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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12月中旬的西沙群岛依然阳光普

照。岛上唯一一所有着6名学生的小

学的课堂上，他选择了和学生们一起

玩“好神奇的小石头”。

“灰色的石头会变成什么？”“一起

来念咒语吧！”“哇！居然变成了小老

鼠，小老鼠还会念儿歌。”……让海南

省三沙市永兴学校师生们在课堂上

“兴奋”“陶醉”的何夏寿，彼时的身份

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中国语文报刊协

会名师专业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他

是此次全国名师海南送教团的骨干。

而在我省，他是绍兴市上虞区崧

厦镇金近小学一名从教近40年的乡村

教师。“坚守于此，是想让所有乡村教

师看到，留在乡村一样可以成长，一样

大有可为！”

会“飞”的瘸孩子
“我是一个残疾人。”“我是两年制高

中毕业生。”“我曾是村小代课教

师。”……这是每次在全国师德培训活动

中，教育部德育导师何夏寿的开场白。

“这样讲，是为了告诉大家，我这样的条

件都可以，只要肯努力，你们一定行！”

1966年，3岁的何夏寿患上了小

儿麻痹后遗症，落下了右腿残疾。

1978年，他因为腿疾失去了高考的机

会。“腿瘸的人会飞！”这是6岁时，姐姐

对他说的话。他一直记在心里。

从小酷爱读书、看戏的他，开始在

报刊上发表散文、小小说。1979年，16

岁的他通过考试，成为前庄村村小的

一名代课教师。

“只要对小人好，书便可教好！”母

亲朴素直白的一句话，成了他一生的

教育观。学生们喜欢课本上《小猫钓

鱼》等童话，他便将更生动、有趣的原

文找出来供学生们补充阅读；当时的

农村学校没有图书馆，学生课外阅读

匮乏，他便将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来

的故事，看戏背下来的唱词，讲给学生

们听。“脑子里记得的故事、戏文讲完

了怎么办，那就自己写、自己编！”看着

学生们竖起耳朵，前俯后仰的样子，何

夏寿特别有成就感。1982年，他写的

童话《小白兔和小灰兔》刊登在上海出

版的《小朋友》杂志上。

“腿瘸的人是会飞的！”何夏寿在

自己的航道上启动了飞翔模式。

1983年，20岁的何夏寿做了一件

“惊心动魄”的事情。在偶然得知《小

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的作者也是

上虞区前庄村人后，他给我国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金近先生写了一封信。“感

谢您为家乡孩子教书育人，我向您深

表敬意。”金近回信中的每一个字，都

像一个火球，将他“燃烧”了。

他自学中师课程，修习大学课程，

直到拿到文凭；一篇篇童话的发表，他

成了省作协会员。但他很孤独。“一直

以来，我对自己的课堂有强烈的反思

意识，渴望能得到外界的意见和建

议。”网络时代前农村教育人缺少对话

的孤独感，何夏寿依然记得。

他用写文章来“隔空”交流。1985

年，他的第一篇教学理论文章发表。

这一年，县（当时为上虞县）里的教研

员来学校调研。“村里的教师们都如临

大敌，谁都不敢上这节公开课。”代课

教师何夏寿选择“毛遂自荐”。这一

上，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只要给我机会上课、交流，我什

么地方都去。”一路上，他成为县教坛

新秀、市学科带头人、省特级教师……

乡村学校的童话故事
1996年，优秀的村小教师何夏寿，

被当地教育局直接任命为四埠完小校

长。带着那份执念——“儿童教育必

须以儿童的方式展开”，他决定用童话

开展学校教育。

“小鲤鱼”文学社里，指导学生看

童话、写童话的何夏寿探索总结了“穿

针引线”等10种童话写作法；他带领学

校语文教师编写了全套6册《童话》教

材，其中一册入选余秋雨任总编的义

务教育课外读本《语文新天地》；学生

们在全国各家报刊发表1000多篇童

话作品，其中4名学生还撰写了长达

12万字的长篇童话并由中国文联出版

社出版……

因当地群众对学校的满意度大大

提升，地方政府为学校建了新校舍，将

附近4所村小合并到四埠小学。2000

年，学校更名为金近小学。

被稻田、村舍环绕的金近小学，如

今却是一个绚丽的童话世界。鱼龙

池、童善园、探索岛、世界童话园、跳鱼

儿广场、童星街、金近纪念馆、小鲤鱼

剧场、星光大道、艺美林……校训、校

歌，甚至水池中的一块石子都有着浓

浓的童话元素。童话开始与各门学科

教学相结合，形成独特的童话化学科

教学模式；童话更走进德育领域，在欢

乐和思考中悄然实现着“童话育人”。

偏居乡村一隅的金近小学很快被

省教育厅破格评为省示范小学，被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确立为“省十大育人

模式”创新单位，成为全国儿童文学金

近奖的永久颁发地。“看着那么多儿童

文学名家来到金近小学接受颁奖，咱

们农村学校脸上真有光！”他说。

省特级教师、省名师名校长工程

导师、省首届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

彼时的何夏寿，正尝试着将一小段唱

屈原的小戏嫁接到“五月瑞阳”的课

上，尝试着在“月亮婆婆侬有几个囡

囡”的课上开启民间文学教学模式。

在民间文学教学的课堂里，民间故事、

童谣、谜语、小戏，不再是边角料。“把

学生教好的好是永无止境的。保护、

激发、培育、发展学生的语言天赋，‘逼

迫’我不断开发更适合儿童的教学领

域。”而“孩子喜欢”是他令自己前行的

通行证。

“他是全国小学语文戏曲教学的

首倡者。”全国著名教育专家周一贯对

何夏寿开出的民间歌谣语文课程、民

间故事语文课程、民间戏曲语文课程

等民间文学系列课程，赞誉有加。

“我们用事实证明，乡村的教学一

样可以是一流的。”这样的执念，20余

年的努力，何夏寿和他的乡村教师们

让一所农村完小变成了一个“童话”。

乡村振兴的文化高参
这学期，何夏寿主动卸任校长职

务，回归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距

离他的60周岁，还有5年。

“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做儿童文

学教育的研究，为国家培育更多热爱

儿童文学的教师；会花更多的时间培

养本校的名师名校长，培育他们对乡

村教育的情怀；也会更多地和乡村社

会联系，服务好乡村文化和乡村振兴，

实现教育的价值。”

这是他的5年计划。

（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黄莉萍

教龄3年内的新教师能做什么？

教师詹家勤的回答是：“成为区教

坛新秀。”

教师张聪聪的回答是：“在省中小

学教师培训活动中上展示课。”

教师张子栋的回答是：“指导学生

在全国模型体育文化节上获得4个一

等奖，教科研项目在杭州市教师小课

题中立项。”

历经20余年的快速发展，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已拥有57所中小

学、幼儿园，逾3000名专任教师。其

中，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比六成多，

每年有200多名新教师入职。在开发

区社会发展局副局长钱晓华眼中，“全

面加强青年教师培养，才能推进开发

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现质的飞跃，

这决定着开发区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而教师刚入职的前3年是最有教

育理想与教育激情的黄金成长期。“做

好新教师的培养工作，就牵住了开发

区教育‘发家’的牛鼻子。”省特级教师

杨迎冬在开发区教师进修学校负责新

教师培养工作已4年，和新教师们一起

收获了“每年100余人次获区级以上

教学类评比大奖”的硕果。

“一切离不开实用的培训策略、双

导师的培养模式和创新的激励机制。”

杨迎冬总结的，一项项都是该区新教

师成长、成才的“福利”。

职业精神、课堂教学、班级管理、

个人成长、人文素养……“教师们不需

要结构性差、关联度低的散点式培训，

于是我们瞄准了新教师专业发展中最

核心的几大母题，开发能让每一位新

教师拥有一些‘带得走’的能力的培训

项目。”杨迎冬介绍，新教师最需建立

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因此关于“师德规

范”“职业规划”等培训内容占了近

40%。詹家勤是启源幼儿园的一名教

师，收获区教坛新秀称号时教龄刚满2

年，“决定我成长的是3年成长规划这

份培训作业，导师们为我量身定制的

各种帮助以及规划下的自我鞭策，让

我倍加努力”。

而从事教育教学的实际经验和技

能等培训，则以参与式、体验式的实践

性培训为主。曾获得省优质课评比一

等奖的学正小学教师魏娟、获全国思

维型教学优质课评比特等奖的下沙中

学教师张彦灵……都曾在开发区课堂

节新教师专场做过专门的课堂展示和

经验介绍。“课堂最主要是孩子们的，

我设置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和提出的问

题，唯一的标准是孩子是否喜欢，是否

能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的问题。”课后，

魏娟的这番话令新教师们陷入深深的

思考。

“不以应试教育的手段培训教师，

注重培养新教师的核心素养和高阶思

维，他们才能顺理成章地在自己的教学

中推进素养教育。”开发区教师进修学

校校长陈锋介绍，在该区的持续培训活

动中，会有新教师自由分组，分头认领

一个由他们自己讨论列出的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他们会团队合作讨论形

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展示出来”。这还

不是结局。接下来，各学科教研员和区

级教学名师、骨干，会通过创设情景、研

讨、讲座、行动学习等多样化方式，引导

新教师在活动、表现和体验中对问题进

行深层次剖析，理清根源，寻求解决途

径，从而进行思想风暴。

“每学期，教研员都要听一轮新教

师的课；每位新教师都能享受由各级名

师担任‘区导师+校导师’的双导师制；

分学科、分学段，在‘大班+小班’交换培

训机制中，新教师做中学、研中学、议中

学、辩中学……”杨迎冬介绍，新教师不

仅有名师的引导，更有“就近发展

区”——新晋区教坛新秀的“现身说

法”，“他们的成长经验与困惑，更能在

新教师中产生共鸣，激发新教师成长”。

“全区青年教师1900余名，每年

新进200余名新教师，这样庞大的基

数下，要评区教坛新秀，学校名额都要

被挤破头！”2016年，开发区新晋的教

坛新秀名单上，下沙第一小学教师何

夏苑等5名新教师榜上有名。“我们5

人没占用各自学校的评选名额，而是

通过新教师成长快速通道进入评选考

核的。”新教师3年考评均为优秀者可

直接参与区教坛新秀的评选考核，这

样的政策让何夏苑等5人成了首批受

益者。

为新教师开通成长快速通道，是

激励，更是鞭策。“新教师每年培训后

都要接受专门的考核，特别是第一年，

既要考核新教师的教学实践，又要考

核他们的四项基本功。”杨迎冬介绍，

开发区已初步形成了新教师激励鞭策

机制，如在各类教学评比中能享受单

独设置一定比例的获奖名额，“更多的

是不断增加的各种展示机会和各项挑

战性任务，‘逼着’年轻人不断攀登新

的高峰”。

关关注注

乡村“童话”40年，他成了一棵树
何夏寿和他的乡村教育、乡村振兴

新教师评新秀有“特权”
盘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教师成长“福利”

□曾容容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每天都会遭遇

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简单”“快速”“直

接”……这些看起来有效处理问题的词

汇有时候用在处理教育问题时，往往会

起到反作用。“简单”也许会蒙蔽本质，

“快速”也许会导致无效，“直接”也许会

走向粗暴。因此，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

们要创设各种合适的机会，尽量给学生

留个台阶，让他们的自尊得到保护，让他

们的隐私、难言之隐有点空间，不至于造

成成长过程中难以弥补的缺憾。

在同伴面前，给学生一个台阶下
曾经的一个夜晚，学生晚自习刚刚

回来，寝室大门敞开，我很自然就进去

了。一股浓烈的烟味弥漫着整个寝室，

我皱了皱眉头，一眼瞥见寝室桌上放着

一包香烟。大家都用惊讶和不知所措的

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我很生气。我

很想当场质问一声“这是谁的烟？”“是谁

在抽烟？”抬眼看见站在桌旁的班长，他

刚好是这个寝室的成员，心里越发生

气。但我忍住了怒气，嘴里蹦出了一句

话：“大家先休息吧。”说完顺手拿走了放

在桌上的烟。

我很想质问班长这到底是谁干的，

但我放弃了。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会

让他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如实汇报，

在同学面前，他会成为“叛徒”；选择闭

嘴，觉得愧对老师。或者私底下盘问、调查、让寝室的

同学互相揭短等，也许很快会找到这个抽烟的学生，

但很有可能这个寝室的同伴交往很长时间会笼罩在

互相猜忌、相互埋怨的阴影中。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同伴价值感很强。拿“破案”来衡量教育效果，会得不

偿失，是违背教育常识和教育规律的做法。就在我选

择沉默后的第四天早上，我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纸

条，上面赫然写着：“对不起，老师。香烟是我的，寝室

同学和老师给足了我面子，我会改正错误的。”

在尴尬面前，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一个闷热的午后，物理课代表偷偷地溜进办公

室，用压得很低的声音对我说：“老师，我想向您反映

一下物理老师的事。”我关上办公室的门，让她放心

说出来。物理课代表对物理老师评价很高。她说物

理老师认真负责、水平高，但同学们对他很有意见。

我很纳闷。小姑娘脸红红地憋出一句话：“物理老师

老是占用我们的课余时间，晚自习、午休，甚至课间

他都不放过。”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这个当班主

任的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选择直言不讳，很

可能会打击物理教师的积极性乃至伤及老教师的自

尊；如果选择缄默不语，将无法给学生一个交代；如

果选择让课代表与物理教师沟通，就会让课代表陷

入两难的境地。

我选择了一堂班会课，并把任务交给学生——

“写给任课老师的悄悄话”。学生可以匿名地对任何

教师提建议。结果，不仅仅是物理教师收到了学生的

“悄悄话”，所有教师都有来自学生的“悄悄话”。这次

活动，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教师们的改变，也懂得了

师生沟通要给自己的隐私和教师的自尊寻找一个合

适的台阶下。

在隐私面前，给学生一个台阶下
下午第二节体育课后，小玉情绪低落地走进我的

办公室，欲言又止。原来，她刚买的随身听放在抽屉

里不见了。

我不动声色地在班级里侧面了解了一下情况，发

现很可能是下午第一节课后弄丢的。怎么办？不能

搜身，又不能公开问是谁拿了。但小玉丢失随身听的

事已经在班里传开了，学生们议论纷纷，有的在猜测

谁是体育课后最早到教室的，有的甚至提出来一个个

排查……

这件事再缓下去会发酵得更厉害。第二天班会

课上，我很坦然地把小玉丢失随身听的事说出来，让

学生们不要互相猜疑。我说：“无论是谁拿的，老师都

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但对小玉而言，她丢了东西心情

很难受。现在请全班同学给小玉写一封安慰信，给偷

拿别人东西的同学也写一封劝导信。前提是匿名。”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没有动静。四天后，小

玉的随身听回到了她的抽屉里。这事件前后，这群高

一学生都很默契地选择沉默。相信，这四天里，对于

拿走随身听的学生而言，也许是煎熬、折磨，但更多的

应该是反思、自我教育。从始至终，我不知道是哪个

学生拿走小玉的随身听。但我始终认为，在涉及学生

隐私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一个台阶下。这个台阶

的意义远远不止针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对所有学生而

言，这都是自我教育。

因而，处理教育问题，

要借助于各种“台阶”，找

到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教

育，讲究教育方法和艺术，

从而提升教育智慧、更新

教育理念、总结教育规律。

（作者系省德育特级
教师、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德育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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