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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蔡 伟

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

坛从2007年开始规划，2009年

形成方案，2010 年 3 月正式掲

幕，每年举办一届，已成为国内

语文基础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

学术活动之一。

有人问我，十年努力，殚精竭

虑，呕心沥血地打造这个民间教

学论坛目的是什么？论名，我经

常藏于幕后，只是后来应代表之

邀，开过一堂研究性公开课，但在

今天的教坛希图一课定乾坤是不

可能的；谈利，论坛虽收一点会务

费，但以免费代表为主，杯水车

薪，入不敷出，倘不是一些名师的

无私奉献，我恐怕只能负债前行

了。如此说来，我岂不是在干一

件吃力不讨好的傻事？

其实不然，因为此中隐藏着

我一个小小的梦想：为一线教师

搭建展示风采、开展实验、交流

经验、形成风格的舞台，激发他

们的潜能，助其从合格走向成

功，从优秀迈向卓越，成为一流

语文教育名家。

这个梦想的缘起是我经历

的一次学术活动。世纪之交，我

尚在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执教，得

知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和

语文报社在云南召开教学研讨

活动，便想参加，请求校长成

全。当时校长正雄心勃勃地打

造一支学者型教师队伍，立即同

意，但对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

是带论文参会；二是必须在会上

发言。

前者容易，我手上正有几篇

新创作的论文；后者就犯难了，

除非有自由论坛，否则发言席上

根本就不会有我这样一个普通

教师的位置。

怀着忐忑之心来到春城昆

明。第一天会议，邀请来的专家

名师没发挥好，讲得有点失常。

晚饭后，我和几位教师聚在房间

里闲聊。我侃侃而谈，虽非语惊

四座，却令在场教师起哄，一定

要我去大会上作个发言。

在他们的竭力怂恿和热心

陪同下，我们连夜赶到专家与组

委会入住的酒店，找到当时的活

动组织者桑主编，表达了我们的

请求。桑主编非常为难，但最后

被我们的精诚打动，终于答应在

第二天会议结束前，给我安排20

分钟的发言时间。

我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20

分钟时间里掌声雷动了多次。

结束时有代表大喊往下讲，但没

有组委会的同意，我不敢造次，

便鞠躬下台。

回东阳后，优秀教育通讯员

厉守龙得知此事，前来采访，最

后写成约 2000 字的报道《放飞

想象的翅膀》发表在《中国教育

报》上。虽然此前我在东阳教育

界已小有名气，但真正促使我再

度发育的却是昆明的这20分钟

发言。自此，我的专业发展信心

大增，虽然至今离教育家的目标

还很远，但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

息地努力着：省特级教师、高校

教授、18本论著及教材、首届全

国专硕优秀指导师、校首批教育

博导、首批国培专家库成员、湖

南省国培优秀导师、国培明星讲

师、浙江省首届优秀培训教师、

教育部领航工程首席导师……

20年的中学执教生涯，16年

的高校研究经历，使我深刻地体

会到：普通一线教师中藏龙卧

虎，但要成为教育名家，必须拥

有一个能够证明自己、释放自

己，同时又能汲取鲜活养料的舞

台。于是，2007年，当我从王尚

文老师手中接过“浙江师范大学

（浙派）语文教育研究中心”这杆

大旗的时候，我便着手设计并努

力打造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

论坛。活动内容精彩纷呈，组织

模式不断翻新，每一位有想法的

教师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发

展坐标。

最近整理书房，我找到了一

本暌违已久的《首届全国“新语文

教学”尖峰论坛论文集》，翻开目

录，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

顿时觉得这十年心血没有白费。

论文集中至少有13位教师在参

会后被评为各省特级教师，其他

或评上高级教师，或走上教育领

导岗位，或获得各种奖励与荣

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阳中学

的陈益林，几乎参加了半数以上

的论坛，而且在评上特级教师后

又来论坛参加了微课大赛，与他

的徒辈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

等竞争，最后获得了一等奖。随

后，在省首批正高级教师评审中

顺利过关，成为浙江省为数不多

的特级、正高兼备的名师。

而山东省商河县教研员孙

迎辉，参加首届论坛后，评上了

省特级教师；2012年参加了第三

届论坛，于次年顺利通过正高级

教师评审；2016年参加第五届论

坛，先后成为济南市中语会副理

事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统编

初中语文教材培训专家、山东省

基础教育专家库和教育科学规

划库专家……孙迎辉笑言：我是

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的

大赢家。

当年还显得稚嫩的瑞安中学

普通教师黄华伟，如今已成为浙

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教育厅教

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江苏省通

州市白兰中学校长丁卫军当年是

个帅小伙，如今已成为江苏省特

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不仅著作等

身，而且其倡导的“简约语文”也

是搞得红红火火，名扬教坛……

他俩道出了当年参加论坛后的共

同感想：一个好的教学活动，就像

一顿丰盛的大餐，也许当时的美

味已经忘却，但营养早就转化为

骨骼和肌肉，在关键时刻发挥出

力量。

给一个平台，人生就灿烂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近期，笔者对宁波市镇海区义务教育段学校传统文化

进校园状况进行调研，为下一步更好地推进传统文化进校

园提供现实依据。本次调研采用开放式问卷方式，由各校

教科室负责人和德育工作负责人联合填写。

一、途径：依托节日、课程和诵读活动
除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部署外，各校也都有自己的一套

做法，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1.依托中华传统节日

大多数学校都提到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

重阳等中华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活动。尤

其是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成为国家法定假日之后，开发

传统节日育人资源已经成为不少学校的共识。

传统节日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文化长

期积淀凝聚的过程，中华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

子。前几年，社会上也出现过热衷过洋节忽视自己民族传

统节日的现象，目前在校园里得到了纠正。很多学校依托

中华传统节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形成自己的活动序列，不

同年段有不同的活动安排和要求。

2.开设各类拓展性课程

开设各类拓展性课程，是义务教育段学校课程改革的

需要，不少学校也借此来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

比如，有的学校开设古诗文吟唱课程，在吟唱中传承祖

国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陶冶情操，

提高语文素养；有的学校开发“编之趣”课程，将中国结、香

包等非遗文化引进课堂；有的学校开设茶艺课程，向学生介

绍茶叶知识，包括识茶、选茶、泡茶、品茶，以及茶叶的经营、

历史、美学等；还有的学校开设“小不点探中草药”课程，让

学生了解中草药历史和中医文化。

3.开展国学经典诵读

这是常见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方式。通过开展国学经典

诵读，学生的德行、文化等素质得到提升，人文底蕴得到加

深，为其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如有学校在《三字经》《百家姓》《诗经》《论语》《笠翁

对韵》《小古文100首》《东方童韵》等优秀国学启蒙书籍中，

节选最经典的部分作为诵读教材。

此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在组织相关的经典诵读比

赛，激发学校开展经典诵读的积极性。

二、不足：内容零碎、师资缺乏、家长消极
从各所学校反映的情况来看，传统文化进校园还存在

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内容碎片化，缺乏系统性

教育内容的碎片化现象，导致传统文化进校园过程连

续性不够，缺乏系统性。这与学校缺乏统一规划有关，很多

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

2.教师有欠缺，引领不到位

很多学校表示，传统文化进校园最大的困难是师资配

备不足。除了专业性较强的一部分教师，其他由具有这方

面特长的教师或家长担任指导，或从校外聘请专家。这些

非在编的教师一旦有事离开，授课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

停止。

另外，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传统文化了解比较少。

3.家长欠支持，难形成合力

家长普遍重视学生的学科成绩，对传统文化熏陶态度

并不积极，没有能够形成家校合力。

三、策略：理清思路、提高素养、寻求支持
尽管各种名目的“进校园”受到了批判，但支持传统文

化进校园的呼声很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贯穿国民教

育始终”。

1.要有学校层面顶层设计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是德育五大内容之一。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

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

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引导学生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精神内涵，增

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此前，教育部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

要》，指出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小学

低段、小学高段、初中等不同学段开展不同要求的相关教

育，可以作为学校确立整体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

学校可以根据教育部这两个指导意见，并结合实际，制

订整体性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思路，避免率性而为。

2.切实提高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客观地说，中小学教师中传统文化素养较高的不多。

因此，要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师自身要率先补

课。《弟子规》进校园饱受诟病，这跟不少学校只是让学生进

行简单背诵，缺乏必要指导和引领有很大关系。其实，传统

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需要教师引领学生去辩证地看待。

3.要更好地赢得家长的支持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指出，把“协同育人”作为

德育工作六大实施途径之一。一方面，学校要有意识地向

家长加大宣传力度，做到家校同频；另一方面，学校德育工

作要积极争取家庭、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引导家庭、家

教、家风，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传统文化进校园，
怎么进？

教师专业成长中的五种关系
□杭州滨和中学 赖联群

教育由本本回归到人本，是

一大进步，因为明晰了目标指向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生是

人，教师同样是人，教育的初衷

不是以一类人的牺牲成就另一

类人，而是互相促进，共享幸

福。因此，由关注学生的素质提

升到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又是

一大进步。

可以想象，在美丽的校园里，

一群志趣相投的教师，携手专业

之路，怀揣梦想，相信种子，默默

耕耘，静待花开，陪着一群又一群

的学生共同成长，这是一幅怎样

令人动容的画面。

能够撑起这幅美好画卷的核

心要素是教师的专业成长，一个

优秀的教师才能成就一群优秀的

学生。要成为优秀教师，我们应

该从名师身上学习，深入了解他

们成长的轨迹，从中汲取自己成

长所需要的养分。我们发现，厘

清以下五种关系，对于教师的专

业成长不无裨益。

一、寂寞与繁华
要耐得住寂寞，才见得到繁

华。成长之初，需要默默实践，安

心读书，静心反思，守得住一间教

室，护得住一群学生，心在此，智

慧便在此。著名德育特级教师、

“青春老人”张万祥“一辈子只当

班主任”的庄重诺言，齐鲁名师郑

立平几十年自主教育的探索实

践，无不是“寂寞者”的完美阐

释。人一寂寞就会思考，一思考

就会开窍。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寂

寞，耐不住寂寞的人才寂寞。寂

寞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一种路

径，寂寞出学问，寂寞出真知。

二、主动和被动
要主动成长。一个教师的成

长，总是与各种“负因素”相伴相

生，比如惰性、惯性、经验、从众心

理、安于现状，乃至身体病弱、工

作烦琐、情感危机等都可能成为

成长的绊脚石。如若不能克服，

便会处处受制，处处被动。

我始终认为，当一个人的成

长醒悟点来临时，有强烈的成长

冲动时，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

的，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成长是自

己的事，是目前最重要的事。于

是，他再忙也能挤出时间，再累也

能坚持到底。每个学生都有可研

究的点，每种举措都有可提升的

空间，每天都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已经醒来的人，一大早就出发了，

而你很难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三、读写与工作
要坚持读书写作。阅读是吸

纳，写作是输出。以阅读为指

导，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写作总

结反思、厘清问题、记录得失、提

炼经验，把感性的实践提升到理

性认识，以更清晰的思路引领自

己的后续工作。这样既能提高工

作效率，又能体现教师个人的专

业价值。

把工作当职业，要求教师不

断提升自己，以更好地服务学生；

把工作当事业，需要科研型、专家

型的教师。阅读是站在大师的肩

膀上前行，写作是站在自己的肩

膀上攀升，作为有志于专业成长

的教师，懂得在工作中解放自己，

在实践中寻找问题，用自己的理

论成长助力学生的生命成长。

四、群体和个体
要懂得借力成长。虽然专业

成长是教师个人的事，但是外力

的推动、动机的激发、榜样的示

范、同伴的鼓励、方法的引导、路

径的优化、成果的呈现等，绝大部

分都需要通过同伴互助的方式来

完成。无论是行政推动的工作室

还是自发组织的民间平台，都是

专业成长共同体，充分利用同伴

的智慧来提升自己，在探讨中学

习，在学习中反思，在反思中进

步，站在集体的肩膀上飞翔，脚下

必定更扎实，视野必定更开阔。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

以走得很远。青年教师只有走出

狭隘的自我，寻得同道中人，在团

队中磨砺，方能开拓更大的发展空

间，为成就自己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低调和高调
适调是成长的最好节奏。教

师的专业发展是一种个性色彩很

浓的行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

教师担心过高的期待若达不到会

惹人笑话，因此缩手缩脚，迈不开

脚步。

我倒是认为，绝对的低调和

高调，都是跑调，是不合适的。做

人低调符合传统处事原则，但做

事与成长如果也低调，那估计什

么事也做不成了。作为青年教

师，该开课开课，该质疑质疑，该

发言发言，这也不是什么高调的

事，只是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

事罢了。抛开顾虑，敞亮自己，这

也是成长的一个重要指标。

湖州市仁皇山小学的折纸社团课，是师生一起
玩纸的时间，陀螺、雨伞、魔方……丰富了课间十分
钟。这些五颜六色的“转盘”是学生们折的纸，比一
比，谁的“转盘”转得久，“1、2、3，开始……”

（本报通讯员 叶 聪 摄）

成长之路
营造法式

指点迷津

一张纸 花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