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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城北小学 宋胜萍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

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政治高度。最近，笔者在《中国教育

报》中读到一篇《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文中指出：教师

队伍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

程，迫切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作为基层学校党组织，我们如何

结合时代特色，结合学校实际，贴近教

师思想，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加强党的

领导，提升师德素养，是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我校的师德提升之路从“组织形

式有转变、学习方式有情趣、学习内容

润心田”等方面开始改变，旨在让理论

学习活泼起来，让思想洗礼生动起来，

让师德提升有效起来。

“教师的职业是平凡的，也是不平

凡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过：花的

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叶

的事业是谦逊的……在教师的岗位

上，没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和权力，没有

显赫的名声和财富，也没有悠闲自在

的舒适和安逸，但我们对自己的职业

还是那样的执着和充满信心。”这是最

近一次城北小学党总支组织政治学习

时，主讲教师的一段开场白，不像是严

肃的思想政治学习，但字字句句震撼

着每一位党员教师的心灵，让略显浮

躁的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身上

的使命和背负的光荣职责。

嵊州市城北小学在职党员52人，

占教师总数的53%，校党总支十分注

重对学校党员教师和全体教职工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素质提升，力争

做到“以党的建设引领团队建设，以师

德养成带动学生养成”。

自2016年起，学校党支部大胆创

新，在原来政治学习的基础上，紧紧围

绕学校“以乐育乐，简约教育”的办学理

念，制定、完善了一整套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的学习分享体系。至此，每月两次的

政治学习已成为我校党组织开展理论

知识和时事政治教育、提升教师师德的

最重要载体，尤其是形式上的创新——

网络学习和集中学习结合，创出了一条

“理论洗礼思想，党风引领教风，师风带

动学风”的党建品牌。

每学期初，学校党支部都会事先

召集政治学习讲师团成员，共同参与

学期政治学习计划的制订，从选主题

到定内容都尽量做到“使教师乐意听，

对教师有实效”，做到月月有主题，周

周有新意。

事实证明，从学校党总支书记主

讲的“名师是怎样炼成的”，到党委委

员主讲的“在身边搜寻改革开放四十

年的踪迹”，再到普通党员教师主讲的

“工作着是幸福的”“两会，将这样影响

你的生活”“从心出发”“新时代、青春

梦想”……原本枯燥的理论学习变成

了生动的事例讲述，原本拖沓的长篇

大论变成了短小精悍的主题报告。

每一次政治学习，总会给教师们

带来不小的触动，教师们在不知不觉中

进行了一次次思想的洗礼，在潜移默化

中获得了一份份沉甸甸的收获。

做法一：变传统的领导干部主讲
制为年轻党员轮讲制

长久以来，主持政治学习的主角往

往是学校党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因此

“学什么、怎么学、学多久”之类的问题

也成为领导干部的专利，广大党员教师

只是被灌输者，被动地学习着。这样的

学习方式不仅增加了领导干部的压力，

也脱离了广大党员教师的实际需求，取

得的学习效果不甚理想。

于是，我校党支部推陈出新，在全

面征求广大党员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于

2016年成立了城北小学政治学习讲师

团，该讲师团成员由学校的党组织领导

干部和年轻党员教师共同组成。

讲师团成员要求在不违背“党组

织理论学习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自己

确定学习的主题，决定学习的形式和时

长，这激发了年轻党员教师参与理论学

习的热情。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内容

出自在一线工作的普通党员之手，因此

他们挑选的内容更加接地气，思想的洗

礼更到位，收到的学习效果当然更好。

做法二：变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
为图文并茂的深情讲述

传统的政治学习更多的是“一言

堂”，往往由主讲者针对某一学习内容

“照本宣科”，直至终了。讲述者在台

前口干舌燥，聆听者在台下无精打

采。自从学校成立了政治学习讲师

团，我校的政治学习成了党员教师之

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了教师们每

周期待的分享节目。因为每周的主讲

者不再是几张老面孔，而是一个个光

鲜亮丽的年轻人，学习的内容也不再

是单一的时事评述，而是既有励志案

例，又有工作感悟；既有时代特色的青

春梦想，又有引人遐思的怀旧经典，充

盈着正能量。

更关键的是，学习的形式也发生了

质的转变。我们要求主讲者必须同时

以PPT课件的形式呈现，使捧书苦读被

一边听着舒缓的音乐和主讲者的娓娓

道来，一边欣赏生动的画面所取代。这

样的学习想教师之所想，在理论与实践

之间架起了一道妙不可言的桥梁，让政

治学习成为每位教师的内心需求。

做法三：深奥的理论解读与鲜活
的图片、案例有机结合

一提理论学习，很多人就提不起

精神，感觉那是非常枯燥和无用的纸

上谈兵，但其实这跟主讲人的讲授方

式有很大的关系。

如前段时间，我们学的“两学一

做”、《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读懂“八八战略”》等

时事内容，这些纯理论的东西，光从文

字上去学习会比较枯燥，我们通过查

资料、找图片，将它做成一一幅幅漫

画，和当前的时事案例有机结合。这

样来解读它们，大大增强了可读性，更

加入脑入心，唤醒了全体党员的党章、

党规意识。

此外，学校政治学习讲师团成员

还及时地将一些重大时事与学校的教

育教学实际有机结合。如今年6月份

的一次政治学习，为了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讲师团成员将该月政治学习的主题定

为“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教师们首先

观看了微视频《习近平瞩望绿水青

山》，明白了“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

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道理；观看以

后组织讨论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做些

什么？

教师们纷纷倡议，不仅要从自己

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少用塑料袋和一

次性饭盒，还要影响学生，让学生也去

影响家长。没有上级指令，教师们便

自主行动了。这样的“政治学习”难道

不是心灵的一次洗礼吗？

正是有了这层出不穷的新意，才

使广大党员教师参与政治学习的热情

空前高涨，也正是“日复一日”的理论

启迪，让教师们更加明白我们该如何

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该如何“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教”，如何做

新时代的“四有”好教师，把良好的师

德修养体现在实际工作中。

新时代一条实实在在的师德提升之路

非常持出袋给我们的启示
□丽水中学 吕驾宇

如果发生地震，逃生时只能带一

样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对此，日本人

的解答是非常统一的——非常持出袋

（地震应急包）。

袋中装有人们在避难过程中最低

生活保障品以及逃生必须品：确保三

天需求的饮用水和食品、简易防滑手套、

毛巾套装、应急手电、防风防水双头火

柴、逃生绳、防灾应急高频哨……非常

持出袋一般放在门口触手可及的地方，

而为了确保紧急时刻出门不忘携带，日

本人自小反复接受训练，让其成为一个

融入生命的下意识动作。

这个非常持出袋可以带给我们很

多的启示。

第一，任何安全教育都需要具体

的载体。要葆有危机意识，要加强安

全防范——这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

但往往这样的强调只停留在语言层

面，显得形而上，比较抽象，比较笼统，

至于怎样才可以让自己遇危不乱，遇

险不死，则缺乏具体细致的方法指

导。一个人，要生存，首先得有水，得有

食物，得有逃生工具，这些都是常识。

而一个非常持出袋，简单实用，很好地

将这些常识和通识具体化、可感化。

第二，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应该是

小的。生命安全当然是大事件，但事

关成败的，往往是极微小的切入点。

非常持出袋里存放的水和食物数量是

三天的生存保障。为什么是三天，而

不是三十天？我想除了确保反应的灵

敏性，一定还涉及精确选点的科学性：

发生灾难后的头三天，是最艰难的三

天，拥有了这三天，也就拥有了获救的

可能性。

除了非常持出袋，在日本，家家户

户还拥有一本防灾手册，内容涉及日

常必备的防灾用品清单，如何防止地

震时家具倒落，在断气断电断水情况

下的应急对策，等等，内容很丰富，但

正是这一个个小小的点，连缀成一条

条长长的生命线。

第三，安全教育应该是习惯养成

教育。为了确保发生灾难时不忘去取

非常持出袋，日本各个市町都设有采

用各种高科技手段仿真的“防灾馆”。

政府部门每年组织民众到防灾馆接受

避难训练，将规范动作变成民众习惯，

而绝不会将演习变成演戏。这正所谓，

平时多烧香，临时就不用抱佛脚了。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我参加过一些教学评比

活动，很多是现场备课、上

课，比拼的主要是教学设计

和课堂机智。那么，上公开

课不试教行不行？上个学

期，我就斗胆上了一节这样

的公开课。虽然完成了预定

的教学任务，但或多或少暴

露出一些问题。用同事的话

说：“这才是真正的常态课。”

这是一节“运动和力”的

复习课——矿泉水瓶中的科

学。我先让学生利用桌上的

矿泉水瓶，设计出实验，并且

用“运动与力”的相关科学原

理进行解释。这是一个开放

性的题目，教室后面又坐着

一大批听课教师，学生压力

山大，耗费时间大大超出预

设。根据几个学生的任务

单，有的学生写出了几点，有

的只写出一点，我利用思维

导图进行总结，囊括了本章

节所有知识点。

任务二是让学生根据矿

泉水体积计算出其重力。这

涉及七年级上册密度的相关

知识，可是一部分学生关键

时候掉链子，证实旧知识掌

握得不够扎实。其实此类型

题目平时有过训练，准确率

还蛮高的。

任务三是制作水火箭。

这改编自中考题，增加了一

道说理题，让学生去碰一下

硬骨头。通过视频，让学生

把水火箭从升空到降落分成

几个阶段，利用相关科学知

识逐一进行分析，再根据因

果、逻辑关系，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来。从

现场任务单反馈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不

能在短时间里全部完成，毕竟对七年级学

生而言，确实不易。由于时间有限，只能

让学生口头表述，通过师生互动、不断地

补充完善。

任务三是一项综合性训练。应用“运

动和力”的知识，解释从水火箭升空到落

地过程。回避能量转换关系，缩小范围，

让学生根据已学知识，有条理地分析解

释。由于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只能自己编

写答案作为示例。细心的同事指出：“在

惯性作用下”表述不科学、欠规范。始知

命题教师是何其艰辛，每一个答案都需要

字斟句酌，逻辑严谨。每一道原创题的背

后，都有一个强大团队在支撑。

课后同事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和建

议。静而思之，这堂课问题颇多：对学情

估计出现偏差，在细节方面处理得不够；

改编的题目没有经过检验，难度系数把控

不准确；复习课中的提升超出学生实际水

平和能力；说明题训练，对七年级学生的

确是个很大的挑战；手机同屏时，信号欠

稳定，导致操作不顺畅；由于课堂容量过

大，生生互评时间花得较少；巡视时发现

错题不能够充分展示、纠正……

对一节公开课而言，如何把握课堂

生成与教学目标预设之间的关系呢？这

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同行。如果充分利用

课堂生成性资源，就无法完成预定教学

目标；反之，如果只是为了完成教学目

标，就会被教学预设牵着鼻子走，忽视宝

贵的生成性资源。这是一个两难处境，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但又必须在刹那

间作出定夺。

课前我曾精心制作了一个水火箭模

型，并且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让学生课

外拓展制作水火箭，以培养动手能力，体

现STEM理念，也相信会吸引师生眼球，

但由于时间仓促，只能忍痛割爱。

曾经，开课的首要任务是寻找课件，

然后根据课件，理清思路，编写教案。本

次公开课我反其道而行之，回归教育本

真。先定思路，再写教案，最后做课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创的东西

如果没有经过课堂实践检验，难免会出现

一些不足。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存在一

定风险。参考借鉴现成的教学案例，更能

稳中求胜。

毫无疑问，每一节精彩课堂教学，

都需要一个优秀团队的打磨，毕竟个人

的力量有限。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

憾的艺术，对每一节课而言，都会有我

们无法预料的生成。没有打磨过的课

堂，总会显得有点粗糙，但不失为一种

纯真，更能体现课堂原生态。如果课后

能够及时地进行反思、交流，何尝不是

一笔宝贵财富呢？

上
一
堂
没
有
磨
过
的
公
开
课
试
试

成长之路师训专场

有感而发

近日，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组织 70 余
名孩子开展“小小志愿者，夏日送清凉”活
动，为在街道辛勤工作的交警和环卫工人送
去清凉。图为孩子们正在给清洁工爷爷送
绿豆汤。 （本报通讯员 沈梓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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