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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奇特的木箱

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第五届浙江书展暨宁波读书节期

间，笔者在宁波书城参加浙江省特级

教师刘善娜《倾听与反思——特级教

师修炼日志》一书首发式。刘善娜是

位80后，去年获评浙江省第12批特

级教师，是目前全省最年轻的小学数

学特级教师。

在新书首发式上，刘善娜作题为

“反思中成长，遇见更美好的自己”的经

验分享。客观地说，她的起点并不高，

1999年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然后进

入偏远农村小学工作。在农村小学工

作4年后，又在镇中心小学工作3年，

然后进入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至今。

一位乡村小学教师成长为名师的

动力来自哪里？在分享中，刘善娜提到

一个观点：教师要重视教育写作。她认

为，参加各类公开课展示和优质课评比

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有的，但写

作却是教师自己能够做主的事情。

她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工作第

3年时候，听了全国模范教师吴正宪的

一堂课，有所感触，就用心写了一篇论

文。这篇论文被选送到奉化市参加评

比，获得一等奖；后来又被选送到宁波

市参评，获得一等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篇论文的获

奖给她的专业成长带来很大机遇，成为

她成长路上的关键事件，使她得以顺利

地进入镇中心学校工作。

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写教学反思，

并在2014年出版《爱上我的课堂——

一位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

此后，原先籍籍无名的她评上高级教

师、宁波市学科骨干教师、宁波市名教

师，乃至浙江省特级教师，走上了专业

成长快车道。

刘善娜“教育写作教师可以自己

做主”的想法很值得渴望成长的教师

们借鉴。此外，教育写作背后是阅读

和思考，缺少阅读和思考写不出高质

量文章。

现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都非常重

视名师工程，花大力气为教师成长搭建

平台。教师成长需要“外烁”和“内驱”相

结合，教育行政部门做的就是外部推动

工作。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有机

会入选名师工程，进而接受各类高端培

训。同样，在各类教学比武中胜出，从

而成为官方认定的教坛新秀和专业发

展方面的赢家，能有这些机会的教师也

是少数。

应该说大多数教师是有心无力，可

能在学校层面就被淘汰，自然无缘入围

更高层级的各类业务评比。

但在教育写作上就没有限制，每一

位教师都可以放飞自我。朱永新教授

倡导“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

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不少教师早已不

再将“三专”模式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演

绎成自己专业成长的生动故事。

笔者觉得，在这“三专”之中，专业

写作应居于核心地位，教师从写作着

手，会倒逼自己去阅读，也会创造更多

专业交流的机会。可以这么说，教育写

作是促进教师自我成长的垫脚石。

职称是教师专业水平的一种官方

认定，申请职称评审需要满足各项条

件，其中荣誉称号、优质课获奖不是自

己想有就有的，只有论文这一项，每位

教师自己最有主动权。

首先，论文写作没有时间限制，教师

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尽早准备好；其次，论

文写作并不一定需要上级推选，教师完

全可以自己向专业期刊投稿。

用5年时间认认真真完成两篇论文，

应该不算什么难事，但到职称评审时，很

多教师缺的就是论文，一直要拖到最后

才把论文材料备齐。教师对职称评审的

论文要求牢骚满腹，岂非怪事？

不会写、不愿写、不去写，导致不少

教师离教育写作越来越远。职称评审

和名优教师评选之所以将论文作为参

评条件，就是鼓励教师增强教育写作的

意识，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有更多教师

拒绝教育写作。这一点，从不少教师评

上高级职称后就在教育写作上“金盆洗

手”中可以得到验证。

最近，笔者在《让教师不再害怕写

作》一书中读到这么一句话：“有些教

师宁上10节公开课，也不愿意写一篇

文章。”

或许对很多教师来说，上课是标

配，写作则是多余。至于为什么教师不

能胜任写作，这本书中说，有些像“广谱

抗菌药”，只要遇上动笔的都怕。更有

甚者意识缺乏，兴趣不够，能力低下。

不仅是教育行业，根据新的国家标

准，一级美发师、一级茶艺师、一级电梯

维修工都有写论文的要求。这也充分

说明，每一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高端

人士，都需要用写作来体现自己的专业

水平，用写作来与同行交流。那么，对

于教师这个与文化息息相关的职业，写

作的意义和作用也就不言自明了。

清华大学对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必

修课“写作与沟通”，这一做法引发社会

各界热议。《人民日报》刊发评论题为

《把写作视为一种基本能力》。

最近，获得“人民教育家”称号的于

漪老师大力倡导教师进行教育写作。

她认为，教师教育写作的主要目不是为

了成为作家，而是在教育写作中提高思

维能力，从而改进课堂教学，更好地服

务学生成长。教师要把教育写作融入

到自己的职业生命中去。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教师需要进行

教育写作，但在这方面不能太功利，不

要过于追求论文发表或获奖的数量。

因为对于教师来说，本职工作是教书育

人，教师的业绩主要体现在自己的工作

对象——学生的身上。

教育写作是师生成长的一条途径，

教师通过自己的成长，高质量地完成教

学，服务学生的成长。如果教师一心忙

于写作，忽视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

是本末倒置，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有的

学校对此有很好的制度引导，他们既重

视对教师论文发表和获奖的奖励，又对

奖励实行封顶，体现了对“度”的把握。

论文不是一个晚上写出来的，教师

日常要多积累，记录自己的学习所得、

日常思考，凡是有动笔的机会要勤加练

习，如认真撰写工作计划、工作总结、读

书笔记等。

在日常写作过程中，教师要有代表

作意识，即在一段时间内写出几篇像样

的文章，用来投稿发表或参加评奖。如

果文章发表或者获奖，就有了外部激

励，为继续写作增添动力，逐渐把教育

写作作为自己的一种专业生活方式。

教师成长最终是一种自我成长。

重新认识教育写作的价值，做教育写作

的积极行动者，将外部条件转化为内在

动力，才能真正促进教师成长。

龙泉大喇叭（楼主）
现在无论搞个什么评选都要进行网

络投票，本意是非常好的，开诚布公，告知

众人，让群众当评委，扩大评选影响面。

可是，评选期间在群里拉票，有纸质票的

报纸也被候选人收集一空，这些报纸原本

放在那里都没人搭理。用这种方式选出

来的先进、优秀不知有多少含金量？能又

示范引领作用吗？

杨铁金
如何确保“先进”的含金量，这是一

门很深的学问，值得数学家们、社会学家

们去研究。评优评先一般都有几条硬杠

子，民意测评往往只是其中一项，最终都

有合议环节进行管控，一切从国情出发

是硬道理。

阿 国
其实，也别把主办方看得太高大上。

主办方进行网络投票的目的，很多时候，

并不单纯，甚至有可能将吸粉排在公平选

拔之前。

在有设备就有投票权的全媒体时代，

又有多少投票人真正认识被投票人呢？

一些自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优秀教

师，很有可能赢在线下，输在网上；而那些

平日里在网上呼朋唤友的公关明星们，只

要找一些人多流量大的群，发几个红包，

效果就不一样了。

因此，网络投票要防止刷票行为出

现，必须接受全体监督，确保数据的真实

性，需要跟线下评价相结合。

兰 花
现在网络评选水分更大些，主办方很多时候为了

点击率，评选出来的一部分是真正的优秀，另一部分

可能比较“水”。

云彩之上
先进优秀含金量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能

说会道的或者靠饭桌成事的。

翘 楚
如果只是投票选出来的应该是有水分的，但也未

必不是一种衡量的手段。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

考，去改进。我想，改进的方式主要是完善评选标准。

一切评选都不可能绝对公正，只有相对公平。每

一项评选含金量都不一样，要抱着良好心态来看待或

参与。如果有心去拼一回，如果无意就且放下，别太

较真。

沙漠玫瑰
公平在人心。心态平了，也就公平。

龙泉许东宝
现在搞个“最佳河长”也用网络平台投票，朋友之

间一场情深，都希望自己的好友能当选，这也是人之

常情。人总是为情所系，盛情难却。但评选机制就是

接受公众监督，让真正干事的人当选，为普通民众做

好工作。

听外县我的一个学生讲，他们评选十大先进教育

人物时，教育局对20个候选人提前谈话：不许拉票，不

许贿选，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立即取消参评资格。这

评出来的，才是烈火炼出来的真金。

因此，网络投票是可以采用的，但要监管，要有预

防机制。

赵占云
“请帮忙给×号投票哦，胜败在此一举啦，麻烦大

家帮帮忙。”朋友圈和微信群经常收到这类信息，有些

是好久不联系的朋友。除了不少商业性投票外，不少

学校受其启发，连先进班级、优秀干部、十佳少年等评

选也搞网络投票，家长无奈只能帮助学校刷票。

柯桥小学陈建新
网络投票的根本目的不是把投票数作为评选的

主要依据，而是宣传和扩大此项工作的影响力，因此

别把网络投票真当回事。

天地间
能拿到网上投一下票的，至少做到了公开，还算

有一点公正。有的评选连公开都做不到，评出来的

含金量只能用负数表示。如果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三个指标衡量的话，做到公开，也就是含金量在

33.3%以上。

含金量要想达到100%，至少要做到：1.评选标准

事先公开；2.参评人员先进事迹事先公开；3.评选方法

民主讨论。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1985年，我还在浙江东南的一
个海岛小县工作。为了迎接首届
教师节，县教育局准备编印一本名
为《优秀教师事迹选》的小册子。

“会不会晕船？”6月，一位副局
长来找我，给我分配任务——到鸡
冠山岛采访一位顾姓女教师。

顾老师没有结婚，家里只有一
位年近90岁的老母亲。当时，她在
背学生回家时摔坏了腿。住院期
间，学生每天两人一组，日夜照料和
陪伴她。校长怕影响学生学业，多
次劝阻，但学生就是不肯离去。最
后家长们主动提出轮流陪护，学生
才作罢。

就是那次，在顾老师办公室的
座位旁，我见到了一只木箱。

一般的箱子大多外形扁扁的，
而这只箱子外形很奇特，它的底是
正方形，边长大约45厘米，高度却
至少有60厘米。也就是说，它像一
根矮柱子。

一般的木箱盖面和四周会上
油漆，有的还漆得特别考究，而底
部处理就简单了，有的索性就不漆
了。而它呢，乍一看像没漆，在不
易见的底部却涂了厚实的白漆，摸
上去非常光滑。

箱子两侧钉着两个铁环，是专
门用来抓拿的。铁环十分光滑，大
概每天都在用。

见到这样一只箱子，谁都想知
道是派什么用场的。

“你猜猜看。”校长笑着说。
箱盖钉上了钉子，不能随手打

开。我先抓住铁环试着拎起来，可
是特别沉。校长告诉我，箱子里装
的是海滩上随处可见的沙石，装得
满满的。

箱子四周没有文字标记，我越
发奇怪了。当凳子吧，没必要如此
笨重。是体育用具吧？校长摇头。

我猜了半天，都没猜中，校长
才认真地向我解释：

学生的作业本交上来时，往
往会不平整、不挺括，有皱褶和卷
角，尤其是尺寸大一些的如作文
本和大字本。顾老师批改完作业
后，就一本本地检查过去，把卷起

的角摊平，叠齐，放在板凳上，再用
这只特制的木箱压一晚上。

“你看，这是顾老师这个学期
教的五年级学生的本子。”

我接过一翻，都已经写了大半
本，可每一本却非常平整，而且坚
挺，有几本就像新的一样。

我顿时肃然起敬，又抓住铁环
一掂，问校长：“有多重？”

“86斤。我称过。”
“86斤？顾老师人这么瘦小，

而且单薄，拎得动吗？”
“我也劝她把沙石倒掉一些，

可她不肯，说太轻的话压不平。”
我的心不禁一震。
那一次我在岛上住宿，吃晚饭

时，校长告诉我：“为箱子，顾老师
还伤心地哭过。”

“怎么回事？”
“是1974年吧，学校遭了贼。

箱子也被盗了，小偷肯定以为这里
面装着值钱的东西。第二天，顾老
师到处找，她知道箱子又重又没
用，小偷最终会扔掉。

结果她在离学校两里多路的
一个山坳里找到了，但已经残破不
堪，大概是小偷为泄愤故意把箱板
摔破了。

“唉，箱子是顾老师母亲留给她
的，她母亲也是学校的一位教师。
她是抱着箱板哭着回家的。”说到这
里，校长的声音有些哽咽。停了停，
校长又说：“你看到的这只箱子，是
学生送给顾老师的。这个学生现在
已经是县建筑公司总经理，他是完
全按原来的尺寸和式样做的。”

“这么说，方法是祖传的，顾老
师用箱子压作业本有好多年了。”

“是的，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
配到我们学校就开始这么做了，至
少有30年了。”

“30年，86斤，每天端上端下，
这该是多少分量呀。”我默默估算
着。这就是她对学生的爱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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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写作是教师自我成长的垫脚石

□绍兴市越城区稽山小学 董 海

一位教师在教学《卖火柴小女孩》

时，有如下教学片段。

师：小女孩前三次都只点燃了一次

火柴，而且每次只点燃一根。可是到奶

奶这儿，小女孩不仅点燃了两次火柴，第

二次还将一整把火柴给点燃了，这是为

什么？

生1：小女孩想把奶奶留住，不想让

奶奶消失。

生2：小女孩想多看一眼奶奶。

师：难道小女孩就不想多看一眼温

暖的火炉，多看一眼美丽的圣诞树，多看

一眼喷香的烤鹅吗？

生：对小女孩来说，奶奶比那些东西

重要。

师：为什么奶奶更重要？

生1：奶奶是小女孩唯一的亲人。

生2：奶奶生前很疼爱小女孩。

……

学生一个又一个地回答，都没能让教

师满意。我也纳闷，学生们更是一脸茫然。

终于，教师给出了他要的答案：

“对小女孩来说，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

更重要。”

听了不少课，笔者发现，一些教师

特别喜欢把课上得有“深度”和“高

度”。他们认为这样的课才是好课，才

是上档次的课。于是，在课堂上，他们

不顾学生实际，好高骛远，让学生回答

超越他们理解能力的问题，结果往往会

冷场，令人尴尬。

类似上述案例，笔者还碰到过一

些。比如一位教师在教学《鸟的天堂》

时，问学生：“为什么鸟的天堂里有这么

多鸟？”最后一定要提升到“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

再比如，一位教师在教学《金色的脚

印》时，让学生理解“老狐狸为什么要救

正太郎？”最后一定要学生理解“动物是

通人性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

阅读教学中，“要防止逐字逐句的过深分

析和远离文本的过度发挥”。要从小学

生口中听到这些高大上的语句，谈何容

易，做不成就霸王硬上弓，都是过度发挥

和过深分析的表现。

成尚荣教授说：“小学阶段，我们应该

让学生看到属于自己的语文。”越位教学，

随意拔高，把学生弄得云里雾里，不知所

措，最后只会失去对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得不偿失。所以，在教学时，我们一定要

遵循教学规律，尊重儿童年龄特征。

阅读教学要防止随意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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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开展“感恩·成长·超越”十岁成长礼主题活
动。该校地处海边，利用沙滩开展德育课程，主要内容有沙雕制作、鹅卵石绘画、
沙滩剧场、沙滩运动会等。当天，全体四年级学生齐聚在洞下沙滩，共同分享成
长的快乐，进行了拔河、螃蟹过河、50米阻碍接力等比赛项目。

（本报通讯员 邵柔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