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07名 师 主编：冯永亮 编辑：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bms@163.com
2024年7月17日

发现英语单词背后的世界
□马春琴

在乡村教书育人

在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

的凌家滩地区，坐落着我美丽的家

乡——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作为

一名教师，我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上，播撒着知识的种子，浇灌着梦想

的花朵。

9 年前，当我回到家乡，第一次

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面对那些没

有系统上过英语课的学生，我的内

心充满了使命感。我知道自己的

任务不仅是教会他们英语，更要点

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世界的

好奇。

为了让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兴

趣，我开启了创新教学之路。比如，

我从学生喜爱的《西游记》中寻找灵

感，将那些生动的角色与英语学习巧

妙地结合起来。就这样，皮影戏人物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走进了课堂，

他们在学生的手中跳跃、舞动，每一

个动作都对应着一个英语单词，每一

次笑声都伴随着对英语的新认识，

head、foot、hand……这些词汇在学生

的欢笑声中变得生动而有趣。

随着教学的深入，学校邀请了市

里的专家进行指导，学生拿着自己制

作的皮影人物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英语与皮影戏相互渗透的表演。

学生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流

利的英语、生动的表演赢得了在场所

有人的掌声。那一刻，我看到了学生

眼中闪烁的光芒，那是对知识的渴

望、对未来的憧憬。

身处农村，我充分利用身边资

源 将 英 语 教 学 与 生 活 紧 密 相 连 。

如 教 学“ 食 物 ”时 ，需 要 教 授

“bread”这个单词，我没有选择直接

讲解，而是让学生从家里带来了金

黄的麦子。我们一起观察麦子的

形状、颜色，并借助多媒体了解麦

子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香喷

喷的面包。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

仅学会了“bread”这个单词，更了解

了食物的来源和制作过程，以及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所 涉 及 的 其 他 词 汇 。

学生的眼界拓宽了，学习英语的兴

趣也愈发浓厚。

岁月在指尖流转，每天都如同一

段美妙的旋律。我与学生在这片田

野上一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它们正

在一点点生根发芽，在知识的滋养下

我们共同成长。我先后获得“安徽省

优秀青年教师”“马鞍山市骨干教师”

等荣誉称号，多次在省、市教学大赛

中获奖，并于 2022 年入选教育部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今

年 6 月，为了提升小学英语教学质

量，含山县教育局专门成立了“马春

琴小学英语教育工作室”。这对我来

说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

将与县里的老师一起共同学习、进

步，努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与此同时，我的学生也取得了

优异成绩，他们一次次到城里参加

英语竞赛，大放异彩。看着学生从

最初的茫然到现在的自信满满，我

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我深知，教

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引领学生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每一个英语单

词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世界，我希望

学生能够透过这些单词看到未来有

更多的可能。我坚信，在不久的将

来，这些种子必将开出绚丽多彩的

花朵。

这便是我与学生在农村的一场

充满诗意、挑战与收获的美妙时光，

这片田野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蝶变，

也承载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

期待。我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但

我将携手学生一同前行，共同追寻那

片属于我们的星空。

（作者系安徽省含山县铜闸学校

教师，入选 2022 年乡村优秀青年教

师培养奖励计划）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支

持下，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

实施“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5 年来奖

励乡村教师 1500 余名，为

展示乡村教师风采，助力

乡村振兴，本报特开设“在

乡村教书育人”专栏。

40 年前，我在一所

乡村小学读书。一群和

我 相 差 无 几 的 农 村 孩

子，正是狗都嫌弃的年

龄，如山涧野草般野蛮

地生长。那时，龙老师

20多岁，皮肤白晳，声音

洪亮，笑意盈盈，不怒而

威，扎着一对油黑发亮

的长辫子。面对一群衣

衫褴褛的乡下孩子，她

严慈相济地教我们加减

乘除。

一个秋天的中午，

小伙伴们在密不透风的

山林中找寻野果，不小

心招惹了一窝野山蜂。

有几人被野山蜂狠狠地

蜇了，我便是其中之一，

大家的额头上很快鼓起

了一个个肿包，火辣辣

地疼。

我们忍着疼痛悻悻

地往学校跑，正准备悄

悄溜进教室时，却在校

门口被值班教师厉声叫

住 了 ，一 时 窘 迫 至 极 。

当时，龙老师正抱着孩

子在校门口纳凉，听到

值班教师的呵斥后，她匆忙走近并仔细

察看，和蔼地说：“你们被野山蜂蜇了，

下回可要长点记性，我给你们抹点浓盐

水。”

说完，她把孩子放在摇篮里，从宿

舍端来一搪瓷缸盐水，用细竹枝做了一

个简易的棉花棒，给我们逐一抹上盐

水。那一幕，她像极了一位母亲，多少

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忆深刻。

一次，我稀里糊涂地记错了假期后

的上学时间，走进学校后才发现，偌大

的校园只有我提前一天来到学校。逗

留片刻后，我正准备回家，却一头撞见

了龙老师。她微笑着问我：“小家伙，这

会儿有时间没？把你的数学作业拿给

我检查一下。”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

跟着龙老师走进了教室。

坐定后，龙老师从抽屉里掏出一支

红墨水钢笔，细心地批阅起来，改着改着

她蹙起了眉头。原来，我有一道数学题

由于马虎计算错了，还有一道题的算法

不够简便。她开始在水泥黑板上讲解

起来，“农村的孩子唯有上学、当兵两条

出路，你很聪明，可惜马虎的毛病一直没

有改掉。马虎是求知的大敌，认真是学

有所成的基础。”龙老师谆谆地告诫。

那是只有一名教师、一个学生的课

堂，我坐得极其端正，听得极其认真。

我手中捧着作业本，像是在领受一份关

于“认真”的沉甸甸嘱托，那是我受益一

生的敲打和启迪。

一个春天，学校组织学生到水库春

游。听闻消息后，大家都很兴奋。那个

年代，乡村学校物资极其匮乏，各班级

纷纷就地取材，国旗、少先队旗、各式彩

旗甚至红领巾，都被大家绑在竹竿上当

起了旗帜。在各班老师的带领下，我们

行走在公路上，春风拂面，旗帜迎风招

展，煞是好看，大家神气极了。

远山含翠，近水衔波。整个水库，

风景秀丽，雄伟壮观，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一边聆听着龙老师对水库的介绍，

一边饱览美丽的山林风光。龙老师时

刻不忘提醒我们要对自然环境保持一

份应有的敬畏，不要乱扔废弃的纸片和

塑料瓶。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

该返程了。

回校的路上，大家疲惫不堪，早已

顾不上形象了，队伍松松垮垮，排头的

那些旗帜被胡乱地缠绕在竹竿上……

这时，龙老师气喘吁吁地从队伍后面小

跑着上来，高声训斥道：“你们是少先队

员，国旗都打不好，怎么对得起自己的

身份，怎么对得起国家和先烈？”

当时，举着国旗的就有我。听完龙

老师的批评，我们的小脸腾地红了，仿佛

突然间长大了。“排头兵”一起抖擞精神，

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起旗帜来，就像一株

株生机蓬发的雨后小树，朝气蓬勃。

龙老师全名叫龙凤枝，她一直没有

显赫的成就和响亮的荣誉称号，但在三

尺讲台上默默奉献了一辈子。也许，这

才是一名教师平凡中的伟大。如今，30

年过去了，班级里只有我走上了教书育

人的道路。

人至天命悟教育，现在我常常会想

起龙老师。当年，龙老师教我的那些数

学公式、解题方法早已遗落在岁月的烟

尘里，但她身上那份对学生的爱心、责

任和那抹精神的微光，却始终闪烁在我

的生命深处。

（作者系特级教师，湖北省枣阳市

吴店镇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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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物

魔法约定本
□段小华

师生之间说起小泽，恐怕所有科任教师都

会摇头。因为小泽上课总是坐不住，

经常做出一些影响课堂秩序的行为。

这不，他又在我的语文课上进行

“创作”了。

我正在指导学生朗读，小萱突然

举手并提醒我看墙壁。只见雪白的

墙面上赫然出现了红色的印痕，那鲜

红的水渍触目惊心，甚至把旁边的课

桌也染成了红色。

看到小泽的“杰作”，我不禁怒火

中烧，正欲发作，却瞥见了小泽眼里

的狡黠。别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愤怒，

眼里一般都是恐惧，而小泽居然有一

种隐隐的得意。莫非他是想通过怪

异的行为吸引大家的注意？

想到这儿，我的愤怒消失了一

大半，并向大家说道：“同学们，小

泽 同 学 有 成 为 科 学 家 的 潜 质 ，今

天 他 用 水 和 粉 笔 灰 调 制 出 新 颜

料，给墙壁和课桌穿上了新衣服，

你们看……”大家听到我的话，哈

哈大笑，小泽摸了摸脑袋，低下了

头 。 但 他 的 眼 里 闪 现 出 了 光 ，好

像有一种被关注的快乐。

“可是，上课时间研究粉笔，好像

不太好，你觉得呢？”我话锋一转，把

问题抛给了小泽。

小泽向来机灵，他知道我在给他

台阶下，立刻接茬：“老师，我下课一

定擦干净！”说完，他端正坐姿，开始

听课。

课后，小泽如他所言，拿起抹布

把墙壁和课桌擦得干干净净。擦完

之后，他还到办公室向我汇报，好像

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看着小泽轻松的模样，我在想，

倘若当时没有克制住情绪，直接批

评了小泽，他课后会心甘情愿地擦

干净墙壁和课桌吗？他可能会沉浸

在老师的批评当中，满身怒气地对

着墙壁发泄；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吸引大家的关

注。十几岁的孩子都喜欢表现自

我，但又不知道如何正确表现，于是

大多采用标新立异、逆反等做法吸

引他人的注意。

看 着 身 旁 的 笔 记 本 ，我 有 了

主意。

“小泽，我总是看到你一个人在

教室里玩，你很渴望朋友吧？”我打算

从自己的观察入手，先让小泽敞开

心扉。

小泽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我

知道找对了切入点。

“小泽，你喜欢和什么样的同学

交朋友？”我抛出问题给小泽。

“我喜欢和成绩优秀、愿意帮助

别人、表现好的同学交朋友！”小泽一

口气说出了好几个标准。

“是呀，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朋

友。那你觉得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

人，有哪些需要努力的地方呢？”我启

发小泽自己发现问题。

小泽沉默了一会儿，捏着衣角

说：“我好多方面都不符合。”说着说

着，他的眼睛湿润了。

“小泽，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小问

题，特别好！我知道你想改变自己，

想获得朋友，那你想知道我的秘诀

吗？”我看着小泽。

小泽立刻点了点头，侧耳聆听。

“其实，密码就藏在这个本子

里。”接着，我拿出笔记本，故作神秘

地说，“小泽，这个本子是约定本，它

有魔法，你先把自己的心愿写下来。”

小泽拿起笔就写：我希望能有朋

友跟我一起玩。

我把小泽叫到身边，轻声告诉他

秘诀。他粲然一笑，跟我拉了钩。

第二天，小泽早早来到教室并认

真地读书。看到小泽的表现，我立刻

表扬了他，还在黑板表扬栏写下了小

泽的名字。小泽读得更认真了，身旁

的同学对小泽的改变感到有点不可

思议。

语文课上，小泽坐得笔直。我抛

出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小泽立刻举

起了手。看着他信心满满的样子，我

知道他肯定能答对。于是，我喊小泽

回答，他按照要点一一罗列，比我想

象中回答得还要全面，我不由得鼓起

了掌，大家也跟着我一起鼓掌。小泽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课间，小泽坐在座位上看书，他

的身旁慢慢开始有了同伴。午间，我

把小泽叫到身边，在“约定本”上记录

下他的改变，同时开始新的“约定”。

其实，每个学生都渴望被关注

和认同。我不过是在小泽的耳边轻

轻跟他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做正确

的事情。小泽就开始有了变化。学

生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呵护，更少

不了引导与交流。当学生出现错误

行为的时候，教师要学会有创意地

去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湘府英才小学）

经验之谈

从种西红柿起步的
课题研究
□陈风波

说起课题研究，以前我总觉得高

高在上，感觉跟自己平常的教育教学

是两条平行线，难以产生交集。但几

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让我不知不

觉走上了课题研究之路，亲身体验了

课题研究的幸福滋味。

当时，学校正在开展主题综合实

践活动，我带领的班级承担种西红柿

的任务。我领着学生挖土、移苗、浇

水、培土，忙得不亦乐乎。西红柿苗

种完后，全班学生在花盆边围成了一

圈，议论纷纷。面对此情此景，我对

学生的日记有了些许期待，很多学生

会在日记里记述他们与西红柿苗的

亲密接触吧？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批阅学生

日记，却没有一个学生写种西红柿这

件事。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无动于

衷？难道他们不喜欢种西红柿？学

生当然可以写自己印象深刻的其他

事情，但他们的表现总让我觉得哪里

不对劲。

我又翻看了一遍学生日记，除了

吃饭、打篮球、打扫卫生等常规的事

情，没有其他让人眼前一亮的记录。

学生为什么会对种西红柿活

动无动于衷？当这个问题不断出

现在脑海时，我才意识到学生身上

肯定是缺了点什么，才会导致他们

对种西红柿等活动“视而不见，置

若罔闻”。

我把自己的苦恼和思考发到了

学校教师微信群。大家纷纷留言，普

遍认为这是现在孩子的通病。他们

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却丧失了敏锐

的观察力，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

什么都需要教师的引导，缺少自己的

主动发现。

读了大家的回复后，我明白了学

生缺乏观察力原来是一种普遍现

象。作为一个凡事喜欢琢磨的人，我

极其不甘心：辛辛苦苦教了学生两三

年，难道这就是我的收获？学生为什

么会丧失观察力？怎样才能重新培

养学生敏锐的生活观察力？我认为，

到了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拿定主意后，我首先把目光投

向了教育方面的书籍，想从中找到

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于是图书

室成了我频频光顾的地方。上网

时，我也有针对性地查阅和搜索相

关资料。经过大量的阅读，我初步

得出一个结论：学生观察力缺失主

要是因为形成了一种对周围环境

和事物缺少观察、思考和比较的思

维定式，因此他们很难发现发生在

身边的变化。这个结论让我兴奋

不已。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思维定式，让

学生的眼睛亮起来、思维动起来？我

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一方面，我建立了班级日志，除

了记录班级常规活动，还设置了一个

叫作“新鲜事我知道”的栏目。学生

轮流记日志，每天夕会时间进行交

流。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努

力，学生开始

留心身边发生的新

鲜事。冬天第一次供暖的时

候，虽然事先并没有通知学生，但一

个细心的学生还是通过暖气片里细

微的水流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我因

此对他大加表扬。

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学生对细微

变化的观察能力，我经常出其不意地

给他们来点“小把戏”。一次课间我

到教室，看见黑板边上摆着一些磁力

钉，就顺手把磁力钉摆成了北斗七星

的形状，但什么也没说。当天夕会的

时候，许多

学生关注到了这

个图案。我问他们：“你

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摆这个图案

吗？”有人说：“老师希望我们能在北

斗七星的指引下，好好学习！”有人

说：“我觉得老师是想看看我们能不

能观察到北斗七星的存在！”我笑着

一一肯定了学生的回答，同时觉得

自己的努力逐渐有了回报。

此外，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观

察 习 惯 ，我 充 分 利 用 班 级 的 西 红

柿 盆 栽 ，引 导 学 生 每 天 观 察 西 红

柿的成长与变化情况。一开始学

生 还 颇 有 兴 致 ，但 时 间 一 长 他 们

就 有 点 懈 怠 了 ，有 时 一 周 都 不 去

看一次。

我再次在学校教师微信群留下

了自己的困惑，大家纷纷支招：有人

说上课的时候强调一下，学生就重视

了；有人认为不能强调，这样就不是

学生自己发现的了。

反复思量之后，我觉得还是不能

要求学生去观察西红柿，应该引导他

们发现观察的乐趣。于是，我在课间

总是走到西红柿盆栽前，给西红柿松

土、浇水并观察它们的长势。上课

前，我会跟学生交流自己的发现：西

红柿的叶子长大了，西红柿现在有多

高了……经过一系列引导，学生自主

观察的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临近放

寒假时，许多学生抢着把西红柿搬回

自己家过年，在寒假里也坚持观察，

并制作了《我与小苗同成长》的小册

子，在全市寒假趣味作业展览中获得

一等奖。

就这样，我把“学生观察力培

养”作为一个突破口，融入每天的教

育教学活动中。经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学生慢慢学会了观察、爱上了观

察，这种变化体现在他们的日记里

和课堂交流中。

我以这次活动为突破口成功申

报了山东省烟台市“十二五”规划课

题“运用主题实践活动提升农村学生

观察力的研究”，在学校领导、同事的

帮助和指导下顺利结题。“十三五”期

间，我开展了多个课题研究，撰写科

研论文 10 余篇，先后被评为齐鲁名

师和山东省特级教师。

现在看来，课题研究其实并不

难、并不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回

顾自己走过的课题研究之路，虽然

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但在不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

不知不觉走上了课题研究的幸福

之路。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山东省莱州市柴棚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