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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本地某校新招了三名

刚从师范院校出来的毕业

生。为了促进他们的专业

成长，校方给他们一一结

对了教学师傅。新教师们

原以为这师傅都应该是有

些年纪的，见面后发觉，师

傅们才三十出头，比自己

大不了多少。可学校里四

五十岁的老教师多的是，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为

什么不让这些四五十岁的

教师做自己的领路人呢？

后来他们了解到，如今许多

中小学校里，挑大梁、担纲

主角的，基本上都是三十几

岁的教师，四五十岁教师大

多退居幕后了。

难道中小学教师也是

像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是

吃“青春饭”的？显然不

是，也不应该是，但现在似

乎普遍存在着这么一种倾

向。相当一部分四五十岁

的教师，正在或已经淡出

舞台中心，腾退到二线甚

至三线去了。公开课不

上，竞赛不参加，甚至教研

活动参不参加也无所谓了。

中老年教师的边缘

化，自身当然有一定的责

任，但与教研部门和学校

领导的指导思想与思维方

式也有很大的关系。教研

部门在策划教研活动时，

基本定位在新教师和青年

教师身上。在新学年的教

师培养计划中，写的通常是“青年教师培

养计划”，几乎没有中老年教师培养计

划。在不少校长的意识中，中老年教师还

要培养什么？他们早已定型了，还能培养

出什么名堂？学校在教师培养方面，眼睛

往往只盯在新进的或者教龄短的人身上，

名师工作室活动、协作组活动、优质课评

比、新课程专题培训、区域性观摩课……

但凡有名额限制的，学校大多派青年教师

参加。

中老年教师中愿毛遂自荐的，所占比

例往往较小。校长不安排其外出参加教

研，不安排其上公开课，一般他们不会自

主积极争取。用则进，不用则退，甚至

废。时间一长，自然就挑不起大梁，胜不

了大任了。三五年下来，似乎真的老了，

落伍了。有的索性以老自居，班主任不想

当了，主课不想上了。这种现象，不但不

利于学校教育和教学，也不利于教师的身

心健康。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过大意是这样

的话：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六七十岁老知识

分子的潜能。我注意到李教授的这番话

博得了在座者的一致认可。可我们的中

小学校却常常把四五十岁的教师都早早

“藏”起来，多可惜。

现在四五十岁的教师，不论男女，正

是年富力强之时，他们孩子大了，家务牵

连也少，充分利用的话，是巨大的人力资

源。近些年，许多中小学校存在着师资

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之后，短缺现象相当严重。在这样形势

下，深度开发这批教师的潜能，显得尤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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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玲）在
通常的理解里，阅读属于学习，扑

克纯属娱乐，两者风马牛不相

及。可如果阅读和扑克真的扯上

关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前不久，浦江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六（2）班学生自制了一副阅读扑

克牌，把两者有趣地结合在一起。

这副扑克牌叫“红岩扑克牌”，

是该班学生在阅读完《红岩》这本

书后，共同设计和制作完成的。

“红岩扑克牌”与普通扑克牌

一样，共有54张。所不同的是，

扑克正面是学生手抄的《红岩》人

物语言和精彩语句。比如红桃6

上写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

想而牺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也

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跳。”梅花

3上写着“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

外已是新春。苦尽甜来。”许云

峰、江姐、华子良、成岗等一个个

英雄人物形象也随之在脑海浮

现。而在每一张扑克牌的背面，

学生纷纷画上了自己喜欢的图

案，有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有青

翠挺拔的竹林，有凌寒独自开的

红梅，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还有一些学生直接在扑克牌上写

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并签有自己

的名字，一笔一画都表达着对革

命先烈崇高的敬意。

“红岩扑克牌”在该校推出

后，受到了全校师生的欢迎和好

评。接下去各班学生都会参与到

活动中来，陆续推出自己喜欢的

名著阅读扑克牌。

餐厅新举措 暖胃又暖心

本报讯（通讯员 项 庆）学生自己分饭菜，值

日生进餐厅早了，就餐时饭菜已经变凉；值日生进

餐厅晚了，就餐秩序又混乱，怎么办？本学期，龙游

县塔石小学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保障学生

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吃得营养。

学校引进了数辆可移动的保温餐车，并推

出了教师轮流分餐制。开学初，学校特意召集

了全体教师进餐厅参加操作流程培训，并对学

校食堂出菜、配菜的时间及保温箱的温度设置

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使用保温餐车后，饭菜

的味道、鲜度、营养价值都有了保证，虽然教师

工作量增加了，但学生能在第一时间吃上热菜

热饭，我们很开心。”一位已经参与过分饭菜的

教师这样说。学校开启了“2+1”选菜模式，即

学生每餐有两个菜一定要吃，另外可以再选一

个自己喜欢的菜，这既保证了营养，又给了他

们选择的权利。

□本报通讯员 李斌军

“我们生活中这么多的垃圾去哪儿

了？”“处理垃圾时会不会产生毒烟？”近

日，宁波市雅戈尔小学三至五年级共80

余名学生，来到了位于洞桥镇的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近距离参观并系统了解

垃圾焚烧发电的过程。学生原本在课堂

中局限的想象被打破了，种种疑惑也被

一一解开。

这次活动得益于该校自主研发的综

合实践课程“雅娃看世界”，用课程开发

组组长、该校副校长洪波的话来说,“雅

娃看世界”就是用课程整合的方式开展

综合实践教学，让每一名学生都能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说：“孩子们走出

课堂看到的、思考的，都是在为回归课堂

学习积累更多资源。”

“雅娃看世界”“雅娃当家”“雅娃秀

场”是学校三大综合实践课程群。三类

课程的内容相对独立，而教育内涵却又

相辅相成。“雅娃看世界”是给学生一个

探索发现的机会，通过走进博物馆、科技

馆、图书馆、动物园、工厂等场所，让学生

在各种主题活动中获得体验，在锻炼身

心的同时加深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内在

联系的整体认识。

“从满足孩子最基本的好奇心开始，

鼓励他们带着问题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找寻答案。”课程的形成，来源于校长方

世海的大胆设想，“大千世界，应该让学

生都去好好看一看。”

“雅娃看世界”实践活动主要集中

在春、秋两季，其中以年级为单位，参

加人数较多的活动，学校会在每个学

期一开始就有所安排。如今年一年级

的天宫城堡职业体验活动、二年级的植

物园记录活动、三年级的梁祝文化寻访

活动等。每次开展活动之前，教师会带

领学生先在课堂上分享资源、分析状

况、拓展知识面，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

走出课堂，通过看、探、谈、记、忆、疑等

方式，经过合作和交流，共同体验和探

索，寻找想要的答案。活动最后，学生

们的小本子上不但收集了许多不同的

资源，还会带着各种新的问题回到课

堂，进行重新整理与分享。到目前为

止，“雅娃看世界”活动累计开展上百

次，让学生在课堂之外的“大课堂”里感

受到活动与学习的无穷乐趣，更为学生

养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个性

品质提供了平台。

经过几年的努力，课程开发组基本

完善了综合性实践课程内容，并以此为

基础，开发了配套的生活性校本课程“五

色雅学”，有效衔接了实践课堂。学校特

别设置课程研发小组，组员均为一线教

师，利用休息日，每月开展一次研讨，针

对教学实施和教材编写中出现的新问题

进行不断校正、补充、延伸。

“综合实践课程是生活性课程的拓

展与延续。如果一直在教室里上课，这

对教师和学生来说，久而久之难免枯燥

乏味。因此，将课堂搬出去，去外面的世

界看一看，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完善，为

学校拓展性课程提供了有力支撑，真正

实现让教师教有所法、学生学有所用。”

方世海说。

走出课堂，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本报记者 张乐琼

3月17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名

单，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副校长虞大

明入选其中。这份“国字号”荣誉被称

为是唯一侧重考察教师教书育人实绩

的国家级人才支持，也是对奋战在一

线教学岗位教师的肯定。在我省，获

此殊荣的小学教师仅有两位。

在此之前，虞大明早已是全国优

秀教师、省特级教师。同行称他是小

学语文教育界的翘楚，而他觉得自己

只是个“大儿童”，跟孩子一起在“快乐

教育”的修炼中跬步前行，乐不知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能阻止

让皱纹爬上额头，但是可以阻止让皱

纹刻上心头。因为我们的心因儿童而

永远年轻。”这是虞大明常挂在嘴边

的话。如今，收获这份沉甸甸的馈

赠，其背后是他耕耘“快乐教育”27载

的辛劳。

儿童视角，“快乐教育”的拐点
“带过的每一届学生都很喜欢我，

打招呼时老远就大声喊着‘大明老师’。”

如此深讨学生的喜欢，虞大明说，秘诀

不过是“快乐”二字当头，从教育这根

细小的“芦苇管”这头多多输进去“甘

甜的蜜汁”罢了。

要让这股“汁水”蔓延润泽开来，

虞大明清楚，儿童视角尤为重要。是

否把学生看作儿童，他将其称为“快

乐教育”的拐点。他说：“如果把教育

对象当作学生，那么教师在与学生交

往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流露出师道尊

严；如果把教育对象视为儿童，教师

就会关注童心、童趣、童味，就会千方

百计地肯定、表扬、激励孩子，那么

‘快乐教育’已经起步。”

虞大明口中的“肯定、表扬和激

励”，并不仅仅只是几句温暖的语言，

而是变着法儿地满足学生的需要，甚

至有些“投其所好”，让学生品尝“甜

头”。当年从泰山带回来的石刻印章，

是迄今为止“甜度”最高的奖励，依然

被他津津乐道。班上30名学生，虞大

明让泰山脚下的民间艺人雕刻了30枚

姓名印章，扛回学校。发放这一“甜

头”也别有讲究，不像发福利那般一次

性将印章对号入座地发给学生，而是

分八九批作为奖励。在人人争优的氛

围中，他觉察到自己良苦用心带来的

“甜头”十分奏效。

旅游纪念品、姜糖、老家特产地

瓜干……细细盘点，虞大明觅得的

“甜头”可谓五花八门。问起学生最

喜欢获得什么奖励，他们不约而同地

回答书法作品。于是他挥毫写就的

“天道酬勤”“真水无香”“书山有路勤

为径”等作品已成了不少学生家里的

“风景”。

趣之以心，将学习演绎成生活
“‘呜——卟，呜——卟’‘呜卟

——，呜卟——’‘呜——卟——，呜

——卟——’三支麦哨，接下来我将吹

响其中的一支麦哨，待会儿用手指告

诉我，我吹的是哪一种。”在“麦哨”课

堂上，虞大明一发问，班上举起的小手

如林。“刚才吹的是第一种，因为‘呜’

字后面有个破折号，表示声音要延长

一点。”接着，学生纷纷尝试吹麦哨。

清脆、悠扬的麦哨声此起彼伏，在拨动

大家心弦的同时，又将破折号的教学

巧妙地渗透其中。

而“庐山云雾”“钱江潮”“小镇的

早晨”等课堂教学采用的是制作音乐

风光解说片的问题探究方式。“要完成

好这样的任务，首先要根据文本的内

容选择合理的图片，按照一定的顺序

编排，还要按文本的情感基调选择合

适的背景音乐，并声情并茂地进行解

说。”在虞大明看来，在此过程中，学生

不再是纯粹地阅读一篇文章，而是真

正透彻地去理解文本，锤炼他们综合

运用知识的能力。

问题探究、活动体验、情境对话与

表演……多年来，虞大明不断创新和

改变着教育教学方式，将语文学习演

绎成语文生活，趣之以心。他说：“只有

将儿童引入他们喜欢的‘探究之道’，才

能使其乐享‘道’旁的草翠花香。”虞大

明的师傅、著名教育专家张化万常常

感叹：“大明炉火纯青、行云流水的课

堂教学与智慧精美的教学艺术，蕴含

着他心底里大写的爱。”

除此之外，虞大明还尝试在教学

内容上实现文本突围。在他看来，如

果一堂课，教师只盯着被称为“例子”

的课文，这样狭隘的教学视野带来的

课堂学习一定会使学生味同嚼蜡。

立体的课堂，一定是基于文本，且适

度高于文本、广于文本的。虞大明一

直坚持广泛的儿童阅读观，他说：“这

就好比蜜蜂采蜜，只有飞得远，采的

花粉多了，酿出来的蜜才来得香

甜。儿童阅读也是如此。”而在教学

评价上，他多年尝试创新方式，在纸

笔式评价的基础上，积极引入表现性

评价、综合性评价、展示性评价等多

元评价方式。

“大明老师的课很生动，很有趣

味，我们学得很轻松、很快乐。”虞大

明精心打造的语文课堂，如生活般妙

趣横生，博得所有学生的一致赞扬。

目前，他开设的一周一堂语文阅读欣

赏课成了六年级学生最期待的课。

在该校教师孟君看来，这样的“快

乐语文”是抓住了儿童的本质，让每个

学生边笑边学，饶有兴趣地去探究，并

从中夯实基础，收获能力。而让教师

吕娟受益匪浅的是，要从“线性的思

维”中跳出来，把课堂变成大问题背景

下“探索发现”式的教学，给学生自由

与快乐。

“快乐不是浅表的嬉笑和瞬间的

轻松，而是有收获，同时能满足儿童积

极的情绪体验。”虞大明说，让学生摒

弃所谓的假快乐、伪快乐，追求真快乐，

同时正面挫折、享受挫折，是从现在起

与学生一起“快乐修炼”的新方向。

虞大明：在“快乐教育”中跬步前行

湖州市吴兴区妙西学校滴水社团开设了一堂
以“袋袋传递环保理念”为主题的“彩绘妙西美景
助力垃圾减量”社团活动课。图为学生在教师带领
下在环保袋上描绘家乡美景。

（本报通讯员 蒋仲芳 摄）

3月27日，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小学开展了以
“非遗传承进校园，民间艺人显身手”为主题的清明
节活动，学校组织学生来到白门下村85岁老人刘秋
红家，向老人学习传统美食花粿的制作技艺。

（本报通讯员 许 瑛 徐露丹 摄）

实话 实说.

小学生自制经典阅读扑克牌

清明做花粿清明做花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