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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一个热

词“政治资源”，剧中有两个缺乏“政治

资源”的人物——孙连城和易学习，两

个人的共同点是职务多年原地踏步，

但工作表现和状态迥然不同。按日本

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在《干法》一书中的

说法，孙连城是属于不燃型的人，而易

学习是属于自燃型的人。自燃型的人

在每一个岗位上都会大有作为。

在教育领域，“教而优则仕”尽管

是教育生涯的一种发展方向，但魏书

生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90%以上的

教师成为不了校长。因此，走专业成

长的道路，应该是大多数教师的职场

目标。

无论是走管理之路还是走专业成

长之路，教师很多时候并不能如愿。

这是因为管理岗位和名优称号都是呈

金字塔式分布的，职位和荣誉都是有

限额的，是稀缺资源，提升主动权并不

在自己这里。

能在“名利”二字上获得“成长”的

教师毕竟是少数。教师出现职业倦怠

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上了一定年

纪之后，既不想成为学校管理者，也无

意在专业发展上有什么追求，就有可

能成为“孙连城”式的教师。

但从教师的职业性质来说，在专

业上的修炼是无止境的，是别人所不

能限制的。换句话说：没有人能阻止

你的成长。与某些以追求职务晋升为

主要目标的职业相比，教师职业自我

追求的空间大多了。在当下这个移动

互联时代，与“政治资源”的神秘莫测

相比，教师的成长资源则是无处不在，

并且相对容易获得。

教师的成长资源可以由学校和

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但更重要的是自

己积累。

尽管很多地方已经实行了教师全

员聘任制，名义上教师岗位不再是铁饭

碗了。但与其他很多职业相比，教书这

一行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教师们也没有

多少危机感。

今年上半年，华为公司的“中年危

机”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宁波晚报》

2017年4月20日刊发了报道《中年“离

职”或“被离职”是“危”还是“机”？》，提

出职场人提早进行职业规划、持续学习

提升能力很重要。

现在教育部取消教师资格终身制，

五年一周期的教师资格注册也已正式

启动，今后会逐步建立教师退出机

制。很多媒体报道显示，各地教师进

编考试竞争非常激烈——现在想要当

个教师并不容易。虽然对工作有诸多

怨言，但大多数教师还是不愿意离开教

师岗位的。

因此，对于在职教师而言，还是应

该好好进行一番职业规划，进一步提升

自己的持续学习能力——成长应成为

教师的常态。

一、唤醒自己的成长意识
自己没有念头，谁也无法叫醒那个

装睡的人——教师的自我唤醒更为重

要。家长对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有一种“让学生碰到好教

师不成为小概率事件”的趋势，因此教

师的自我成长也符合老百姓的需求。

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业务部门已

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除了培养一批各学

科的领军人物外，提高全体教师素质的

全员性培训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对每一位教师而言，成长属于重

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其实这就属于一种

“装睡”，不唤醒自己的成长意识，就等于

蹉跎自己的岁月；由于自己一人的不作

为，也会错过教师群体的成长机遇。

二、积累自身的成长资源
有些教师是比较幸运的，他们入选

了“名师培养对象”，会有以组织名义安

排的导师，会频繁参与各类高级别研讨

会，有了一些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成长

资源。但对于大多数没有好机会的教

师而言，成长的通道并没有就此关闭。

在移动互联时代，很多的成长资源大家

的获得机会是均等的，比如多读一些好

书，多参加网上的研讨群等。

在过去资源贫瘠的年代，很多县级

及以下的新华书店很少有新书，一线教

师一书难求。而网络的普及让多读书、

读好书不再成为教师的奢望；大量的网

络直播课，更是让学习成为零门槛和低

门槛的事情。

又如，学生的特点变得更加多样，

如果教师舍得付出心血，有意识地去关

注不同类型的学生，关注一些特殊学

生，就能积累大量的真实案例，育人能

力就会在实践中得到显著提高。

三、开展持续的成长行动
研究可以把阅读、实践、思考有机

地整合起来。积极开展行动研究，可以

让教师过不重复的教育生活，在研究中

破解困惑，提高工作效能感，更好地服

务学生的成长。

前不久，我参加了上海市闵行区和

宁波市镇海区“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校

长互动交流会。在“新基础教育”研究

上已经探索了18年的闵行区实验小学

校长何雪峰认为，参与“新基础教育”研

究的教师在研究中不时地遇到新问题，

解决新问题，因此减少了职业倦怠问

题。他们是在研究中不断发展着自己。

事实上，教师只要处于成长的状态

中，不功利的目标往往会带来水到渠成

的结果。为让学生能遇见更好的教师，

为让自己享受职业幸福，远离职业倦

怠，做一名成长型教师理应成为当下教

师的自觉追求。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刘 芳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是烦琐的。以缴费为例，班主任工作
需要月月和钱打交道。

每到需要缴费的那天，早上，学生们一到教室，我便赶紧
提醒他们排队到讲台上缴费。学生年龄小，不及时缴费，很可
能把钱弄丢。

而此时的我，照着学生名单，挨个收钱、辨钞、记账、找零、
登记、询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下来，我早已头晕脑涨。

学生在排队过程中难免叽叽喳喳，晨诵也备受影响。
更糟糕的是，有的学生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中已经不知钱的
去处了。忙乱中，我有时也会登记错误，甚至收到过假钞，
让我头疼。

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利用家长会及班会课，我将应对方法告知了家长和学生，

并做了相应要求：
每位学生准备一个信封，写上自己的姓名。缴费时，将钱

放进信封里。内附纸条，写清楚钱的总额、纸币编号（便于验
钞出现问题时查证），需要找零的写上找零数额。

现在，每到缴费那天，大家
都没有那么痛苦了。早上，学
生到教室将信封交给我，就可
以回到座位晨诵。我小心地收
好信封，再利用空余时间做好
统计，然后将信封返还给学生
留待下次缴费使用。

□江山市城南小学 翁水明

刚学车的新手为什么会手忙脚乱，

常犯低级错误？因为生疏呗。熟练了

之后，他们常会有创造性的动作。生疏

和熟练的区别在哪里？生疏时需要思

考，熟练了就一气呵成了。需要思考的

地方越多越容易犯低级错误。作为数

学教师，我们常说：“这道题目只是比前

面这一道多绕了一个小弯儿而已。”可

就是因为多了一个小弯儿，学生的错误

率会成倍增加。而很多小弯儿是由教

师的教学引起的，教师却全然不知。

在我任教的五年级数学中，有这样

一道题：“一个游泳池长25米，宽15米，

深2米，要在游泳池的四周和底面贴上

瓷砖，贴瓷砖的面积是多少？”这是一道

典型的求长方体部分表面积的生活化

题目。

以前教学这道题时，为了能让学生

理解，我要求学生第一步画出游泳池的

直观示意图，并标上相关数据。

第二步画出重点句中的重点词：四

周和底面。

第三步理解重点词。“四周”指前后

面和左右面；“底面”就是下面。然后板

书“前后面的面积+左右面的面积+下

面的面积”。

第四步对照直观示意图，找到相关

的数据并列式：25×15+25×2×2+

15×2×2。

教学过程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

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总有一部分学生

弄不明白。

通过与学生交谈，我知道了他们搞

不懂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长方

形的面积和周长概念混淆，计算方法常

常张冠李戴；二是不知道怎样在图上寻

找相应的数据；三是计算过程太繁复，

让学生头晕脑涨。

要帮助学生迈过一道坎，不如让他

们少迈一道坎。我想到板书要直指操

作要点：要算的面积=长×宽+长×

高×2+宽×高×2。

学生表示现在懂了。再遇到这类

题目，我任教的两个班的所有学生都会

列式了。

比较一下两次教学板书，第一次的

“前后面的面积+左右面的面积+下面

的面积”和第二次的“要算的面积=

长×宽+长×高×2+宽×高×2”意义

同样明确。第一次强调的是题目的含

义，第二次强调的是操作要点。从含

义到操作要点，中间实际上还有一个

复杂的思考过程，即每个面面积的计

算和对应数据的寻找，而第二次的板

书把这些复杂的思维过程外显化了，

更凝练了。

无独有偶，我校的一位教师在介绍

教学经验时也讲到过一个类似的教学

案例。学生在做六年级圆、圆柱、圆锥

相关的题目时，经常要用到半径的平

方，教师发现学生在列式时把“3的平

方”写成“32”，导致忘记算，因此而引起

的错误率非常高。

然后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凡是碰到

“X2”时，都写成“X×X”，结果错误率下

降了很多。我想，除了平方符号太小，

学生视觉容易疏忽的原因之外，与算式

中有了平方，多了一级运算，学生的思

维多了一个弯儿也有一定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教过的方法学生学

不会，并不是因为学生笨，而是教师没

有弯下腰去倾听学生的想法，以自己的

思维估计学生的思维。殊不知儿童的

思维和成年人不一样，教师认为不是弯

儿的地方在学生看来是弯儿。

翘 楚（楼主）
周一早晨，升国旗、唱国歌、国旗下讲

话等是每一所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仪式。

但不知从何时起，有些学校在周一

升国旗过程中，师生齐唱国歌成了形

式。歌声稀稀拉拉，软弱无力，让人心

烦。于是，有的学校索性取消了“齐唱国

歌”这一环节。

我心里很不自在。因为，我喜欢凝视

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喜欢投入地唱响

国歌。那激越昂扬的歌声，让我心潮澎

湃，意气风发。我特别向往全校师生迎着

旭日，肃立操场，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用

心用情齐唱国歌的动人场面。

各位坊友，不知道贵校升国旗过程

中，师生是否还在齐唱国歌？您及您的同

事们、您的学生们，都用心来唱国歌了吗？

南 阳
我们学校没有，但在升国旗时，有些

学生会自觉地跟着唱。

爱妮点心
升旗仪式每个星期一都举行，但没唱

国歌。

董 海
每次升旗时，总能听到低低的讲话

声，有些还是教师发出的。个人觉得首先

要做到全场肃立，行注目礼。

秋天的枫
唱国歌的阶段都是无声的。学校强

调要唱时唱，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就不唱

了。学生不唱的原因值得重视，只靠强硬

手段，其实效果不明显。

翘 楚
看来，各校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都

是唱不响。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吴笔建
那是读小学时的事情了，唱国歌真的

让人记忆犹新，后来演变成了奏国歌，唱

国歌的场面比较少见了。唱国歌时不是声音放不

开，就是没人唱，与严肃的场面极不吻合，极为尴尬。

翁 奇
现在的教育要做到“深入人心”，基本上是一种

奢望了。

杨铁金
国歌是拿来唱的，不是拿来放的。

虹 彩
我跟校长很用心地带头唱，学生都还好。

小新妈
学生对国歌的意识淡漠，唱国歌如例行公事一

般，假若没有教师在边上，他们连嘴都懒得张。这种

情况同样表现在对红领巾的淡漠上，丢了一条红领

巾，花几块钱重新买，不够爱惜。

开心果儿
国歌应该用心唱，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不能忘

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那个特殊时

代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更要铭记。

悠 闲
经常看到学校升旗只是仪式，很多时候师生并

没有觉得升旗有多庄严。

骄 阳
升旗仪式能看出学校德育的成效。

张了了
升国旗唱国歌我感觉是必须的，学校有要求但

没有深入。每周国旗升起时听不到师生唱国歌，但

我都在唱。每每听到国歌的音乐奏起，我自然而然

就会跟着唱。我相信只要心中有爱，就会唱出来，不

管什么场合。

点评：“升国旗唱国歌”是一个仪式，仪式本身似
乎没有什么目的性。当今社会尤其是在移动媒体时
代，一切都以便捷、高效、精准为旨归，很多时候连开
会这样的仪式也以网络群聊代替了。所以师生在这
件事上的淡漠，其实是对仪式感的淡漠，觉得自古而
今的这些仪式没有了保留的必要。大到年会、颁奖、
剪彩、致辞，小到家人之间的晨昏定省、友人之间的
礼尚往来，都越来越简化。但学校应该是一个有仪
式感的地方，“升国旗唱国歌”标志着一周学习的开
始，同时强化了国族认同，是中国古代乐教传统的延
续。既然这个环节和上课之前的师生相互问好一样
还在，那就不要让它成为空壳，把国歌唱起来吧。因
为在歌声中，每位师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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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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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用
心
来
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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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善于积累成长资源

缴费小信封

近日，教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翔云小学385名五年级
学生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全封闭式军训。在这所农村少年军校，学生们不仅学习了基本的军事
知识，更学到了解放军的优秀品质。图为军训现场。 （本报记者 高亦平 摄）

教师认为不是弯儿的地方在学生看来是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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