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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近期，我参加区培训管理者混合

式培训的线下培训，听专家讲座，参观

名校，让我对学校如何引领教师成长

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认识到，学校

不仅是学生学习成长的乐园，也应该

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高地。学校只有

提高全体教师的素质，才能让更多的

学生碰到好老师。

一、让教师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教师成长离不开自身成长意识的

觉醒。一个有成长意识的教师，会更

好地利用外界资源来促进自身成长。

唤醒教师成长意识，是学校教师队伍

建设中不容忽视的环节。

在本次培训中，某位专家介绍“远

近兼顾：用目标驱动教师发展”的经验

很有参考价值。尽管不少学校要求教

师制订3~5年专业发展规划，但往往

只是制订规划，少有跟进措施，这沦为

一种形式。教师专业成长具有共性，

这位专家提到“远近兼顾”的做法，关

键在于落到实处。

比如说近景目标就是帮助教师寻

找“最近发展区”，寻找短时期内可以实

现的目标、努力后可能实现的目标，比

如高一级职称、名优教师称号等，虽然

具有一定功利性，但至少可以激发教师

的进取心。同时设定每一个目标的具

体量化要求，有可行性分析，让教师在

每一个学期、每一个学年都有目标。

学校可为教师制作发展目标书，

一式两份，一份由教师自己保管，便于

自我对照；一份由学校保管，便于了解

教师并起到监督作用。这样就让目标

成为一种自我承诺，有外在压力，更有

内在动力。

远景目标就是让每一位教师都有

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能形成自己的

教育教学风格。这样的目标是终生

的，往往难以量化，可以让教师在成长

上永不懈怠。

在教师成长目标的引领上，有远

近兼顾意识，让教师既脚踏实地，又有

诗和远方。教师有了成长的意识和明

确的目标，又有外部学校良好条件的

支持，教师成长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让教师有自觉的读写习惯
在培训中，有一位原先曾在江苏

省海安县实验小学工作过的特级教师

提到，华应龙、贲友林等一批全国知名

教师均出自这所县城小学，我在中国

知网上查了一下，2011~2016年，该校

年平均发表论文118篇，最多的一年为

164篇，最少的一年也有72篇。考虑

到有些刊物文章并不被知网所收录，

因此该校教师每年发表文章应该在一

百篇以上。我也在中国知网上查阅了

一些知名中小学，发现很少有学校在

论文发表上能达到这个水准。虽然发

表文章并不是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唯

一发展指标，但教育写作对教师专业

成长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这也是该

校在历次江苏省特级教师评选中都有

人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位特级教师也对这一现象进行

揭秘。该校曾有一位非常有水平的校

长，遇见教师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当

然，这位校长是带头读书写文章的，在

他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养成了读书写

作的习惯，而教师们也在读书写作中

获得了专业成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李政涛认为，教师需要实践

积累、阅读积累、写作积累、反思和重建

积累，教师积累的深度和厚度，决定了

教师职业生涯的长度。因此，教师形成

读写习惯，就是在延长职业生命。

尽管目前的职称评聘降低了教师

论文的要求，但对于有志于专业成长

的教师来说，还是应该形成写作习

惯。写作可以让教师的思维变得更深

刻，可以把某些隐性知识显性化，可以

把自己的教育思考固化，这对于教师

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

教师要写得好，除深耕教育实践之外，

也离不开大量阅读。阅读是教师专业

写作的重要前提。

如果学校对教师提出过高的读写

要求，会导致某些形式主义，让教师们

疲于应付。推进教师读写是慢的艺

术，重要的是文化引领。学校可以让

一小部分人先行动起来，带动身边更

多的教师读书写作，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自觉的读写习惯。

三、让教师有共进的团队意识
在培训中，有位专家提到，在他刚

入职时候，还没有校本教研意识。学校

里曾经有位很牛的教师，学生成绩年年

第一，但他的备课本从不让同事看。有

一次，这位教师因为家里有急事，把备

课本放在办公桌上就急匆匆地走了。

碰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一位年轻教

师就拿走了备课本，一夜没睡，把整个

本子抄下来。可见，虽然一所学校之

内，有教学高人，也有需要成长的教师，

但学习的门槛是如此不可逾越。

这位专家还提到另一位女教师，

经常提醒年轻教师有关教学重点和难

点，让年轻教师少走了不少弯路，被年

轻教师尊称为“王妈妈”。

在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的当下，学校必须让全体教师都得到

成长。学校仅仅靠几位牛教师起到的

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牛教师带

动更多教师牛起来。“教会徒弟，饿死

师傅”的做法在学校应该得到摒弃。

培训期间我们参观了一所小学，

校长介绍教师队伍建设经验，说学校

有个备课组“日碰头会”，也就是让教

师每天都交流教学重难点和注意事

项，时间不需要很长，但非常有实效。

集体备课、师徒结对、教学展示，

这些基本上每一所学校都在做，但效

果到底如何，可能还是跟学校团队建

设的完成度有关。比如师徒结对，徒

弟的成长让师傅也能受益，师傅就会

毫无保留地向徒弟传授经验。比如，

学校教研组实行捆绑式考核，让大家

为共同利益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也

不让一个组员掉队。

在论及医生和教师的区别时，有

人认为，只要一位高水平医生就能撑

起一个科室，但教师不一样，教师工作

的成效是需要发挥团队力量的。因

此，让教师必须要有共进的团队意识，

并建立强有力的各类发展共同体。

这次所见识到的相关学校在推进

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其

实也没什么秘密，就是把一些常见的做

法做得更加认真到位，形成教师专业成

长共同体，让教师“群飞”成为现实。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 龚玉和

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

一生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自述中，他花费了不少笔墨描写

自己在杭州的经历以及所见所

闻，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蔡元培

对杭州的情感，与对旧教育制度

的深刻反思。

参加考试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蔡

元培第一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从

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末

“乡试”的状况。

蔡元培从故乡绍兴到省城杭

州赶考是坐乌篷船来的。临行前

要祭祖，向祖上告别，也希望得到

祖上保佑。从绍兴坐船一个晚上，

到达钱塘江对岸的西兴，在西兴摆

渡过江到杭州。

乡试花费六天的时间，初八

进入考场，需做四书文三篇、旧体

诗一首，直到次日（初九）才能出

考场。

隔一日再进考场，作五经文六

篇，也要一天时间，次日（十二日）

才准出场。再休息一天，十四日第

三次进考场，作策问五道，十五日

离场。

这两天的饮食如何安排呢？

蔡有交代：“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

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

‘号军’，所携之米可付号军代煮。”

乡试后，凡考中者（举人）依例

要游西湖，作为考后娱乐。当年城

里游湖人都出涌金门坐船，门外有

茶馆数处。

有一家茶馆叫作三雅园，他们

在三雅园叫湖舟，坐船去彭公祠

（彭玉麟祠堂，即今三潭印月）、左

公祠（左宗棠祠堂）、蒋公祠（蒋益

澧祠堂）、刘公祠（刘典祠堂）等

处。这些人都是清朝功臣，辛亥革

命后，他们的祠堂全被废止。只有

三潭印月祠堂尚存，民国政府改为

先烈祠，祀奉辛亥革命先烈。

除上述三个祠堂以外，考生们

还要到高庄（学者高士奇别墅）与

俞楼（学者俞樾故居）拜祀。

1889年，蔡元培婚后再次到

杭应“科试”，名列第一。次年春

到北京参加会试，先至杭州，因雨

滞留数日，借小汽船拖“无锡快”

至上海。

到上海，寓某茶楼，有人请吃

番菜（西餐）、看戏、听书，游徐园、

张园。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

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再乘骡车

到北京。

筹办学堂
北京爆发义和团起义时，蔡元

培正在绍兴学堂，时常到杭州公

干。在杭州，他结识了江苏丹徒人

许沅。

许沅在杭州教授英文，曾到绍

兴学堂参观，与蔡元培相识后，向

蔡讲述吴稚晖在南洋公学办学的

成效，蔡开始注意吴稚晖这个人。

离开绍兴学堂后，蔡元培前往

杭州筹办师范学堂，那时杭州著

名学校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由求

是学堂改组（相当于高中），另一个

是养正书塾，为私立学堂（相当于

初中）。

辞职归里
五四运动时，蔡元培任北京大

学校长，因为学生痛殴了章宗祥，

被巡警逮捕了数十人。被捕学生

各校皆有，惟北大居多。

蔡闻身为一校之长，难辞其

责，呈请政府辞职，5月9日秘密出

京。蔡元培奔走在杭绍之间，为谢

绝来访者，于报端刊载启事。

据北大学生会狄膺回忆，

1919年，他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

入狱，因蔡元培多方奔走，后被无

罪释放。

校长蔡元培辞职到杭后，狄膺

等人以学生会代表身份赴杭迎蔡

回校。由此结识蔡氏，并为蔡所

赏识。

长女蔡威廉
蔡元培在杭州留下一座宅第，

为蔡氏赠送给女儿蔡威廉的结婚

礼物（今为市级文保单位）。

蔡威廉1903年生于上海，幼

年随母黄仲玉生活在绍兴、杭州等

地。年少随父母游历欧洲，进法国

里昂国立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蔡元培任民国大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首倡在杭州设立国立

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1929

年，蔡威廉学成回国，应聘任国立

艺术院教员。

蔡元培女婿林文铮（1902—

1989）是广东梅县人，出生于印尼，

在巴黎大学主修法国文学。

蔡元培到法国考察并出席国

际工艺美术展览会时，林文铮任译

员。蔡元培非常欣赏林写的介绍

中国美术的文章，一见到这位才华

横溢的青年，便兴奋不已，鼓励他

将来学成回来报效国家。

1927年，林文铮毕业后，接到

大学院聘书，担任全国艺术委员会

委员，旋即回国就职。

1928年春，杭州国立艺术院

（后改“国立艺专”）成立，林文铮担

任教务处处长兼美术史教授，主持

教务10年期间（1928—1938），一

边执教，一边办学。艺专得到蔡元

培鼎力支持，事业蒸蒸日上。

蔡威廉在西画系教书，以擅长

绘肖像画而著称。1929年，蔡威

廉的肖像画首次在上海“全国第一

次美术展”中展出，轰动画坛。

林文铮是在杭州“艺专”时结

识蔡威廉的，虽有爱慕之心，碍于

门第悬殊，未敢示爱。倒是蔡威

廉久仰林文铮才名，竟然主动表

白。1928年11月，二人在杭州喜

结良缘。

此时，蔡元培在国内声望如

日中天，林、蔡二人风华正茂。婚

礼在西湖大饭店举行，蔡元培到

杭主持。一时，杭州达官显贵、文

人学士纷纷到场恭贺，成为当时一

大新闻。

婚后，夫妻住在蔡元培为他们

建造并题词的玉泉小屋里，该住所

占地1.2亩，建筑面积200平方米，

是一座中西合璧小楼。他们将小

屋称为马岭山房，因为建在玉泉马

岭山上。夫妇在马岭山房一住就

是十年，俩人恩爱至深，平时用法

语对话。山房内经常高朋满座，一

度成为画家与文人的聚会之所。

林文铮一边协助林风眠主持

“艺专”校务，一边担任西洋美术史

教授。教学之余，撰写的文章在多

家报刊发表。可以说，马岭山房这

十年，成为他们夫妇人生最辉煌的

时期。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杭校

奉令西迁，“艺专”师生开始颠沛流

离的生活，林、蔡告别马岭山房。

到达昆明后，他们住在一座破旧民

房内。1939年，蔡威廉产女后不

幸得疾，竟于贫困中溘逝。此时，

蔡元培正在香港，闻讯伤痛至极。

抗战胜利后，林文铮只身回到

杭州马岭山房。物是人非，蔡氏父

女皆已在抗战中不幸过世。

营造法式

学校引领教师“群飞”着力点

教育家蔡元培与杭州
多闻宝典

每年11月份为长兴县洪桥镇螃蟹
节，为将本土资源更好地融入幼儿园课
程，11月1日，该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首
届螃蟹节活动。500多名师生穿着自制
螃蟹道具跳起螃蟹操，玩起扮螃蟹、赶螃
蟹、套螃蟹等游戏，举行做螃蟹、画螃蟹、
折螃蟹等美工创作，最后每个小朋友还
能品尝一只美味的螃蟹。
（本报通讯员 周新燕 许斌华 摄）

（紧接第1版）“我回宿舍讲故事给你们听！”

4月11日，陈霜的个人微信公众号“霜儿老

师”开出并推送了首个童话故事——《鲜花

和大树》。从此，每到夜深人静无杂音的时

候，陈霜就对着手机或电脑，开始绘声绘色

地讲起了童话故事。

乡村的孩子
9月，陈霜调入乌什县教育局教研室

担任小学语文教研员。

她开始到处听课。奥特贝西乡中心小

学，五年级大男孩用手指头一个个点着字

读课文的情形让她惊呆了。更不可思议的

是，男孩在读什么，她完全听不懂。“这还

是乡中心小学，乌什县还有很多村小，有

那么多的孩子没办法接触到标准发音的

国语教学。”

她到乌什三小去参加教研活动。分别

没多久的学生们都冲过来抱住她，“老师，

你回来给我们上课吧！”“老师，到我们教室

里去吧！”……那些曾经笑意盈盈的眸子里

尽是急切切、眼巴巴的渴望。摸着孩子们

的头，她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孩子

们，老师一有空就回来给你们上课，而且老

师不在的时候，可以通过公众号给你们讲

故事啊！”

公众号！她被自己的话提醒了。是

的，公众号，不仅可以给曾经班里的孩子继

续讲故事，更可以给乡里、村里的孩子讲故

事、念课文呀！

乌什电视台的周末，录音室是“休息”

的。在衢州援疆指挥部的协调下，每周末，

录音室开始忙碌起来。“孩子们每天都在学

习新的内容，我得尽快把一年级上和二年级

上的课文录完。”从9月中旬开始，周末的录

音室里都回响着陈霜活泼泼、灵动动，满是

童趣的课文朗读声。为了抓紧时间，她常常

不吃中饭，不午睡，一录就是一整天。不小

心感冒了，也坚持去录音。录的过程中不断

会咳嗽、擦鼻涕，她就一次一次返工。

不到两个月，她完成了小学两册、幼儿

园七册课文的录制。这周，朗读光盘会下

发到全县各小学和幼儿园；接下来，乌什人

民广播电台每天晚上九点半（相当于浙江

的晚上七点半）都会开播《双语老师讲故

事、读课文》栏目。“在乌什，广播是村村通，

一个高音喇叭全村都能听到。这样，全县

的大人、小孩都将能听到我读课文、讲故

事。家长、孩子一起学，孩子才能有更好的

语言环境。”

援疆期限是一年半。陈霜花了半年时

间，让一个班级的语文平均分从32分变成了

67分，但她觉得这并不是主要的成就。半年

中，她让孩子们喜欢上了国语，更通过展示

外面世界的图片、视频、新闻等，为孩子们打

开了一扇窗。“当孩子们说‘哇，一定要好好学

国语，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时，

我就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要为更多的

孩子打开那扇窗。她要成立小学语文教学

能手工作室，给全县语文教师上示范课；她

还要开展全县小学生讲故事比赛，让孩子

们大胆地动起来……

援疆半年多已瘦了5公斤的陈霜每天

很忙碌，却劲头很足，“我做的事情都是孩

子们急需的，这让我收获了精神上的极大

满足”。

本文转自“浙派教师”微信公众号，更
多精彩扫描《教师周刊》1版右上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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