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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 涛

教师的工作头绪多、情况

复杂，每天在忙于备课、讲课、

批改作业、处理学生事务等教

育教学工作之外，还要填写一

些报表，接受考核、检查等，可

以说是非常紧张和忙碌的。

一些教师陷入这些日常

事务时，经常感到身心疲惫，

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想想自己

所做的这些事情，真正潜下心

去完成并且让自己有成就感

和价值感的，似乎少之又少。

长此以往，这些简单重复、浅

层次、低挑战的工作，会让教

师的工作热情和专注力减退，

从而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由此可见，推动教师实现“深

度工作”，不仅仅是教师个人

发展的需要，更是学校管理所

面临的新课题。

在我看来，教师的“深度

工作”，就是指教师能跳出日

常琐碎的教育教学工作，能

较好地调控自己，实现个人

有效管理的一种工作状态，

而通过自身调控进入“深度

工作”，是新形势下教师实现

专业发展必备的核心技能。

实现“深度工作”，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努力。

目标引领。无论是教学

工作还是班主任工作，都需要

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制订一

个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的

目标，并坚信目标能够实现。

目标引领工作，教师可以将日

常琐事融入为实现目标而所

做的努力之中，如批改作业，

不是简单的判对与判错、完成

任务，而是对学生的掌握知识

程度进行规律性分析和个性

化诊断。从而使作业批改这

一琐碎事务与教师专业发展

目标统一起来。

反思学习。反思学习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加油站，在每天的工作中教师都应结合日

常工作安排，选择一定量的时间，抛开所有

杂念琐事专注反思学习。从现实情况看，尽

管教师日常教学事务多，如果安排得当，每

天 1～2 小时的专注反思时间还是能够挤出

来的。

计划性。琐事多，需要的时间就多而且

零碎化，这就需要教师对这些工作进行统筹

优化。人都有惰性，许多工作刚开始，中间

又放下，遇到问题又中断，最后时间耗费了，

工作却没完成，这就需要教师对自己的教育

教学日常工作做好安排，什么事项什么时间

做、什么时候做好等都要有计划，最好对要

做的工作限时去完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借助工具。数字智能化时代，有许多的

教育辅助工作，如备课有101教育PPT、班级

管理有班级优化大师等，借助这些工具，教

师的许多工作可以变得更简单更高效。

从学校管理角度看，教师能够实现“深

度工作”也是学校管理水平的试金石。学校

应增强工作的计划性与预见性，尽可能地为

教师减负，给教师的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自

主反思留出时间和空间。

教
师
如
何
实
现
﹃
深
度
工
作
﹄

□本报记者 胡梦甜

这个暑假，对于象山县高塘学

校、鹤浦镇中心小学、石浦镇金星学

校的31名学生而言，有些特别。6天

时间里，他们在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大

目湾实验学校体验了不一样的校园

生活。在餐厅用餐时，教师细心地提

醒学生用餐时的注意事项，如就餐前

排成整齐的队列自觉有序地洗手、用

完餐后记得用抹布擦一擦桌子等；在

学生寝室，生活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整

理日常用品、叠好衣物；课堂上，教师

们带着学生体验活力四射的啦啦操、

游泳、思维体操……“大目湾实验学

校教会我勇敢，教会我面对，也教会

我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一

名学生在活动后这样说道。

而这些都是大目湾实验学校学

生的日常。在学校食堂，文明有序、

安静优雅伴随着学生用餐的始终；课

间时分，校园里有空地的地方都成了

学生的“健身小广场”……这一静一

动间究竟折射着怎样的德育张力？

在校长邱争光办公室的墙上，一幅写

着“上善若水”四字的书法作品似乎

道出了答案。

坐落在素有“海山仙子国”之称

的象山大目湾，得天独厚的水环境孕

育了当地人“上善若水”的气度：闻喧

享静、刚柔并济。“这是学校文化的

根。”虽然是一所刚成立两年的新学

校，面对的多是从外地转学过来的学

生，但邱争光期许着，大目湾实验学

校能成为“为孩子未来播下成功种

子”的地方，学生能怀揣水的气度和

品性从这里走向远方。“一所学校的

教育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多

少知识，更在于学生离开学校后他们

身上留下怎样的印记。”在邱争光看

来，素养比成绩重要，成人比成才重

要，明天比今天重要。

素养比成绩重要
做完作业，认真检查；书包里放

一根跳绳，每天坚持运动；见到教师

主动问好……在该校，每一名刚入

学的新生都会收到一份特别的礼

物：一本图文并茂的《学之初攻

略》。不同于一般的学生手册，为了

让新生爱上这本读本，教师们着实

费了一番心思。书中既有可爱的尼

多熊形象，还把规范、礼仪编成了朗

朗上口的儿歌。

在新生开学的第一个月，学校专

门设置了两张课程表，一张指向行为

习惯养成，一张指向学科教学。每一

门课都融入了不同课时的习惯养成

教育，如语文课设置了“我是餐厅小

明星”“我的书本养护记”等内容，音

乐课设置了“你的名字叫什么”、礼仪

操“爱是你我”等内容。

之所以花大力气在学生的行为

习惯养成上，邱争光有自己的考量。

“良好的习惯如同大厦的根基，根基

不牢，一旦遇上风浪，大厦就会轰然

倒塌。”基于此，培养学生的雅容、雅

言、雅行成了学校的用心所在。

课间时分，校园里总会响起悠扬

的古乐，一首首经典古诗词在浅吟低

唱中将传统文化因子渗透到每一位

师生心中；校园里原本毫不起眼的井

盖在美术教师笔下有了“艺术范儿”；

每天的晨间静思，学生们正襟危坐，

低头敛目，省昨思今；学校把琴棋书

画、诗词曲赋、健美养生、朗诵演讲引

入课堂，让每一个学生从小与艺术结

缘……一项项与“雅”有关的德育措

施，慢慢在该校沉淀下来。

“猜猜这是什么字？”课堂上，语

文教师指着黑板上几个奇形怪状的

象形字提问。借着阅读节，距今有着

3000 多年历史的甲骨文走进了课

堂。一年一度的阅读节，对学生而

言，就是一场经典的洗礼。学生们用

一幅幅稚嫩而充满想象力的画感受

诗画同源的意境美，学生、教师、家长

共同演绎校园版的“朗读者”……

成人比成才重要
伴随着动人的音乐，偌大的礼

堂霎时安静下来，孩子们将双手搭

在父母掌心，触摸不再细腻的肌肤，

感受父母平日里的艰辛，泪水湿润

了眼眶……这是7月2日，在小学部

毕业典礼上出现的感人一幕。“‘感

恩父母’是学校在此次毕业典礼上

精心设计的一个环节，也是学校给

这些即将踏上新旅程的学生上的小

学‘最后一课’。”副校长侯珊红说。

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里程碑，学

校都会以独特的方式为其定格。开

笔礼上，新生穿上隽雅的汉服，教师

现场教授“人”字写法，告诫学生要

堂堂正正做人；成长礼上，学校专门

筹划了一场护蛋行动，学生在48小

时内小心呵护“鸡蛋宝宝”，感恩的

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成童礼上，教

师向家长秘密要来了学生从出生到

小学六年级的照片，精心制作成电

子相册，作为送给学生的礼物……

“仪式感非常重要，不在于花钱的多

少，也不在于排场的大小，而在于是

否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侯珊红说。

借着重大节日、纪念日的契机，

学校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让学生亲身

实践的机会。在邱争光看来，一个用

心体会的过程远比100个标准答案更

让人珍惜，也比上几十次课更有意

义。学校把整个3月定为学雷锋月，

学生们在校园内外寻找向善的力量，

穿上红色小马甲做文明小义工；“六

一”节，每个班级代表一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学生们成立文案策划

组、美食宣传组、场地服务组等，用多

种形式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一年级

新生徒步松兰山，在“行万里路”的过

程中学会拼搏、合作；学生走上街头，

在百米画布上挥舞画笔，畅想中国

梦，表达爱国情。

“未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用健

康的心态笑看风云变化，以悲悯的情

怀给每个生命以温暖和尊重。”这正

是邱争光期待学生拥有的受用一生

的“财富”。

给学生受用一生的“财富”

□本报通讯员 梁建伟 陈宏程
俞 瑜

前几天，杭州有一位班主任想出

了一个特别的家访形式——带着学生

去不同的学校跑步，每次跑上 5 公

里。这位班主任叫潘宁宁，是杭州夏

衍初级中学初二（2）班的教师。“夏天，

该流汗的日子到了。我要把孩子们从

空调房里拖出来，带着他们去江干区

不同学校的跑道，出出汗。”

潘宁宁给这项“跑道上的家访”活

动，专门取了个名字——“征服江干

100公里”。第一天的“打卡”地点放

在了杭州市景华中学，晚上7点钟，操

场上出现了许多孩子和家长的身影，

他们绕着操场足足跑了17圈（每圈约

300米），一共5公里多，全程没有一个

孩子放弃。“这样的跑步活动我们准备

进行20次，分为集体跑和自由跑两种

形式，如果没有特殊天气情况，我们每

天都会跑。”潘宁宁说，集体跑是定好

地点，傍晚7点集合到操场，大家一起

跑；自由跑则是学生去家附近有操场

的地方跑5公里，然后在群里打卡即

可，这主要为了照顾一些家长接送不

便或是在外地的学生，更方便地参与

进来。每次5公里，一共20次，加起来

就是100公里，这也是“征服江干100

公里”的由来。

“我们班的学生耐力普遍不好，放

假前我就琢磨着怎么让学生动起来，

提高他们的运动能力。”潘宁宁说，一

到暑假学生们就宅在家里，可能几天

也不出门，为了治治他们的“懒病”，她

才想出了这个活动，一方面是为了让

大家动起来，锻炼孩子的耐力；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让家长和孩子一起运动，

促进亲子关系。

潘宁宁说，放暑假前，她就把跑

步活动的想法与家长、孩子们沟通

了，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打卡第一

天，全班三分之二的学生到场了，只

有少数人因为不在杭州来不了。“说

实话我自己一直是跑步困难户，学生

听说我要跟他们一起跑完5公里，他

们都不相信。”潘宁宁笑着说，全班学

生都知道她体育很差，连400米都跑

不下来，何况是5公里。为了完成陪

跑的承诺，在活动开始前，潘宁宁偷

偷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刚开始跑

步，到2公里的时候就已经累得不行

了，但是作为老师一定要带好头，我

就告诉自己再累也不能停。”潘宁宁

说，每次5公里的跑步路程，她都坚持

一口气跑完，这样会让学生有更多坚

持下去的动力。

顾女士是学生小娄的妈妈，她说

自己平时不怎么锻炼，为了陪孩子她

坚持跑了3公里，本以为第二天会浑

身酸痛，但没想到不仅精神舒畅，连手

脚酸痛的毛病也好了。“平常老师也会

在班级群里布置一些运动打卡的作

业，但孩子总是要催着才能完成，这次

却特别积极，一米不差地完成了5公

里，以后不管在哪里跑、有多远，我们

家长都会一起参加。”

“跑步的时候，孩子和我聊了很

多在学校里发生的有趣事情、学校组

织的各种活动，平常他很少和我聊这

些。”王先生家住在下沙，离跑步的

地点有40分钟车程，一家三口是开

车来的，一起参加了跑步活动。王

先生说，特别感谢这个活动，不仅让

孩子动起来，也带动了家长们运动

的热情。

这个暑假，杭州一教师推出“跑道上的家访”

庆元县城东小学很多学生是留守儿童。日前，该校开展“真诚
教育，爱满城东”党员教师假期巡回家访活动，深入学区为留守儿
童解决暑假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据悉，该校开展此项活动已
有11年。

（本报通讯员 叶祥清 摄）

党员教师探访留守儿童

海宁“新义代”孩子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月明）假期里，海宁市文苑小学27

名一年级学生和15名海宁义工的孩子们做了一件不同寻

常的事情。这些海宁“新义代”们花了两天时间，跟着父母

长途奔袭300多公里，来到了江山市塘源口小学，看望了那

里的30多名留守儿童。

第一天，学生们走访了10多户留守儿童家庭。“只有两

张床铺，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新义代”孩子王伊诺

跨进吴萍和吴安家门的一刹那，被屋内的陈设惊呆了。这

对塘源口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小姐弟和爷爷奶奶及弟弟租

住在塘源口村一间破旧的老房子里。王伊诺递上了早已准

备好的文具和食品等礼物，拿出了写有自己地址的信封，小

姑娘打算回海宁后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再为姐弟俩买个电

扇寄过去。第二天，在洪福村的文化礼堂里，两地孩子联合

举办了一场“学生下社区联谊活动”。海宁孩子带去了舞

蹈、器乐演奏、独唱、英语情景剧等16个才艺节目，塘源口

小学学生表演了武术和对唱。

海宁孩子和家长们还了解到当地学校缺少图书，因此

大家商量决定通过集体捐资购买图书来丰富当地学生业余

生活。新学期开学后，塘源口小学的每个班级都将拥有崭

新的图书角。

本报讯（通讯员 陈 军）近日，衢州市实验

学校的17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自发组团来

到祖国西北部的腾格里沙漠，进行了一场艰难

的徒步挑战之旅。他们中最小的孩子只有6

岁。3天时间、45公里徒步，不管是烈日下还是

暴雨中，孩子们和家长相互协作，最终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

全团36人共分成4队。出发前的建队环

节不可少，给小队命名、画队标、编口号，这项

任务正是孩子们大展身手的机会。沙漠徒步

所需的食物、水等补给品(约4公斤)都由孩子们

自己背在身上，家长不许帮忙。每天到达宿营

地后，搭帐篷、盛饭、洗碗等内务也由孩子们合

作完成。

“沙漠徒步真的好难。因为平时缺少体育

锻炼，在行走过程中，我常常掉队。队员们看到

我跟不上大家的步伐，都为我加油鼓劲，甚至放

慢脚步陪着我走，虽然我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

的，但是战胜自己的感觉真好！”五（1）班学生叶

新晨说。“3天的旅程，无数的考验。沙漠徒步虽

然累，但我喜欢这感觉——累并快乐着。”四（7）

班学生陈俣粲说。

17名小学生负重4公斤3天徒步穿越腾格里沙漠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浙江宏达南浔学校英语夏令营
组织六至八年级营员们开展了“京剧脸谱绘”活动。图为
营员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现场设计与构思，画出自己心
中的脸谱。 （本报通讯员 李小凤 摄）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