了

我的朗诵之旅我的朗诵之旅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一
面，这些美丽的个性却那么的纯
真。我喜欢与学生们在一起，教他
们说话，看他们长高，一起观察身
边的每一事，每一物，收获着一个
又一个的惊喜。

小玘是个非常胆小的男孩，他
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力，每天一走
进教学楼，就会听到小玘发自内心
的赞美，“老师，你的鞋子真好看！”

“老师，你的衣服好看！”“老师，你
剪头发了。”……老师每一个细节的
变化，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捕捉到，
小玘的情感很细腻。挑食的小玘饭
量很小，瘦瘦小小的，给人一种弱
不禁风的感觉。对于吃饭的问题，
小玘的父母也是大伤脑筋，我们想
了不少办法，效果都不好。小玘喜
欢在课间给我捏几下肩膀，有一次

我故作惊讶地对他说：“你的手真
有力量，是不是最近吃了很多饭菜
呀？”话音刚落，就听到小玘兴奋地
回答：“是呀！”那天中午的餐桌上
就看到小玘的餐盘里比平时多了不
少的米和菜。从那以后，小玘每次
都会铆足了劲儿捏我的肩膀，我也
会跟他说一句：“你的手真有力量。”

歪打正着，每一件事都有一个
突破点，用心感受，试着给学生一个
惊喜，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多鼓励，多描述，肯定孩子努力
的过程，在精神上关注与认可他
们，这样他们会看到一个内心丰盈
的自己，从而变得更加自信。

小玘的口语非常好，但却不敢
对任何一个人说“不”，需要老师随
时随地给他“撑腰”。吃饭时，旁边
的男孩把自己不喜欢吃的菜拣到他

的盘里，小玘也不敢反抗，只低头默
默地吃饭，一次偶然，我发现了这件
事，训斥了那个男孩，并把菜又给拨
了回去。就是这样，小玘还是隔三
差五的收到小男孩的“赠予”，我也
要随时地出现，维护他。慢慢地，小
玘找到了安全感，内心也逐渐强大
起来。在小玘第一次转过头向我

“告状”时，我给予小玘非常肯定的
鼓励，“你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是一个
勇敢的小男孩！”现在，那个小男孩还
是偶尔会调皮，但是，小玘也敢“反
抗”了。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对
于小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小
玘勇敢地迈出了成长的又一步。

生命，是那一树花开；成长，犹
如一棵七彩藤蔓，轻悄悄地绕上生
命的大树，等它结出果实，去体味、
品尝，去发现其中的酸甜苦辣。

在道德与法治的那节《一起来活
动：我进步 我成长》中，有一个提升
的环节，在类似于阶梯的横格中写出
你有哪些进步和成长。这对于二年
级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他们
的识字量还不够，于是在学生动笔
之前，我告诉他们不会写的字可以
问。话音一落，就看教室里这个低
头书写，那个专注地思考，很是认
真。一会儿后，孩子们陆续地举起
小手，“老师踢足球怎么写？”“老师
叠衣服怎么写？”“老师打乒乓球怎
么写？”“老师炒菜怎么写？”……眨
眼的时间，黑板上排了十几个词语。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心里是有问号
的：他们会不会都抄写黑板上的，结
果写的都一样呢？当孩子们放下笔
后，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每
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写出的
是自己会做的，这一颗果实是甜的。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对孩子
们的了解还是不够，他们是那些孩
子，他们又不是那些孩子。成长是
多么美好的事情，仿若一瞬间，都
长大了！

常识告诉我们，孩子自小就善
于学习，但在生活中有一部分孩子
越来越害怕学习，没有好奇心，没有
求知欲，原因在于我们家长，或者是
老师，常常以成人的标准或要求去
要求、限制孩子。为了所谓的规范、
干净、省心而强制要求孩子只能这
样，不能那样，限制孩子，控制孩子，
想把孩子培养成自己希望的那样，
这样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削弱了孩
子的学习力。

人人都有好奇心，孩子的好奇
心更强烈。人在婴儿时期，对身边
的一切事物都很好奇，会用手去触
摸，用舌头去品尝；到了幼儿时期，
好奇心更加强烈和明显，而且会通
过感官、动作、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周
围事物的好奇。我 6 岁的儿子不管
遇到什么东西，都要问“是什么”和

“为什么”，我成了他的“百科全书”。
宽 容 ，才 能 保 护 孩 子 的 好 奇

心。儿子今年读一年级，最近我发
现他爱上了“科学”，一个人躲着做

“实验”。我看到他将厨房里的猪
油、香油、食盐等物品弄得乱七八
糟，到处都是，还生怕我知道。等我
发现要教训他时，他早去上学了，我
只能按捺住心中的火气。

为了弄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把他的科学课本、活动手册找来，
发现里面有“溶解”这部分内容，我
才 恍 然 大 悟 ，我 确 定 他 是 在“ 实
验”。难怪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地问
我：“食盐在水里会溶解吗？油呢？”
我说，你问这干什么，他笑而不答。
可见，他早有了主意。

“好奇心是科学之母。”后来，我
找他谈这件事，既然他要研究就让
他研究，因为他有了难能可贵的好
奇心。过了几天，他更加“变本加
厉”，用我的红蓝墨水做“食盐”，弄
得到处都是，就连我的白衬衣都变
成了花衬衣；他将食盐、猪油、食用
油、洗洁精等多种物品倒进一只小
碗里，研究“溶解”。我逐渐对孩子
给我带来麻烦的好奇心给予了宽
容，并加以保护和引导。

前几天放学路上，他和我说起
来：“爸爸，我这几天有很多收获。
食盐很容易在水里溶解，油就不好
溶解，油在热水里溶解得快。”我心
里激动极了，这就是宽容带来的益
处。我和儿子说：“对了，这就是我
为什么要让你饭后喝热水的道理。”
我和儿子讨论起来，“比如，我在给
你泡冲剂时，用了热水，还用了一个
什么好办法，药就更快速溶解了？”
他愣了愣说：“用筷子搅拌。”第二
天，他又研究起来，这次甚至动了冰
箱里的鸡蛋，将蛋液倒进水里进行
观察。我想，浪费一点东西不要紧，
把家里搞脏一点也无所谓，要紧的
是他在学习，而且有了持久的学习

力。不过，我也交待他，要注意安全，
要讲究卫生，毕竟你已经上一年级
了。如果我们家长这样宽容起来，孩
子的好奇心、学习力就更强了。

我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身上
也做到了保护她的好奇心。我每年
为她订一套《小哥白尼》，她对杂志
里神奇的动植物、有意思的实验充
满了兴趣。每次我把杂志带回来，
她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有一次，她
做了一把“土吉他”，弹得不亦乐
乎。我好奇地问她，你怎么做的？
她告诉我，书里有做的方法。后来，
她又迷上了魔术，自己找一副扑克
整天研究。看她很入迷，我也“配
合”她“玩”了起来。她爷爷知道了，
也和她“玩”，弟弟知道了，也一起

“玩”，一有空我们就一起“玩”。这
种持久的好奇心就是因为保护而得
到的结果。

孩子的好奇心弥足珍贵，就像
清晨草叶上的晶莹露珠，会轻而易
举消失了，特别需要我们保护。法
国教育家卢梭指出：“好奇心只要有
很好的引导，就能成为孩子寻求知
识的动力。”

保护了孩子的好奇心，就等于
为孩子插上了求知、探究的翅膀，因
为通往创造性的第一步就是好奇心
和兴趣的培养。牛顿因为好奇苹果
为什么会下落，最后发现了万有引
力；爱因斯坦因为好奇“追光旅行”，
最后发现了相对论；伽利略因为好
奇吊灯摇晃，最后发现了单摆运动
原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激发
了我们的好奇心，或许就能够创造
一个奇迹。

教育孩子，从宽容开始。

——参加2021年度省级教学能手域外高级研修班培训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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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师之名教会学生赢自己以师之名教会学生赢自己

学校刚组织完期中考试，成绩出
来了，班上的李崇同学第一时间就拿
着印着红色醒目分数的试卷来到我面
前，他不是前来给我报喜、向我展示他
的好成绩的，而是满脸写着忧愁，他对
自己在此次考试中取得的成绩一点儿
也不满意。在学习上，李崇的努力我
是看得见的，他自己也能从平常的练
习本和课本上找到努力拼搏的证据，
但这一次，他在考试中还是没有获得
他想要的理想成绩。因此，他想从我
这个老师这里，求得一个合理解释。

“为什么我努力了，却没有得到
我想要的结果？”

在拿到李崇的试卷时，首先映入
我眼帘的便是那个写在试卷右上角
的分数，一个大大的醒目的“71”分。
这个分数在我眼里，算不上是差，因
为它不是一个“无效”数字。这个数
字的背后，至少藏了李崇无数滴汗水
和他熬过的无数个孤独黑夜，这是他

牺牲了自己的课余时间和好几个周
末，用时间和努力换来的分数。

看李崇一脸的不高兴，我便有意
安慰他说：“你这个分数也不低啊，又
不是没有过及格线，100分的考试题，
你考了71分，虽然不是很优秀，但至少
也是个中等。这个分数，足以证明你
学习努力了，你只要继续保持这股子
努力劲儿一直向前冲，我相信你一定
会不断地进步，以后考试成绩肯定也
差不到哪里去。”听了我的话，李崇的
脸上紧绷的肌肉稍微松了些，但他写
在脸上的“愁容”，并没有全部散去。

“我这次真的是努力了，可我只考
了71分，仅仅比上一次考试成绩多了
1分。”李崇接着说。“而且我这次成绩
排名，在班上排位到了第21名，还比
我上一次的排名下降了5个名次。”

“老师您说，我的努力是不是白
费了？我努力了这么久，几乎就没
什么进步，那我再努力下去，又有什

么意义呢？”
李崇的话，出乎我的意料，问得

我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一时间，
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

沉 思 片 刻 ，我 给 他 举 了 个 例
子。我对他说：“假如有 10 公里的
路，我们同时从起点出发，我骑自行
车，你走路，我们都尽最大努力，我
们的最终目标就是从路的这一头走
到那一头，那你说我俩谁先到达终
点？我俩谁又能实现终极目标？”

面对我的问题，李崇想都没想，
就直接回答我说：“这答案不是明摆
着嘛！我步行，您骑车，我纵使再怎
么努力，那也快不过您骑自行车
啊！”看他只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
题，我便接着对他说：“你还没回答
我的第二个问题呢？”他笑了笑，然
后说：“我们都能到终点，都能实现
目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说到此处，我看到李崇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于是我又向他抛出了
第三个问题。

“同样是这10公里的路，如果你
因没有我走得快而停在原地止步不
前，抑或是你尽最大努力向前走了，
它们的结果又该如何？”

“止步不前我永远到不了终点，
也永远无法实现目标。我努力了，
虽然比您慢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到
达终点、实现我的目标的。”

“ 那 你 在 这 场‘ 追 逐 赛 ’中 赢
了吗？”

“赢了！”
“赢了谁？”
“赢了我自己！”
接着，我还不放心地又问了问

他：“那你现在知道努力有什么意义
了吗？”李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而
后回答我说：“我知道了，老师！如
果我不努力，我现在的 71 分就会很
快失去，您放心吧！我会继续努力
的，我再也不跟别人比了，我要‘赢
我自己’，我要继续努力前进，前方
有我的终极目标呢！”

最后，看着李崇开心转身从我
办公室离去，我也跟他一样，开心地
笑了。

一个炎热的下午，延时
课结束后，我拖着疲惫的身
体走向停车场，准备驾车回
家。打开车门，一股热气扑
面而来，连车座都是烫的。
刚打开车窗换换气，只见一
个熟悉的身影——我班的

“调皮鬼”柯晓明（化名）同学
忽地跑到我车跟前，从车窗
外递进一瓶冰糖雪梨饮料，
一脸微笑地对我说：“王老
师，辛苦了，赶快喝口饮料解
解渴。”“哦，谢谢你，老师不
渴，你喝了赶快回家。”我把
饮料又递给他。“老师，这是
我专门给您买的，今天刘老
师不在，您上了一天课，天气
又这么热，嗓子一定不舒服，
您赶快喝口解解渴。”说罢，
这个平日里一脸稚气又调皮
的小男孩把饮料瓶往我车里
一扔，转身笑嘻嘻地跑开了。

望着他瘦小如猴子般灵
活的身影，我内心颇觉感动之
余，竟还有点惊讶和悄然自
责。要知道，今天上午，我因
他上课捣蛋才狠狠地“教训”
了他。柯晓明同学学习基础
极差，且生性好动，缺乏自制
力。自我认识他以来，早上
从来没有按时到过校，基本
上都是快下早自习了才带着
一副没睡醒的倦容出现在校
门口，学校保安看到他常调
笑着说：“考清华、北大的来
了！”课间，他桌上空无一物，
从不认真听课，要么趴在桌上
呼呼大睡（有时站起来都会
打瞌睡或睡着），要么就与邻
桌说话，要么频频搞恶作剧，
难得片刻安宁，经常把课堂
秩序弄得一团糟，成了全校
都“出名”的“淘气包”，因而，
各科老师都不喜欢他，一看
到他就来气。平日里，几乎
每天他都会受到我这位“严
师”的斥责，以至于在我的潜
意识里，很难从他身上发现

“好孩子”才有的优点。常常

慨叹，这个孩子将来该怎么办
呢？没想到，这个在我们大多
数老师眼里“无药可救”的“熊
孩子”竟然没有和我们“记
气”，还存有可贵的感恩之心，
怎能不让人深感“意外”和莫
名的感动呢？懂得感恩的孩
子，本质都不会坏，看来，以前
戴着“有色眼镜”的我们，认知
世界和思维方式都是狭隘的、
主观的，导致我们无法真正走
进孩子们的内心，去发现他们
身上那些潜在的美好品质和
纯真善良的本性。

当前，国家“双减”政策
的出台，首先就是要打破“唯
分数论”“唯升学论”等单一
教学评价体系的禁锢，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系，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教育
回归本真。清华大学教授钱
颖一指出，追溯中华文化和
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
重视“人”的传统，所以说育
人比育才更重要。柯晓明同
学今天的表现正是我校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学生
德育方面提出的“八个特别”
（特别有礼貌、特别有孝心、
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特
别会读书、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忍耐、特别守纪律）育人要
求的最直观的成果呈现。瞬
间，小柯同学在我的眼中变得
是那么可爱可亲，不禁让我为
自身狭隘的教育观而感到羞
愧。我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基层教育工作者，唯有积极转
变育人理念，加深对教育真谛
的认知，并用心用力用情去付
诸实践，才能更好地践行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使
命，促使孩子们全面发展，健
康快乐成长。

一瓶饮料，一份感动，一
次反思，温润了我的教育情
怀，丰盈了我的教育认知，让
我坚守初心，沿着幸福的教
育之路砥砺前行。

研 修
思 旅 教子有方

爱上朗诵，是上天给予我的厚爱。
——题记

从
宽
容
开
始

从
宽
容
开
始

育育教教 一日 育 人 故 事

从儿时收听《平凡的世界》开
始，我开始萌发对声音的喜爱。后
来上了师范，偶尔参加朗诵比赛，
毕业后有幸成为语文老师，从此朗
诵的种子在心底慢慢发芽、长叶 。

2015 年，无意间在朋友圈发
现了《为你诵读》朗诵软件，当录
制好第一篇作品时，我无比兴奋！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朗诵之
旅，几乎每天都会朗诵。当时为
了录制作品不受干扰，我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面，经常提醒家人不
要大声说话或者走动。以至于每
晚我开始朗诵的时候，老公就会打

趣：“某人又要吟诗作乐喽！”后来
我告诉他在这个平台读得好，可以
去北京参赛。他便时不时打趣说，
啥时候上北京把他带上？我哈哈
大笑：“快了，快了！”就这样，在家
里人的支持与配合下坚持到现在。

一路走来，也曾给不少平台
投 过 诵 读 作 品 ，偶 尔 也 会 被 刊
登。后来朋友创办了朗诵公众
号，邀请我当主播，通过和作者及
听众交流，我发现了我在朗诵中
的问题。于是开始倾听各种名家
作品，从最基础的发音开始学习，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我的朗

诵水平不断提升。
如 今 我 完 全 享 受 朗

诵。语文课上，课文我几乎都范
读。读《春》，我从学生脸上看到
春风拂面的微笑；读《秋天的怀
念》，我忍不住落泪，学生听得几
度哽咽。看到孩子们陶醉的神
情，听到孩子们真诚的掌声，我陶
醉其中……

工作之余，我学会了用美篇
制作朗诵作品。在这里我可以读
自 己 的 作 品 ，可 以 读 喜 欢 的 文
章。我为之取名为《岁月静好之
声》。后来我又创办了自己的公

众号《鄠邑燕之声》。在公众号里
为学生范读课文，朗读自己写的
作品，收获了一批粉丝。此刻朗
诵已与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实
现了诗意与远方……

未来之路，无论漫长与否，我
都会坚持我的朗诵之旅。等我老
了，我就坐在我家院子里，听听自
己写的文字；听听年轻时候的声
音，一定是十分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