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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
“好老师”APP中国教育报好老师微信

一名教师的职业生涯，几乎就
是教育写作的一生，教师以其几十
年的教育写作和教学反思，成就了
属于自己的“教育史记”。30多年时
间，我一直未曾放下写作的爱好。

刚开始工作时，正面临从教法
到学法转型的探索，我针对当时语
文课堂重教法而轻学法的突出问
题，撰写第一篇论文《中学语文课
堂更应重视学法指导》参加年度论
文评比，获得了语文学科的一等
奖，受此鼓励，我走上了教育写作
之路。

教师需要写作，更要讲求技
巧。注重积累，集腋成裘，写作才
有源头活水。可以采用摘录法、剪

报法、日记法等，日积月累，头脑
里就有了随时可支取的知识财富；
挖掘素材，言之有物，写作才能笔
下有料。尽量写一些自己熟悉、有
感而发、力求新颖的内容，同时，
文章切口宜小不宜大，写完后最好
冷处理；选择方向，研究报刊，写
作才能有的放矢。

近些年，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
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刚毕业的大
学生不愿意到农村从教的现象依旧
普遍存在。针对这一问题，我花了
一周时间写下《新教师“水土不服”
咋应对？》一文，从“定好步子、结好
对子、搭好台子、画好圈子”四个方
面予以支招，很快文章便在《中国教

育报》得到发表。班主任给人的印象
就是终日琐事缠身的“班妈”，受苦
受累却又总在受委屈。我认为，班主
任应转变观念，转换角色，淡化“管
理者”意识，让更多学生在参与班级
活动中承担责任。《让学生成为班级
管理的CEO》一文也顺利在核心期
刊发表。

名师的生命在课堂。我还沉醉
于“序列化写作教学”研究，摸索
出一套适合初中生行之有效的写作
训练方法，总结归纳出“昂扬的主
题”“精准的审题”“优美的文采”

“丰沛的情感”“细致的视点”“独
特的感悟”等12个作文专题，运
用于教学实践中，效果很好。

就像一棵小树，不会拒绝生
长，一直仰望参天，我已在全国
60多家报刊发表教学论文300余
篇，参编图书25种，指导学生发
表习作200余篇。6年前，我接过
市“名师工作室”的匾牌，成为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担当起培养青年
教师成长的责任和使命。

我想说的是：做一名好老师，
是我毕生的事业。从青葱岁月，到
近知命之年，良师前行携春风，栽
桃育李乐其中，我也越发坚信，只
要用精力、花心思，在教育之路的
两旁，种植教研的绿树，培植阅读
写作的芳草，终有一日会桃李芬
芳、硕果累累。

书写属于自己的“教育史记”

杜鹃，又名映山红，是我家乡的
英雄花。每年三五月，开遍山坡，红
红火火。年少时，受家庭的影响，我
读书虽有一定的基础，但杂乱无章，
不成体系。工作的第十四个年头，我
一路闯关，评上了枣阳市首届中小
学名教师，成为学校师生公认的好
老师。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离
真正的优秀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
开始发奋攻读四类书。

研读“旧书”。语文课程标准
和教材解读等，是我的“案头
卷”，常读常新。随着教学阅历的
丰富和能力的提升，我发现只有用
心多次去研读、感悟后，才能更好
地理解和把握教学内容，才能更深
入地领悟其中蕴含的内涵和意义。

阅览“新书”。作为一名语文教

师，应当与时俱进，及时了解国家教
育政策，知晓国家的教育教改方向，
坚持阅览最新最权威的报刊。学校
订阅的每一份报刊，我都奉为至宝，
先睹为快。我坚持自费订阅语文教
学专业期刊20多年，这些期刊使我
的知识储备有了更广阔的维度，教
学研究站在更广阔的平台。

涵养“专书”。语文学科专业
上的书籍，我称之为“专书”。我
采用“三段式读书法”——激兴
趣、学方法、悟理论，选择性阅
读，从中体验教育的“道”与

“术”。教育名著最重要的不是多
读，而是精读。我提倡“读烂”一
部教育专著，形成指导自己教育教
学的理论根基。

涉猎“杂书”。优秀的语文教师，

皆是“杂家”。为站好讲台，我开始关
注生活中的语文，博览群书，涉猎

“杂书”，不断拓宽知识面，增长见
识，借此在课堂上引经据典、因材施
教，让课堂既有高度又有温度，从
而以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体
系影响学生。

阅读对一个人的改变，如春日
之草，不见其增，日有所长。我的
课堂在悄然发生变化。阅读让人保
持必要的清醒，我从关注自己的教
到关注学生的学，从个体阅读到带
领学生一起读书。

在班级里，我采取多种方式让
学生的阅读真正发生。首先，我将
课外阅读作为课程去开发，积极为
学生寻找好书，根据学生的兴趣、
爱好和特长，为学生推荐适合的书

籍；其次，基于阅读整本书，让学
生画思维导图，前后勾连，从中真
正体会到阅读的快乐；再次，运用

“三层次阅读教学”法，开展读
懂、读细和读透三层次进阶活动，
实实在在地保证学生的阅读时间和
阅读量，并运用相对明晰的朗读、
精读、跳读等读书方法指导；最
后，通过背诵、演讲、做图书节、
读书班会、生日赠书等活动来激发
阅读热情，保证阅读积累和效果。

后来，毕业多年的学生到校看
望我，还清楚地提及我教他们时所
读过的书、上过的课，以及我写过的
诗歌、散文。那些书像是漫山的杜
鹃，开遍山坡，也盛开在他们心灵深
处。我想，这就是教书的乐趣，这就
是阅读的力量。

我出生在鄂西北农村，1997
年，我成为一所偏远山区中学的
语文教师，开启了教学生涯。那
时，教师生活贫乏而单调，看电
视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依稀记
得有个节目叫“激情广场大家
唱”，那激情飞扬、万众欢唱的场
面令人神往，我希望自己的语文
课堂也能让激情燃烧、让智慧碰
撞。每堂课我都像打了鸡血一
样，沸沸扬扬，浮于浅表，却不
自知。直到一次与学生闲谈，才
得知，他们只记得我喜欢用漂亮
华丽的语句导入，有夸张的肢体
语言，却不记得我具体说的话，
也体悟不到组织教学的方法。听

后，我羞愧不已。
从此，我开始关注真正的语文

教学之道。为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我系统地学习了许多名师的教学方
法，那段时间，我如同一茎草，疯
狂地汲取阳光、养料和水分，向下
扎根，向外突破，不断学习相关的
理论，钻研课堂教学艺术。

站好课堂，谈何容易？我先从
《春》《散步》《济南的冬天》这些
经典名篇入手，逐个借班打磨，每
次语文组教师都会仔细听、认真
评。我也逐渐认识到，一堂课的教
学目标务必科学简明、具体可测，
课堂上不必生硬地加重负担，拔高
要求，更不能脱离学生实际，求全

求多，贪大求洋。
例如，讲授《社戏》时，我只

抓住一个主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
在文末强调那夜似的“好豆”“好
戏”？“豆”好在哪里？“戏”又好
在哪里？由此问题入手，直击目
标，踏实简约地解决好课堂上切实
需要解决的目标。整堂课讲得少、
引得巧、效果妙，最终获评省级、
部级优质课。

“转益多师是汝师”，受当时新
课程改革“导学案”的启发，我开
始研究“学导练”语文课堂教学模
式，其核心是立足于语文学情。在
教师充分备好课的前提下，把学生
所要掌握的语文知识和能力，通过

精心设计的课堂问题形式，进行导
学、导练、导结。学、导、练三个
环节，如同一张张路径图，将教案
与学案融为一体，减负增效。后
来，我所主持的“学导练”语文课
堂教学模式课题，荣获地区基础教
育成果特等奖。

现在，我受江苏省语文特级教
师丁卫军的影响，积极践行“简约
教学，精准施策；生活语文，读写
化心”课堂教学理念，主张和风细
雨，润物无声，给学生小草般自由
舒展的时间和空间。由于教学业绩
突出，我先后6次荣获湖北省枣阳
市初中语文金牌教师称号，培养出
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走出一条桃李芬芳的幸福路
向课堂深处扎根

在阅读中让成长真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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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

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上的人，
都会有自己的使命。所不同的是，
有人很早知道自己所从何来、所将
何去，于我而言，这场生命之旅留
下了来自杜威和陶行知的深深印迹。

陶行知出身贫寒，无论生活求
学，都一路坎坷，备受艰辛。他宁
愿脱下西装，换上长衫，来到街头
巷尾、田间地头，为贫寒子弟、升
斗小民作思想启蒙。

2006 年，我在偏远的农村学
校，初入教职。所住寝室，门口有
一“水帘洞”，每次外面下雨就形如
水幕，须撑伞而入。相比简陋的条
件，教育的难题更多。孩子习惯了
村野间的自在与烂漫，对各种校园
规矩不屑一顾——旷课逃学、沉迷
游戏、敷衍了事者，一茬一茬，一
拨一拨，难以禁绝。当时的困顿，
是真实的。我整日充当“救火员”

“调解师”“刑侦手”的角色，精神
陷于价值迷失，以为年华错付，晨

钟暮鼓，了无生色。
作为教育人，几乎每个人都熟

悉那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但试问如何理解，心底里
是否认同呢？或许，得打上重重的
问号。我沉潜着，扎根着，读陶行
知的点点滴滴。《陶行知选集》 中
有不少张伯苓“人生至暗”的细节
片段，这令陶行知下定决心：国家
之改造，不在于器物或技术，而是

“人”之本身。改变人的手段，首
选教育。理解了这一层，我心向澄
明，选择走一条“抵抗力最大的
路”。学校时常邀请各路方家、大
咖讲学，留下大量录音，繁琐的

“音转文”工作，我主动请缨，常
通宵达旦，整理文字。未承想，三
四年间，我对东西方教育理论颇为
了解。

与此相伴的，是我养成了阅读
与书写的习惯。在人人谈论“课堂
翻转”的时节里，我的教海里，没
有翻起一朵浪花。我只在“不务正
业”地遍阅典籍，寻找为生命打底

的书，记录触动心灵的每一个字。
乡村教育是需要重构的，今天的

“情境”“大单元”“关键能力”，就
是把原本抽离的时空、情感与精
义，统统还给学生，让学习“真实
地发生”。

师生何以在一二十年后，还彼
此珍视？就在于共同找到了一条心
路。如陶行知所说，让教育真正活
了过来。“活的教育”，当下依旧念
兹在兹。于是，我自得其乐地在乡
村学校做“麦田的守望者”。直到
2013 年的夏天，一场新变故的来
临。

“美好的教育，即是一种美好的
生活”，陶行知最为世人乐道的，是
他的生活教育。人生天地间，教育
被放大到整个时空当中，它直接形
成人的经验，它也直接融在人的呼
吸、心跳、感受、思维之中。

2013年的夏末，随着学校拆并
的消息传来，我被转移到城区学校
工作。环境巨变，条件迥异，可作
为的空间大了很多。我钟情于陶行

知的生活教育，对其提出的生活
力，也有不少研究。所以，想尝试
开展自己的教育研究。

一方面是理论建设。我力图系
统对比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我国教育的影响。对此，我申报了
独立课题，在省市两级陶行知研究
会的指导下，走遗址、下学校、开
论坛，广泛采集资料、倾听百家善
言，终于在 2018 年集结成果出版
《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陶行知与
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这本薄薄
的小册子，获评江苏省优秀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2020年初，我沿着这一思路，
继续把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与
杜威的“做中学”作为研究主体，
在《教师月刊》开设“中国教师的

‘做中学’”专栏，以每期一人的形
式，花费两年时光，全景呈现蔡元
培、蒋梦麟等“大先生”群体，以
其“做”与“学”、“行”与“知”
呼唤读者（主要是教师）在甚嚣尘
上的浮躁气氛中，回归教育理性、

重塑教育精神。
另一方面是实践操作。切实把

生活教育“变现”在课程中，汇聚
成可观、可触、可迁移、可借鉴的
向上力量，意义重大。我以孩子的
生活经验为轴心，带领团队从地理
学科切入，设“诗歌+”“汉字+”

“地名+”等几大研究小组，意图建
构出一个多态而凝集、熟悉而新
颖、宏阔而细微的大地理课程群。
2021年，《古诗词中的地理课》（一
套四册）成功出版，2022年继而开
发为线上课程，为疫情防控时期的
教学难题，贡献了绵薄之力。2023
年，南通市地理教师培训基地挂
牌，我将带着更多人，行走在生活
教育之路上。

15 年来，我在“陶研”的路
上，内证精神，外彰真义，既一刀
刀雕琢、研磨个体的生命质态，又
一声声、一寸寸为光大“爱满天
下”的行知理想，矢志不渝。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金沙中学）

为生命打好底

□循着教育家的方向

吴广丽

每一名学生都
是一颗星星，而作
为教师，就是那擦
亮星星的人。

刚接手新班的
第一天，同年级的
同事就告诉我，我
的班级里有个混世
魔王——涂涂（化
名）。这个名字已
经在年级里如雷贯
耳，为了避免他

“捅娄子”，上一任
班主任老师走到哪
里都用手拉着他。
他骂过老师，打过
同学，撕过别人课
本，偷拿其他同学
的文具，这些不良
习惯他都有。

我来到班里，
学生们马上跑过来
告状：“老师，涂
涂拿了我的笔不给
我”“老师，他故
意把墨囊放在我的
书上”“老师，他
乱扔垃 圾”“老
师，他骂我”……
学生们都不喜欢
他，甚至讨厌他。
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开始打“退堂
鼓”，这的确是一
种挑战，但望着一张张稚嫩的笑脸，我思
考良久，班级管理决定就从“他”入手。

于是我便开始观察这名学生：他有一
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最显眼的是那对呼扇
呼扇的大耳朵。看着他，我突然想起了动
画片里的“大耳朵图图”，刚好这个孩子
也姓涂。我暗想：这小屁孩儿，难道还有
三头六臂？

第一节课，我把精心准备的内容娓娓
道来，学生们认真听着。就在这时，一声
怪叫打破了课堂的平静，我还没缓过神
儿，便听到大喊大叫的声音。我心想，这
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啊。我提高声调，
当众批评了他。可没想到的是，他不但不
知错，还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甚至把拳
头攥得咯吱咯吱响。面对如此盛气凌人的
学生，我突然有些心虚，不知道该如何应
对。看着他满眼的倔强与叛逆，我想：难
道这个小家伙心里是住着一只“小怪兽”
吗？

内心的好奇加上征服欲，驱使着我要
走近这个“小怪兽”。几番打听后，我得知
涂涂家中算是老来得子，父母都很宠他，
上幼儿园时老师就劝他转学，连爸爸妈妈
也拿他没办法。原来，他是想求得老师、
同学的关注，但用错了方式，一直以来以
做错事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发现了问题的
症结，我引导他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
慢慢地我发现他有了些变化，但也只是在
我面前很顺从，对待其他老师和同学依旧
是老样子。

于是我翻阅了很多书，书中说很多
“熊孩子”之所以屡次犯错，是因为内心
的自卑，以此来获得他人的关注。要说他
们最害怕什么？最怕所有人都不理他。于
是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和他“冷
战”，无论他做什么都尽量不搭理他。这
对一个内心需要关注的人来说打击是很大
的，能立刻攻破其心理防线，使其产生孤
立无援的感觉。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打破关
系后重建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我对他视而不见。涂
涂也因为我这样180度的转变而有了异
样。我见时机成熟，立刻找其谈心：孩
子，如何让同学们认可你呢？

我的计谋进展顺利，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而这“东风”就是一场校长杯足球
赛。涂涂主动要求参加比赛，并且在训练
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有动力，球场上的他
仿佛换了一个模样，作为前卫的他一连踢
进几个球。场下的啦啦队一阵欢呼。比赛
结束后，我问学生们：“涂涂帅不帅？威
不威风？”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帅！
威风！”没想到，他露出一副害羞的样
子。从此以后，每次比赛他都冲在前面为
班级争光。那种拼搏，那种全力以赴，我
们都看在眼里。其实，绕一个远路的爱，
才更显珍贵，这种爱不是哗众取宠，也不
是迎合，而是从心底里让学生认可自己，
追求更好的自己。

这个曾经顽劣的小男孩终于有了一颗
温暖的心，上课时的他能坐住了，不再捣
乱；在和同学玩耍的时候，竟也学会了控
制自己的力度，生怕误伤他人。有一天，
有名学生呕吐，他突然跑过来：“老师，
我去外面找些沙子来，打扫一下。”同学
们齐刷刷地为他鼓起了掌。

我相信每一名学生都是一颗星星，越
是藏在浩瀚夜空中不易被察觉，越是需要
老师去擦亮。我也相信当所有的星星都在
闪耀时，我们自己也会亮起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岔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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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是不断解锁问题的过程，无论在什么学校，无论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如何面对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困境，是每一名教师都
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如何从成长困境中突围？本期专刊邀请名师、新锐青年教师分享自己“从成长困境中突围”的故事与持续成长的
经验策略，帮助读者把专业成长中的“绊脚石”，转化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垫脚石”。

扫码观课
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执教者：王章材

好老师密码

王章材

我是一名地道的农村中
学语文教师，在毕业年级教
学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
年。我坚守农村，立足课
堂，坚持走教学、阅读和写
作之路。我无法定义别人眼
中的“幸福”，但为人师
者，迎难而上，常怀一颗感
恩的心，尽己所能帮助学
生，回望来路，步履坚定，
初心未泯，道行且远。

好老师小传：
王章材，湖北省枣阳市

吴店镇第一中学教师，湖北
省特级教师，湖北省教改先
进个人，枣阳市初中语文金
牌教师，市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曾多次获得国家、省、
市各级优质课奖项，曾主持
多项国家、省、市各级课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