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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诗心·匠心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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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朝晖中学 费 颖

“一、请将学籍卡和校讯通的通知分别

放在靠窗的两张桌子上。”

“二、请自行选择一个座位，并在黑板

右边的坐标上写好自己的名字和到校的

时间。”

黑板上，整齐地写了两个通知。

“任何时候，别忘了带一本书。”

学生们的课桌上，静静地躺着一本书，

翻开扉页就看到这句话。

讲台边，教师安静地坐着看书，神情

专注。学生们喧腾地走到门口，突然降低

了分贝。

但其实，教师在用她的“第三只眼睛”

打量着每一位进来的学生。毕竟是师生的

第一次见面，她和学生们一样，充满了解对

方的渴望。

第一位学生进来，扫了一眼教室，有点

惊讶地笑笑，还没来得及跟老师交流，又有3

位学生说说笑笑地进来了。正想询问，其中

一个轻轻地说：“黑板上有通知。”于是，4个

孩子边看通知，边合计。

其间，学生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教室。有

条不紊的，不知所措的，忙着请教的，不管不

顾的，各种表情在教室里“穿梭”。

教师还是静静地看书，似乎身边的忙碌

与她无关。

30多分钟后，学生们找到了各自的位

置。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在期待自己的班主

任抬起头来，跟他们说些什么。

但教师还是在静静地看书，头也不抬。

教室里开始轻轻地骚动：两位学生翻开了桌子上的书，

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几位学生犹豫了一下，也翻开了书，

但看得不专注；有几位始终坐得非常端正，以等待的姿态看

着老师；还有几位开始小声地聊天，猜测老师为什么不说

话；甚至有几位跑出教室，看看其他班级在干什么……

悬念设置够了，教师终于站了起来。

“我叫费颖，是你们的班主任；看书时，我是一位安静

的美少女战士。”

学生们哄笑。

“刚才，你们完成了进入初中的第一次考试。成绩如

下：第一，32位同学根据通知上交了材料，安排了座位，这

说明你们的观察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很强，但是有两位

同学坐错了位置——21、22号同学，因为你们在找座位时

不够专心。”学生们下意识地找21、22号同学。

“第二，有32位同学至少提前了3分钟到校，这是一

种谦逊的态度，很好；当然按时到校的同学有很强的规则

意识，也很好。但也有两位同学迟到，我想你们可能对于

到一个新环境没有预留充足的时间。”学生们又开始看黑

板上的时间。

“第三，我们看黑板，有15位同学在书写时很讲究礼

仪，懂得把握字体的大小，给后来的同学留有书写的空

间。”教师边说，边用红笔圈出了书写合格学生的序号。

“第四，我们看上交的材料，校讯通从第五张开始乱

了，学籍卡从第八份开始乱了。交任何东西都要讲规矩，

大家整整齐齐地交，看着舒心，还可以节约整理的时间，

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第五，我遗憾地发现，对书本有着强烈感情的同学

不多。老师非常想认识2号和15号同学，请这两位同学

上讲台做自我介绍，因为他们一看到书，就迫不及待地翻

阅起来。”被点名的两位学生自豪甚至有些惊慌地上台。

“老师建议你们，任何时候，别忘了带一本书，这样你

的时间就不会浪费。这些书都是我看过的，上面有批注，

这也是我将来要送给你们的礼物，因为我认为能将自己

的读书心得分享，书会更有价值。今天，得满分的两位同

学将得到我的第一份礼物。”

在同学羡慕的目光中，2号和15号学生接过了他们

进入初中的第一份礼物——我读过、批注过的书。

掌声响起，新生见面会在掌声中落幕。

孩子们，我用阅读迎接你们，希望你们能将阅读进行

到底，因为，知书就能达理，达理才能明志。

活动反思
重体验。初中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班级的规则是什

么？老师的要求是什么？这些问题，与其滔滔不绝地传

授给学生，不如设置情景让学生去参与，去体验，去反思，

从而形成学生自己对班级和老师的理解。

重身教。教师近一节课的静静阅读，一定会作为一

道风景留在学生的记忆里；那本有批注的书一定会引导

学生将阅读作为孜孜不倦的追求。

重细节。比如书写的礼仪，见面的时间，交材料的

规矩，让学生真切地体会到细节的价值。教师将自己

有批注的书作为礼物送给学生，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

息——书是最好的礼物。

重整合。每位教

师都有自己的教育理

念，每所学校都有一套

管理体系，探索将自己

的教育理念整合到学

校的管理体系中，在学

校的常规工作中不断

创新，才能促进班集体

的高效和谐发展，从而

实现德育工作的轻负

高质。

□本报见习记者 叶羽舒

音乐响起来，龙狮舞起来，歌声亮

出来。5月16日，在义乌市举行的特殊

学生才艺展示活动中，200多名特殊学

生的精彩表现让观摩者惊叹不已。

无所畏惧 我们是你坚强后盾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

随，虫儿飞虫儿飞……”稍带卡壳却能

保持音乐节奏，吐字不清但铿锵有力，

佛堂第三小学学生朱心羽在爸爸的陪

伴下，用心唱完了一首《虫儿飞》，赢得

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因为肢体残

疾，爸爸和她一起站上了才艺展示的舞

台，在女儿的背后，当一个坚强的后盾。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活

动。”朱心羽的爸爸说，女儿平时很喜

欢唱歌，在家的时候自己会经常陪她

一起唱，“她很期待这样的展示活动。

我们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更多一些”。

在器乐表演《鼓舞盛世》中，一位

台下的指导教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她是星光实验学校教师王平平。由于

表演学生的听觉存在障碍，所以打鼓

的时候只能靠教师的指挥来找准节

奏。就这样，学生们在台上表演，教师

在台下也完成了一场演出。

“音乐课先以听为主，再学唱，一般

我会一个字一个字教。平时练习的时

候，有些学生可能做得不对，我就一个

一个教，一遍不会就两遍，可能教上几

十遍上百遍。”过程虽然艰辛，但王平平

也珍藏着很多美好，“有时候排练时间

很紧促，碰巧遇上我身体不太好，孩子

们就会主动买水给我，让我很感动”。

描绘梦想 我们带着你去实现
在书画比赛现场，学生们都静静地

表达着自己。有用五颜六色的瓶盖制

作的日历，有用贝壳来充当树叶的画，还

有在鸡蛋壳上画出来的小猪……学生

们用不太灵活的手指，将他们心中的世

界和梦想表现出来。

“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内

心世界很丰富，富有创造力。”要帮助

这些特殊学生勇敢地表达自己，教师

们的付出也让观摩者动容。

“书画和手工制作可以加强孩子

们动手能力的训练，但是在学习的过

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需要我们一遍

一遍去教。”虽然需要付出加倍的努

力，但福田小学教师杨强新认为一切

都是值得的。“特殊孩子的原创作品能

真正体现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他们的

自我与这个世界之间的一个通道。”

尊严生活 我们和正常孩子一样
学生们还在舞台上展示了平时

在课堂中学到的如穿衣服、串珠子等

生活技能。

来自佛堂心声聋儿培训学校的学

生张思远参加了串珠子比赛。比赛开

始前，张妈妈给台上的儿子竖起了大

拇指，为他鼓劲。张妈妈说，儿子最好

的成绩是一次性串15颗珠子。“平时

在学校进行培训，回家后我们也会教

孩子。小的时候因为语言发育和智力

问题，我经常带着他往医院里跑，很辛

苦。”张妈妈说，现在孩子进校培训快一

年了，学到很多，这让她感到很欣慰。

“我们对特殊孩子的培养目标，

是使他具备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让他们能和正常孩子一样有尊严地

生活。”义乌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副

主任陈韩俊说。

□本报记者 黄莉萍 文/摄

李建生是一位体育教师。

10多年前，在或多或少的议论声

中，他成了武义县壶山小学这所已

100多岁的学校的校长。

“我们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

能力很强，一直‘狂热’地到处取经。”

如今的壶山小学，盛名在外，他依

然在教师们的脑海中一遍遍“重刷”着

这样孜孜以求的身影。

学出自信
体育教师有着永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武义县壶山余脉明招山是南宋

“东南三贤”吕祖谦著述与讲学的地

方。明招文化“讲实理、育实才、求实

用”的精髓，与维新思想相结合，便有

了王式桢创办的壶山小学堂。“经世致

用”，学校百年来的办学思想，一直在

李建生的脑海中“盘旋”，“我们新时期

的教育，要传承明招文化，更要开创科

学育人”。李建生认为，“实”和“新”的

辩证融合，才是学校文化的基点。

开创科学育人？

十几年来，这位资深的超级“陶

粉”多次前往“圣地”——南京行知小

学，探寻行知教育与王式桢办学思想

穿越百十年时空的相遇、交融，与新时

期课程改革的携手共进。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

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

道的教给学生。”

壶山小学于是有了“欣赏每一位”

的“赏识教育”。“我给予每一位学生、

每一位老师一个平等、自由、欣赏的空

间。”他会不羞涩于自己笨拙的文笔给

每一位教师一封《新年寄语》；给每一

位教师送上生日鲜花……因为适合，

校医韩增伟成了全国各类科技大赛的

优秀辅导员；计算机教师孙广斌成了

带领学校德育改革的德育处主任……

举办“比分数更重要的是什么”的

家长论坛，率先提出了有效教学的行

动；营造“四声”（书声、歌声、笑声、呐喊

声）校园；成立半月池文艺社、婺剧社

团、少年工程院等10多个学生社团。

一所山区小城里的小学，如何更

好地科学育人？李建生奔赴杭州、金

华等地，向浙江大学、浙江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等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

们请教……

很快，壶山小学少年工程院成为

中国少年科学院的科普基地；神舟五

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李建生鼓励“小

院士”们给杨利伟写信，邀请他成为该

校的宣传员。2005年年底，李建生带

领团队研究的课题《“科幻·设计·制

作”科技教育改革实践》，获得了省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政府奖）一等奖、

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小学生搞科研，是不是太超前了？”

“其实科研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高深，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参与进来？

关键是你要做的科研内容是什么，是

否适合他们。”壶山小学学生们研究的

东西很多，有生命起源、营养午餐，有

当代社会热门的航天、星球、网络、电

脑，有具有武义特色的萤石矿、温泉

水，还有他们喜欢的陶艺、剪纸等小发

明小制作。

“这种自信心是从何而来？”

“‘赏识教育’帮了我大忙。作为

校长，你要让老师觉得他有能力做；

作为老师，你要让孩子有信心做。”壶

山小学的课堂常常会搬到家长会

上。每次这样的课后，教师们都有一

种打胜仗的成功喜悦；家长和学生们

有自豪与快乐，更有对孩子、对自己

的新的认识。

学要“留白”
“要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

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

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

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

会中去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

间，让他学一点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

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资深“陶粉”李建生并非只会吟诵

这些话语，而是将陶行知理念的精髓

和体育教师“会玩”的专长糅合在一

起，并将这个“混合体”发挥到了极致。

2010年，著名校友、篆刻家、诗人叶

一苇老先生在93岁高龄寄语该校，提到

“读书之乐乐融融，读书之乐乐陶陶”“书

包里装着的不只是书本，还有

快乐”。

“读书之乐乐陶陶”，2011

年，壶山小学改变传统监测手

段，把一、二年级期末书面考

试变成游园式的“乐考”。很

快，“乐考”延伸到三年级。基

于“乐考”等课改项目的《一线

学校构建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的实践研究》课题被列入教育

部重点课题。2015年12月，

该校的“快乐考试”改革成果

顺利入围首届中国教育创新

成果公益博览会。

乐读相长，个性飞扬。

2014年，壶山小学推出

了面向三至六年级的走班选

课的走读课程，以“1+ N”的

形式对课程进行了大胆的调

整。“礼乐射书御数”，6大门

类的62门课程，有传统文化

类，有文学艺术类，更有科技

创新类。学生们都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你能否用其他办法使它

在水中自由地沉浮？通过这个现象可

提出什么问题？”这是科学拓展性课

《我们的潜水艇》上的一幕。课上，科

学教师李一乐并没有将自己知道的知

识都“倾泻”出来，而是让学生们通过

课外的合作、自主延伸学习，找到自己

的答案。

“教育要有一定的留白。”“让学生

知行合一。”……

这是李建生鞭策教师们的话语。

“学有所长，玩有名堂。”“走出教

室找课堂，跳出课本找教材。”……

这是他鼓励学生们的方向。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全国短式网球冠军、全国戏曲梅花

金奖、省汉字书写电视大赛第一名、东

亚青少年合唱比赛金奖……这些年，

学生们不仅“玩”出了名堂，更“玩”出

了一番天地。

2015年，李建生再次来到南京行

知小学。这次，他的目光定格在“爱满

天下”几个古朴大字上。“这给了我一

个新的启迪，教育要回归本质，爱满天

下，至善至美。”

教育再怎么变，本质依然是“立德

树人”。

“让美育成为学校学习生活中最

亮丽的风景线。”李建生和他的团队开

始着力于让“队旗扬起来，队歌唱起

来，红领巾飘起来，队活动亮起来”，让

学生们走向课堂，走向田野，走向舞

台，走向公益。

去年寒假期间，壶山小学的少先

队员们自发组成了96个红领巾小队，

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向社会，参与

各项关爱、公益活动。如今，越来越红

火的红领巾小队已有160多个。“这是

一个美丽的蜕变过程。”德育处主任孙

广斌介绍，每周五，学校都要开展“礼

仪天使进课堂”活动，让学生们学会在

参与各项关爱、公益活动中，彰显“信

念之美、艺术之美、气质之美”。

你
的
成
长

我
盛
装
莅
临

壶山小学：学有所长，玩有名堂

一位“体育校长”的自信与留白

他们的舞台上，也站着父母和老师
在
爸
爸
的
怀
里
，唱
得
更
响
亮
！

（
本
报
通
讯
员

龚
琴
娟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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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寻访文化育人校园寻访文化育人校园

班级10岁成长礼上，学生们玩“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