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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55岁的教师在校长眼中是什么样？

“青春年少！”这是江苏省海安高级

中学校长吕建的回答。

他不是在开玩笑。这学期，即将55

岁的教师王跃进被家长们央着成为了高

三班主任。这也不稀奇，在海安中学，所

有的教师都“热火朝天”地在一线奋斗至

退休。“今年高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教师

年龄在50岁以上。”吕健介绍。

只管上课的考勤
用海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严长

江的话说：“百万海安人以海中为傲。”

这是一所毕业生质量在江苏省响当

当的学校。

教师们却不用坐班考勤，也不会被

检查学生作业的批改情况。“只要完成自

己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这样的“政策”背后，暗藏着吕健这样的

“私心”，希望教师们有空多去学习，“以

生活化、多元化学习成就教师跨界的视

野和能力”。

“一个把教育当作事业的教师，在洗

衣做饭时都会思考教育。”副校长董裕华

坦言，教师的工作时间本来就无法简单

界定。

这样的政策下，王跃进却总是像老

母鸡似的窝在学校里。好不容易回家烧

个晚饭，也一定要将烧好的面条带到办

公室来吃。她说走过来正好面条就不烫

了，其实是怕学生会来向她请教。一位

不小心摔伤了腿的班主任，面对接班务

的同事，第一句话就是“全班52个学生，

我已谈了41个，所有谈话记录都在我的

笔记本里”。已经获得南通市教学比赛

第一的3名年轻教师主动放弃参加省里

教学比赛的机会，“陪着学生备战高考比

个人获奖更有意义和价值”。

只因他们有一个没有任何荣誉的校

长，和一群必当班主任的中层干部。

“校长主动放弃了所有荣誉的评选，

把机会都让给了勤奋敬业的同事们。”教

师们说。

“官兵一致，才接地气”“中层干部不

仅立于教学一线，更勇立育人一线”“年

龄不到40岁的教师不能当中层干部，应

潜心教书育人”……海安中学的这些“规

矩”，今年很凑巧地让德育处的3位主任

齐聚高三年级担任班主任。“‘班’才是

本，‘教好书、育好人’才是教师的根本。”

德育处主任顾庆华感慨，“只有深入教学

一线，才能当好班主任，也才会做好德育

工作。”

这，是该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奥秘

之一。

敢想就有的梦想
40岁以下的教师，在吕建眼中都是

年轻教师，都是应潜心学习教书育人的

生力军。

而学校要做的事情，是积极为教师

发展“搭台子、压担子、指路子、给票

子”。“先过教学关，再各显神通。”“教学

过关+个性特长”型教师从哪来？“我们

会帮助教师根据自身兴趣、爱好，选择与

规划好自己的个性化发展道路。”副校长

杨斌告诉记者，无论是学科竞赛还是各

种兴趣社团，学生们的“全面发展+个性

特长”该校从未请过外援，“全靠我们自

己在摸爬滚打”。

物理教师曹志祥刚入职本想考研。

当他发现学科组的竞赛辅导力量比较薄

弱时，就主动承担了辅导任务。为钻研

一道题，他常常苦思冥想到深夜，如今已

成为师生公认的“曹大师”。“我们第一步

会引导教师去思考‘我到底能干什么，想

干什么’”杨斌介绍，第二步就是“教师发

展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教师苏

俊对天文感兴趣，学校买了最好的天文

望远镜；他对3D打印感兴趣，学校又买

了3D打印机。在苏俊的牵头下，相关社

团建设得红红火火。

“学校经费再困难，但在教师专业发

展上，用钱从来都是不眨眼睛的。”吕建

有着这样的一句话。

吕建还有另一句被教师们记在心中

的话——“教而优则学”。

在海安中学的安排下，教师邹飞曾

赴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学费由学校支

持。教师们能到高校攻读教育硕士的，

不仅所有费用全报销，每年还额外奖励

2000元。

到了40岁，所有符合条件的教师都

要参加海选。

“全校教职员工对参加海选的教师

进行投票，确定前20名的初选名单。”副

校长钱俊元告诉记者，初选名单并不及

时公布，而是在1年后将初选名单交由

教职员工再次投票，确定正式人选交组

织部门考察。“每位教师都有公平公正的

选拔机会，只要能干出成绩，得到同行的

认可。”吕建认为，以事业凝聚人心，用管

理激发热情，才能使每位教师都有主人

翁般的责任感，在教书育人中收获自己

的幸福。

高于一切的学生利益
“学生利益高于一切”是海安中学几

十年的传统，也是该校教师的“学生观”。

“我们没有一位教师当家教，或者到

任何校外培训机构去上课。”吕建认为，

包括学校方圆一公里范围内没有一家培

训机构，都是因为教师的敬业让学生没

有了这样的需求，“老师们最看重的是社

会、家长对学校的认同”。

吕建是一位敢叫记者们到大街上随

便逮路人问“海安中学怎么样”的校长。

“底气在哪，在于我们为了培养好下一

代，不计辛劳。”

不是“只要学生成绩好，怎么样都

行”，而是“只要能调动学生积极性，什么

样的方式都行”。海安中学因此提出了

“精实教育”的主张。该校提出的“345”

课堂教学要义，追求的是学生本位，强调

“以学定教”，突出问题引领。近年来，高

三语文教研组长周万喜带领团队，在

“345”课堂教学模式下摸索出一套务

实、高效的语文教学之路。“我们善待学

生的每一次提问，和学生一起探究，启发

学生高水平思考和创造性思维。”周万喜

团队因此获得江苏省高中语文课程教材

改革实验工作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顾庆华是一位班主任，也是一名英

语教师。得益于到英国牛津大学、上海

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参与交流、培训，他越

来越多地思考如何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

内驱力。基于项目的学习、翻转课堂……

他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做了很多尝试。“如

何打开孩子视野？我收集了大量经典演

讲、新闻、电影等视频，学生学习后自由

组团演讲、表演、制作海报……”顾庆华

认为，在这样的探究式学习中，学生收获

的更为丰厚。

看教学实际，更看育人成果的教师

教学探索，是海安中学对教师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有效引领下的成果。“教师

的德一定要先立起来，有仁爱之心，才能

真正一切为了学生的长远发展。”在海安

中学，正高级、特级等专业出色的教师是

宝贝，近20位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

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更是该校的育人

“辐射塔”。

开学初，海安中学对民乐团、篮球

队、机器人社团、结构设计社团等近10

个暑期活跃的学生社团进行了通令嘉

奖。嘉奖令上，特别感谢的是储蓓蓓、吕

赟、储小琴等12名社团指导教师的无私

付出。

每年暑期，有着200多名学生参与

的海安中学学生社团在江苏省和国家级

的多项比赛和交流活动中，收获累累。

“学校所有学生平时都能选择参与的社

团，没收学生一分钱，都是靠学校老师一

点一点组织起来的。”吕建颇为骄傲地

说，都是为了让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兴

趣，规划人生”。

□本报记者 舒玲玲

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

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计划》）中提到，要实施教育大

资源共享计划，实现从“专用资源

服务”向“大资源服务”转变。其

实，当前互联网上的各类资源

已经足够丰富，但这些资源都还

只是“粗矿”，如何“开采”“加工”

使得这些矿藏成为可应用的教学

资源？

在日前宁波召开的第五届全

国智慧教育高层论坛上，专家

们就开放资源建设提出了很多

主张。

大资源是未来“标配”
“发展到今天，很多学校仍是

一个个孤岛，要么不连通，要么是

表面连通。”深圳大学创客教育实

验室主任曹晓明“吐槽”。

同样一门智能机器人的创客

课程，网上的同类型学习资源不计

其数。“面是拓宽了，但是对于智能

机器人课程的深挖却明显不足，资

源同质化现象严重。”有参会教师

吐槽说，“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放开

技术壁垒，有时候则是学校过分迷

恋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

“《计划》提出‘百区千校万课

引领行动’，就是希望能真正推动

共同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共享，

真正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连接教

育。”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

凯坚信，大资源会成为未来学校

教育资源的“标配”。

师生协力精选资源
在宁波智慧教育培训讲师团

讲师、镇安小学信息技术教师黄

吉雁看来，当前网络教育资源的

融合应用主要有三种途径：教师

结合已有网络资源开发微课程、

教师综合使用学生查找的网络资

源、教师对传统课程资源进行数

字化改造。

从学生认知特点和学习习惯出发建构教

育资源，也符合认知神经学原理。在论坛上，

多年研究认知神经学、台北医学大学教授洪

兰就从大脑神经回路的独特视角，提出激活

学生主动学习力、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

性。在浙江，学生将自学过程中查找到的网

络资源上传到宁波智慧教育平台学习空间进

行分享、课堂上教师择优展开讲解分析的现

象已屡见不鲜。“有一次我们上植物辨别的

课，学生提前查找了草本植物、木本植物的区

别有哪些，课堂上老师就能直接选用学生找

到的图文资源进行讲解。”黄吉雁说，学生从

小学阶段就开始学习信息技术课，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甄别、选择、应用信息资源的能力。

此外，将传统课程资源进行数字化制作

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分享，也是当前海量网

络教育资源中的一大类别。宁波市北仑区淮

河小学就将该校“童心动漫”校本课程进行二

次创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网络动漫课程，不

仅方便学生通过网络空间自学，也惠及了更

多开设有动漫类课程的兄弟学校，促进了跨

校跨段合作和跨区域交流。

资源要个性化应用
基于多级共享平台之上的海量教育资源，

就好比一个庞大的线上“图书馆”，如果没有落

到应用层面，只能“束之高阁”。“要有系统、有

组织、有目的地推进网络资源应用，才能积极

促进‘矿藏’向‘宝藏’的转化。”宁波市学校装

备管理与电化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网络教育资源的公益化使用已经

深入各地各校。如在我省“之江汇教育广场”

这个平台上，就有大量免费且制作精良的网

络教学资源通过“三通两平台”共享给全体教

师。教师要做的是结合具体的学习项目和课

程内容，选择适切的资源供学生课内外学习

之用。

“智慧教育更强调如何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需求，实现知识拓展和综合素质提

升。”该负责人表示。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回应并解析社会热点问题，宁波市集

结了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优秀的教师和相关

企业，打造专属教育资源服务平台“甬上云

淘”。登录该平台，喜欢图形设计的学生可以

跟着宁波市江北外国语学校教师马龙学习

《酷炫的MG动态图形制作》；喜欢科学的学

生可以通过《超声波测距机器人》学习超声波

传感器的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黄莉萍

“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暖宝宝’！”

“我爱你就像爱天上的太阳，太阳

才能把我照亮！”

“希望我们这些小树苗快快长成参

天大树，让您纳凉有个好去处！”

……

教师节，是教师们收获幸福、学生

们学会感恩的节日。9月 10日，我省

教师们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满屏都在

“晒幸福”。“超级无敌好老师”“最幽默

老师”“最会笑老师”……学生们为每

位教师私人定制的奖状让台州市椒江

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桐乡市乌镇植

材小学等学校的教师们感慨：“这是孩

子们最想对我们说的心里话，更是对

我们的期望！”

这一天，更多的学生选择了直接用

语言表达对教师的节日祝福。铺天盖

地的“甜言蜜语”，令教师们大呼“幸福

感爆棚”。

有教师因此“爆笑”到“腹痛”。教

师毛立梅一早就被表白：“毛老师，我

长大以后要娶你，让你当校长夫人。”

她忍住笑，一本正经地对着七八岁的

“小大人”说：“作业都不做，还想让我

嫁给你？”

“进可与姚明赛高/退可与狼王拼

刀/上课时走位风骚/辉哥，不娶何撩”

“寿哥乃数学大佬/课下侃人生大道/课

上解最大最小/三十秒”……9月10日

正值周一升旗仪式，衢州第二中学的学

生们便轮流上台用“三句半”“吐槽”教

师。后果是，在场不少教师因此笑出了

皱纹。

教师们却说：“我们是在收获幸

福。”“如果你在花丛里，我会找不到你，

因为你像花儿一样美丽。”看到这样的

节日礼物，高三班主任Jennifer倍感欣

慰，“被骗骗就好，老师的幸福感就是这

么容易得到满足！”“也许，我不是您最

出色的学生，但您却是我最崇敬的老

师”，这样的“大礼”，令湖州教师吴月斐

自信飞增，“咱魅力爆棚，挡不住呀！”这

一天，不少学校都特意为学生提供了向

教师“表白”的时间、空间。衢州市柯城

区万田乡中心学校的一棵棵大树下，挂

满了学生“表白”教师的星星卡片。“蒋

老师，你笑起来像西瓜一样甜！”这样的

话语，令教师蒋巧俏感慨，“孩子们点亮

了我心中的温暖之光”。

教师们在这样那样的表白中，收获

着成就感。

“徐老师以辛勤为杠杆，以付出为

支点。我们知道您要撬起的不是地球，

而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余姚市第八中

学副校长徐光辉今年最在意的学生“表

白”。这位酷爱课堂的副校长颇为骄傲

地说：“他们写出了一名物理教师该有

的工作状态，是对学生做人、做学问的

积极引导。”

“在您的帮助下，我已完成了3本绘

本故事。《银杏树下的小女孩》还入选了

NOBO无界艺术展五国巡展。真的真

的很感谢您！”这样的节日礼物，令长兴

县实验小学教师范新萍对自己的工作

有了更多的感悟：“用欣赏的眼光引导

孩子了解自己的长处，建设属于他们自

己的正向循环。如此，教书育人的日子

也变得闪亮、丰盈了。”

这些包括来自学生、毕业生在内的

“弟子物语”，让教师们对自己的教育理

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亲爱的潘老师，新学期我准备考

研了。我一直努力、积极、勇敢地面对

学习、生活中的挑战，缘于您当初潜移

默化的影响。印象中的您一直都面带

微笑，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问题。”丽水

中学教师潘秋芳感慨，多年来她一直把

教育揉进生活里，没想到自己的一言一

行都渐渐根植于学生内心深处，成为学

生未来成长的沃土。

“即将迈入社会，才觉得您说过的

‘思维是王牌’这句话确实厉害。您让

我们在中学阶段就懂得学习不仅仅包

括课本知识。多么幸运，与您相遇！”杭

州市长河高级中学班主任杨春林自豪

地说：“我是做教育的，当然不能只着眼

于当下的分数。种下的种子总会发芽，

只是时间问题。”杨春林认为，这就是教

育工作的意义。

当“50+”教师被校长引以为傲
海安中学教师的自由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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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甜言蜜语”里，都有哪些教育真谛？

海安中学学生们的暑期活动丰富多彩。图为该校舞蹈社正在参加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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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