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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燕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

每周五最后一节课，当学生们手捧

奖状有滋有味地朗读古诗词的时候，清

爽的教室，可爱的孩子，灵动的童声，组

合成了一个诗意的班集体。

读古诗词和奖状有什么关系呢？其

实，学生们此时读的古诗词正写在他们

的奖状里，而这看似平常的一句句诗词，

也正因为出现在奖状里而显得与众不

同。这是一份荣誉，更是我和学生们对

美好学习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故事得从我的带班经历讲起。

一直以来，我都会根据学生一周在

校学习生活表现所获得的“微笑卡”总

数，评选出每周“闪亮之星”，然后每月评

选“魅力之星”。最初，我只想给学生一

份鼓励，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的学习注

入动力。尽管这张奖状很小，但是每当

领奖、合影时，学生们的那份快乐总是溢

于言表。

去年，我又新带了一届一年级学

生，每天看着他们面带微笑地走进校

园，走进班级学习，当时我就想：“如何

让这一张小小的奖状更有意义，更值得

收藏呢？”

记得去年那次“打造属于我的1号教

室”班主任论坛中，我把我的带班主题确定

为“诗意”，并作了“温情、宜居、成长——让

班级成为一个诗意的所在”的主题汇

报。面对新一届学生，我不仅要融入我

的带班理念，更要有丰富的内涵。孩子

在一个温情的班集体里成长，拥有辽阔

的心境，才会拥有一颗诗意的心灵！

有了，我为何不把古诗词写进奖状

里呢？一张小小的奖状，一句优美的诗

词，慢慢地读，轻轻地诵，静静地品……

我要在学生们小小的心灵上播种下一颗

热爱诗词的种子，静待它生长，开花……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学生们一起找

寻“诗意”的旅程……

立春时节，在张九龄的“玉润窗前

竹，花繁院里梅”中感受在冰雪中静静培

育着的春；惊蛰时分，在韦应物的“微雨

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

从此起”中领悟一年劳作的开始；谷雨到

来，在崔护的“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

中送别暮春；三月，在朱熹的“等闲识得

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中，迎接一个

万紫千红的春天；初夏时节，在苏轼的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中感受初

夏的淡雅清新；小满已至，在王安石的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中

欣赏夏日的烂漫……

每个周五，学生们都非常期待，因为

他们在等待一份周末礼物。这不仅是心

里向往的一份荣誉，更吸引他们的是那

一句别有意味的古诗词。

那一课，我先带领大家一起诵读诗

句，然后跟学生们讲解诗句的意思，带他

们一起走进诗句所描写的那个季节，那

个节气，一起感受中国古诗词的魅力！

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着！

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教室楼下就听

到走廊上那声亲切的“徐老师，早上

好”。每次课前，总能听到教室里传来整

齐诵读古诗词的童声。课间，学生们总

喜欢围到我身边，神气地说：“徐老师，我

背一句诗给你听！”。每次护送学生放

学，遇到家长，总有几个跟我说：“徐老

师，我家孩子很喜欢读古诗。”或“徐老

师，你发给孩子们的奖状真别致！”……

让学生们爱上古诗词，这是我的初心！

诗人海德格尔曾说：“人，应该诗意

地栖居在大地上。”学者林语堂也说：“我

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

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

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我们总想着能过上诗意的生活，然后有

一份诗意的工作，可是也总是被工作中

的忙碌所牵绊、所扰乱。但我们是否可

以带着自己班级的学生们一起学习、生

活，在忙碌的工作中去寻找一份诗意呢？

其实，诗意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你用

心去寻找，它就在那里！

其实，班里

每一名学生，都

是一首诗，用心

去感受，诗意就

在那里！

（作者系安
吉县第二小学
班主任）

□本报记者 黄莉萍

这一周，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的青

年教师们都在忙着参加校内的赛课活

动。而在300公里开外的开化县马金中

学，一模一样的活动安排和赛制，“撩拨”

得该校的青年教师们大呼“酸爽”“刺激”。

“青年教师是学校‘发家致富’的希

望所在，要真正做好‘互联网+义务教育’，

让城乡学生真正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

就必须帮助农村学校把青年教师培养起

来。”6月17日，柯桥区实验中学校长董

建康这样告诉记者。

2019年，柯桥区实验中学在内的全

省1000所中小学参与“互联网+义务教

育”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活动。2020年，

全省“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学校结对

帮扶扩面将至2000所。面对越来越大

的覆盖面，“互联网+义务教育”该如何更

有效地结对帮扶、圆满完成省政府民生

实事？城乡教师又该如何抓住机遇，共

同投入，各自成长？

同步课堂，困难与机遇同在
“原来音乐课可以这样上！”桐庐县

教坛新秀徐雅菲是富春江小学音乐教研

组长。她的第一堂城乡同步音乐课就惊

艳了远在群山中的严陵校区的兼职音乐

教师和学生们。桐庐县教师发展中心钟

赛兴感慨，这很好地解决了乡村小微学

校术科专职教师缺乏的问题，让“解决师

资失衡、促进教育公平、振兴乡村教育”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但同步课堂的初亮相，迎面而来的

并不全是掌声。

“要实现理想的互动课堂教学效果，

还需要设施设备的进一步优化。”舟山市

南海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上课过

程中出现的网络延迟、音质不佳、连接不

畅等问题致使课堂时间常需“大大延长”

才能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

“有的助教教师认为既然主教教师

是课堂的主导者，自己只需维持好课堂

秩序，并无参与到实际教学的意识。”金

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有关负责人

认为，这在客观上造成主教教师与乡村

学生之间课堂互动的困难。

虽然每一次同步课堂的前后，慈溪

阳光实验学校都要做好与慈溪市观海卫

镇卫山学校的“6同步”：同步课题、同步

备课、同步上课、同步测评、同步调整、同

步再构。但阳光实验学校教师们依然发

现，因为学情有梯度，课堂上双方学生对

于任务单的使用、小组学习合作方式的

应用等方面还是无法同步。

……

“要真正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依

然要将重点放在帮助乡村教师成长上。”

很快，提供和接受帮扶的城乡学校负责

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衢州市柯城区石梁小学的语文教师

们依然记得去年的第一次线上交流活

动。那天，他们和杭州市余杭区五常中

心小学的语文教师一起参加了全国著名

特级教师王崧舟工作室的教学研讨活

动。王崧舟的课堂和讲座，以及随后参

与的共同研讨，让他们至今忘不了那“豁

然开朗”的感觉。

“其实，受助学校教师们的素质都很

好，他们缺乏的是交流和碰撞。”岱山县

高亭中心小学教导主任陈飞这样认为。

2018年，该校成为全省首批35所“城乡

携手同步课堂”试点学校。近3年来，曾

获全国小学数学课例评比一等奖的陈飞

带领该校教师携手小微学校、岱山县长

涂中心小学的海岛教师们共同成长。

乡村教师，需激发成长原动力
曾经，在《小小设计师》的数学综合

实践同步课上，主教教师陈飞颇为尴尬

地发现，屏幕另一端的长涂小学学生们

要么表现出集体沉默、要么举手者寥寥

无几。她决心走进长涂小学，与这11名

三年级学生进行零距离接触。这一次的

“漂洋过海”的破冰之旅，让小岛上的学

生们见到了屏幕那一边的教师，也让长

涂小学3年级唯一的数学教师鲁宁宁激

动不已。

从此，隔海相望的两位数学教师开

始了全方位的研讨与合作。每次，两人

都同备一堂课。作为支援方教师，陈飞

会在备课“同步建议”一栏中详细列出课

前、课中以及课后希望鲁宁宁配合的地

方，既有学具的准备、设备的调试，更有

学情基础的调查、教学环节的契合、生成

资源的把握等。而年轻教师鲁宁宁逐渐

在同备一课、学案互学互补、课堂观摩、

课后研讨中快速成长，甚至在陈飞的帮

助下过了好几把主教教师的瘾。“宁宁现

在是高亭小学三年级数学教研组的一

员，同样，长涂小学的其他助教教师都和

宁宁一样，融入了高亭小学教师教研团

队中。”陈飞介绍。

乡村教师的成长，需要鼓励和帮助，

更需要激发其成长原动力。

如今，在金华市第四中学和蒋堂镇

初级中学“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戴的故

事：在全校只有5位数学教师的蒋堂中

学，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教师小戴怀

揣着一颗成就乡村学生的炽热的心，却

倍感举步维艰。“互联网+义务教育”的到

来，让看到了希望的小戴感觉浑身充满

力量。他不断思考，积极研究金华四中

不同主教教师的风格，同步课堂双方学

生的学情，主动和主教教师探讨如何针

对蒋堂学生学情设计激发学生兴趣的教

学环节。“他一遍遍观摩云上的名师微

课，寻找自己可以借鉴的地方。”蒋堂中

学教师姜小芳感慨，如今小戴不仅能在

四中师傅的指导下试着当起了主教教

师，还吸引了蒋堂中学其他教师加入到

“互联网+义务教育”的队伍中来。

“嗯，方向性、针对性、前瞻性和原创

性……听了温州名师、省特级教师张寰

宇的云讲座，我知道了在平常的教学中

如何做课题。通过这样一次次在云端与

名师相遇、与城里同行讨论碰撞的夜学

活动，我激发了对专业领域强烈的好奇

心和个人成长的紧迫感。”马金中学严国

栋这样发言道。今年2月开始，严国栋

在内的马金中学青年教师，加入到了帮

扶学校、柯桥区实验中学每周三的青年

教师“云上夜校”活动中。

在云两端，教师如何共成长
什么样的教师活动能吸引当地教育

局局长常态化参与？

柯桥区实验中学和马金中学的青年

教师“云上夜校”活动做到了。从5月开

始，柯桥区教体局局长任宏亮、开化县教

育局副局长江光华进驻“云上夜校”，和

两校80余名青年教师一起开展“夜学”

活动。“1年来，城乡学校的合作已由线上

课堂、教研拓展到青年教师培养，既指向

了‘同步课堂’的核心主题，更迈入了试

验‘深水区’。”任宏亮这样评价道。

“两校在交流各自培训方式、内容、

成绩、困惑及本学期初步安排的基础上，

共同确定了本学期‘云上夜校’的内容。”

柯桥区实验中学副校长沈志勇介绍，活

动常常邀请省内外专家应用优质资源进

行专题性研修，通过钉钉“云课堂”、“视

频会议”、线上直播等技术手段，采用主

讲式、赛事式、沙龙式、研讨式等多种形

式，开展着眼理念提升的通识培训、基于

大数据分析与利用的精准教研、线上集

体备课、破解班级管理与课堂教学的疑

难问题、论文撰写及课题申报等的学习。

每一期“云上夜校”活动后，80余名

青年教师人人向“云端”递交自己的研训

心得供集体分享。“我会仔细阅读其他教

师的收获，看到马金中学青年教师们很

优秀也很认真，这无形中也激励了我们

应更努力。”柯桥区实验中学青年教师方

熔熔说。

“‘互联网+义务教育’简直就是激发

我校教师自主校本研修积极性的秘密武

器。”说这话的是绍兴市蕺山中心小学教

科室主任俞超。在帮扶新昌县巧英乡中

心小学的1年多时间里，她开心地发现，

每年收交论文与课题不再是她痛苦与为

难的时候，该校教师们还纷纷在区市省

级教学比赛和名师评比中取得优异成

绩。这都得益于该校尝试将“同步课堂”

开课活动与校教研组活动相结合，把“互

联网+义务教育”的重点放在了“互联

网+网络研修”活动的开展上。

“互联网+同步教研”是教师专业发

展的新途径。瑞安市虹桥路小学校长林

昳如今有着和素不相识的俞超一样的认

识。瑞安市虹桥路小学是全国教科研先

进集体、浙江省教科研孵化基地，但如今

大部分教师年逾不惑，思维懈怠——“带

好班可以，做课题没动力”。而瑞安市虹

桥路小学结对帮扶的瑞安市湖岭镇鹿木

第二小学全校只有不到90名学生。属

于这所乡村学校大多数的青年教师充满

激情，摩拳擦掌，正期待在专业上能得到

进步与发展。

“‘互联网+义务教育’的出现，给我

们两所学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林昳

介绍，两校随之进行了“供给侧”和“需求

侧”的有效互补。通过常态化的网络研

修、远程观摩、在线研讨、线上课堂互动

等网络教研方式，作为“供给侧”，虹桥路

小学教师们将基于整合的教材课堂教学

和基于拓展的自主活动设计为一体的

“1+1”课堂模式成果进行有效分享；而作

为“需求侧”，鹿木二小教师需基于本校

学情自主思考，自主设计出自己的“1+1”

课堂模式。

如今，“供给侧”资深教师专业发展

有了“新追求”。“‘供给侧’基地学科带

头人要立项一个课题，就会向我们鹿木

二小招募有意愿的教师一起组建团

队。”鹿木二小教师黄君潮开心地说，如

今，年轻教师专业发展有了“新目标”，

无人引领、专业发展“放羊式”的状态一

去不返，“这也坚定了我们服务好乡村

教育的信心”。

□童文兴

教育是需要理解的，没有

理解就没有教育。

当下一些学校办学之所以

走偏，一些学校之所以盲目跟

风，一些学校之所以沉溺于应

试教育，一些学校之所以盲目

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一些学校

之所以不重视体育、艺术和劳

动等，包括千校一面的现象，盖

源于对教育的理解出现了问

题。知而不行，还是未知。没

有深刻的理解，也就无所谓有

教育的主张，更不可能有所谓

的教育定力，随风起舞、随大流

办学也就是大概率的事了。

教育的进步一定是建立在

对教育的科学理解上，建立在

对教育目的、本质和规律的深

刻认识上。人类教育的进步首

先都是教育认知的提升，是思

想的进步，是理解的深入。比

如心理学的发展，脑科学的发

展，都促进了人类对教育的理

解。比如体育可以促进记忆蛋

白质的分解；比如心理学揭示

在愉快的状态下会有更好的学

习效果……这些科学的新发

现、新成果，实际就是对教育的

新认识、新理解。用之于教育，就是教育的新

进步。劳动教育、德育和体育的缺失，不是不

重视，而是对其不理解或理解不透彻的结果。

现在很多东西大家看似高度重视了，但往往是

“一阵风”式的重视，是重视不到点子、要害的

重视。这样的重视，不但不会取得效果，反而

会增加学生和教师的负担。

那么，又该如何促进教育者对教育的深度

理解，从而走出教育常识的惯性，接近于教育

的本质理解呢？其中最好的捷径就是走进经

典，拜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教育大师为师，向

他们学习，与他们为伍，吸取他们的智慧。今

天的教育必须要站在前人的山巅上，建立在对

往圣绝学的传习上，基于对前辈大师的理解

上，在思想继承上下好功夫。在这方面，我们

有太多的遗憾和历史欠账。调查发现，我们的

教育工作者，除了一些专业的教育研究者涉猎

人类教育思想之嬗变外，绝大部分的普通教育

工作者除了学科教材教辅之外，普遍忽视教育

理论的学习，不读书是普遍现象，阅读教育学、

心理学等教育经典著作的更是少之又少。一

个教育者不掌握教育的理论武器，不知道杜

威、苏霍姆林斯基、怀特海、陶行知、蔡元培等

大师的教育思想，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果一

个教师的成长，其一切都要从摸着石头过河开

始，那是不该出现的教育悲哀。

我们也发现，教师的职业倦怠与教师对教

育的理解紧密相关。有的教师一轮两轮教学

下来，认为自己就基本掌握所谓的教育规律

了。这种理解是基于学科教学技巧来理解

的。如果教师止于此，职业倦怠也就开始了。

一个人的老去，是从思想的老去开始的。教师

的职业倦怠从其本质来讲，就是教师对教育理

解的狭隘化，教育变成了毫无趣味的劳力事、

技术活。教师的瓶颈期、天花板，其实都是对

教育理解的天花板，是思想的停滞。优秀教师

永远不会有职业倦怠，比如人民教育家于漪。

因为优秀的教师永远走在不断寻求教育科学

理解的路上，慎终如始，永远对教育保持敬畏，

保持好奇心，把教育当作一场永无止境的探秘

之旅。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教育的嬗变一定要

从改变教育者的思想入手。而思想的改变，

对教育理解的进步，又是最难的，但也是最重

要的。我们也发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的伟大

进程中，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校也

已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基本现代化的推

进，学校基本上已旧貌换新颜，即使在山乡僻

壤，学校条件也得以极大的改善。但我们也

看到，在光鲜的外表下，那个教育的灵魂依然

有点苍白。改变的只是外貌，而不是内在的

思想和精神。如果所谓教育的现代化改变只

是所谓的学历、职称以及漂亮的硬件，而内在

的思想没有改变，对教育的理解没有改变，这

样的教育其实还是在原地踏步，不能称之为

实质的进步。

为了改变教师对教育的理解，3年前，我们

开始了一场“走进经典”的教育实验行动。我

们把经典锁定在那些对人类教育有深刻影响

的经典著作或者我们认为对教育有深刻理解

的著作上。走进经典的目的就是改变教育者

对教育的元认知，使我们的教育沐浴思想的滋

润，让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走向深刻和科学，

让教师走上探秘教育奥秘的幸福之路。通过3

年的坚持，“走进经典”已经成为台州市直学校

的一道亮丽的精神风景线，得到了教师们内心

的认可。更加可喜的是，台州教育开始有了一

点点思想的味道，有了一点点学术的氛围。越

来越多的教师在“走进经典”中改变了认知，修

正了经验，发生了嬗变。这种嬗变，就是教师

真正的生长，也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作者系台州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诗意的奖状

云两端，如何共成长？
“互联网+义务教育”背景下的城乡教师共同研修模式探索

杭州滨兴学校日前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舞林大会”。比赛前，全
校教师在各年级组组长的带领下，铆足了劲提创意、编队形、练动作；比赛中，
教师们跳起自创自编的融体操、舞蹈、音乐于一体的舞蹈，激发了学生们的运
动热情。图为教师们正在热舞。 （本报通讯员 徐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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