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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说校长说

□陈晓雯

我是一名乡村学校的音乐教师。

我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我的爷爷、爸爸

妈妈都是乡村教师。打从有记忆以来，

我每天看着爷爷、爸爸妈妈起早贪黑，

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这让童年的我有

了一个梦想——“长大后，我也要当老

师!”大学毕业后，我满怀憧憬地带着我

的专业书籍，回到了我的家乡乐清大

荆，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第一乐章 迸发教学机智
参加工作后，我通过不懈的努力，

取得一些成绩，我享受着成长所带来快

乐，也为自己选择教师这个职业而感到

自豪。这一教，就是16年。

2015年，迎来了我人生中一次重

要的转折。当时，组织需要骨干教师去

山区支教。我没有太多的考虑，主动请

缨到更偏远、更薄弱的乡村学校——乐

清市大荆镇第六小学支教，成为学校唯

一的音乐教师。

刚到这所学校时，我自认为已积累

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也做好了充足的心

理准备，觉得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与责

任心，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可是，现实

和理想的差距太远了，这里的学生音乐

基础薄弱，对于歌唱没有音高概念，也

没有接触过乐器演奏。我该怎么办

呢？我该用什么办法去唤醒他们呢？

为了激发学生们学习音乐的兴趣，

我请学生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矿泉水

瓶、纸杯、纸箱，甚至锅碗瓢盆作为材料

来制作打击乐器，用来演奏。在这个过

程中，我发现学生们的动手能力特别

强，并对乐器演奏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那时我想，是时候让学生接触有音

高的乐器了。这想法一出，我立刻跑去

给学校二至六年级200多个学生每人

买了一支竖笛。当学生们拿到竖笛后，

兴奋地围着我问：“老师，老师，我们什

么时候开始学竖笛呢？”在音乐课上，学

生们用竖笛学会吹奏简单的乐曲，悠扬

的笛声飘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我鼓

励学生们举一反三，去自学更多的乐

曲。我邀请自学能力强的学生来当小

老师，在中午时间到各班级去进行竖笛

互助式教学。很快，学校二到六年级每

个学生都会演奏竖笛了。

我趁热打铁，

在学校百年樟树下

为学生们搭建了一

个“乐樟 Show 舞

台”，作为他们在晨

间活动、下午放学

后，向全校师生和

家长们进行公开展

示的舞台。当家长

们看到自己家孩子

也能像演奏家那样

有模有样地演奏，

想法彻底改变了！

现在，只要学校一

说学什么乐器，家

长就会第一时间想

办法买到！

如今，学生们的乐器自学能力越来

越强，还能将竖笛的演奏方法迁移到其

他乐器的学习和演奏上。我还给乐器

自学能力强的学生开班，请他们来当不

同器乐社团课的小老师，让全校学生通

过自主选课的方式选修到小老师所开

的乐器班去上课。学生小吴想当竖笛

小老师，通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在四年

级时还真成了竖笛小老师。后来，他尝

试自学葫芦丝、六孔陶笛、十二孔陶笛、

电子琴、爵士鼓等乐器。五年级时，他

还成了葫芦丝社团的小老师。

学生们是一颗颗静待花开的种

子。我期盼着花开，愿调用所有力量去

唤醒他们！2016年，身为钱瑞华音乐

名师工作室学员的我，有幸得到导师的

大力引荐，获得在支教学校引进中央音

乐学院素质型音乐教育新体系的实践

机会。课程实践至今，我校已坚持启动

4个年段的素质型音乐教育新体系实

验班。

2019级入学的二（1）班有23个学

生，是我校第四批素质型音乐教育新体

系实验班，我任班主任。这1年多来，

大多是留守儿童的这个班级在音乐课

上体验了大量的音乐活动。他们用跺

脚模仿雷声、用手指模仿小松鼠在树枝

上跳上跳下采松果的情境中学习五线

谱读谱、会用五声音阶创作几句小曲

子，还能在情境角色的扮演中进行合

唱。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唱歌给家

人和小伙伴听！

第二乐章 撬动课堂变革
2017年，作为音乐教师的我多了

一个角色，成了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一直以来，我想改变我们这所学

校，想改变课堂上“教”与“学”的方式。

也正是这一年，我有幸成了陈素平教科

研名师工作室的学员。工作室来我校

进行送教下乡之际，将项目化学习的种

子播撒进了这所乡村学校。

我尝试将项目化学习引入音乐的

学科，设计的项目通过“我是竖笛小老

师，我该如何帮助更多同学学会吹奏

竖笛”这个驱动性问题，引发学生展开

学习实践。四年级学生在不断地讨

论、合作交流后，共同拟定教学方案。

小老师们使用电脑查阅和收集相关的

教学资源并且打出乐谱；手动编写竖

笛演奏的指法口诀和练习曲；为激励

同学，在黑板上设计了“你追我赶”评

价表，并找来纸张让同学自己去设计

奖励贴贴本。

小老师还邀请我们学校没有学过

竖笛的教师来体验竖笛演奏的乐趣，邀

请来学校参加交流会的各学科教师体

验竖笛演奏的乐趣。几位参与了体验

的教师告诉我，小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短短40分钟时间，零基础的教师们学

会了2首小乐曲的演奏，还学会用柯尔

文手势进行读谱。

项目化学习在音乐学科走上轨道

后，我校成立了项目化学习实践团队，

学校鼓励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其中，开展

多形式的项目化学习研讨活动。

“开心串串拼”是我校一年级数学

学科的项目化学习，是由53岁的教师

徐桂芽设计、指导的。徐老师希望通过

这个项目帮助学生认识一百以内的数，

并知道这些数字是由几个“十”、几个

“一”组成，能明确知道“多一些”“少一

些”“多得多”“少得多”的含义。活动

中，学生们通过团队合作，用彩色的珠

子拼出自己团队所设计的图案。他们

为了能拼出更漂亮、更有趣的图案，对

自己设计的方案不断地进行修改，在反

思迭代的过程中愉快地合作交流，学会

倾听，并能从数学的角度对自己所经历

的项目进行汇报。

目前，我们学校的项目化学习还走

进语文、英语、科学、美术等学科，项目

化学习成果在乐清市小班化研讨会中

分享。

项目化学习的魅力让临近退休的

数学教师徐桂芽、语文教师曾琳云都

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经常跑去找各

学科同事聊自己设计的项目。在经历

项目化学习设计和指导的过程中，两

位教师都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曾琳云

在2018年被评为乐清市骨干班主任，

徐桂芽于2019年获得数学学科高级

教师职称。

第三乐章 守望乡村教育
2018年6月，我在大荆六小3年的

支教转眼即逝，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

定：我要为这一群可爱的学生，留守在

这所学校！

支教第5年，我的儿子也到了上小

学的年纪，他所在的施教区学校就在我

家正对面，但他选择到我从教的、离家

6公里路的大荆六小上学。去年9月，

他成为大荆六小的一员，我也成为了他

的音乐教师。

每天天刚亮，我就要出门去学校，

穿梭于大荆六小相隔5公里路的两个

校区之间。年幼的儿子无法跟上我早

出的脚步，只能请在家附近上班的爸爸

送他上学。他是大荆六小所有学生中，

上学路最远的一个孩子。但是，我很欣

慰地看到，他和同学们在校园里是多么

幸福、多么快乐啊！

时光飞逝，我已从教21年，人生能

有几个21年呢？我把一生中最好的青

春年华献给了我的学生们，而在我教过

的众多学生中，有5位成为我现在学校

的同事。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我深深地相信：这个世界永远存在

着无限的可能。我也知道，每个学科都

有独特的魅力，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尊

严和地位。对乡村学校来说，从一个学

科延伸到任何一个学科，也是一种可

能，而正是这种可能可以变成撬动一所

学校变革的力量！

□方 强

再次见到小楠是在开学前报名那

天，身边陪着的，仍然是年迈的爷爷。

“方校长，小楠又来读书了！”

“他不是去培智学校读书了吗？”接

到一年级班主任的电话，我也有点不相

信，“不要着急，我马上过来”。

走到一年级办公室门口，果然见到

了他们——白发苍苍的爷爷，一声不吭

的孩子。

“爷爷，到我办公室坐坐吧，不要着

急，老师们不知道你的情况。”

“好的。”爷爷依然眯着眼睛笑笑，

跟着我到了办公室。

一杯绿茶，一个小零食，爷爷和小

孙子坐下了。

一番谈话后，我才知道原因。

去年，一年级学生小楠很特殊：有

多动的症状，或打人，或咬人，或上课

发出怪声，较为严重地影响了其他学

生的学习生活。后来，妈妈出走，爸爸

身患尿毒症去世，只留下爷爷奶奶照

顾他。

因为小楠的特殊情况，爷爷原本打

算这学期把他送到特殊学校去读书，但

是一去就得在县城待6年，爷爷心里舍

不得。更何况，儿子去世后，为了让唯

一的孙子能上学，爷爷辞去了工作回家

照顾他，奶奶每天坐公交车去县城打

工，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两位 60 多岁

的老人，带着一个9岁的孙子，只想在

有生之年多一点时间陪着他成长。仅

仅这点要求，作为学校，我们又有什么

理由拒绝呢？

望着眼前的爷孙俩，我想起敬一丹

《我遇到你》里面的“草样年华”：那些留

守儿童，那一双双孤独而期待的眼睛，

更需要我们的关爱呀！

我校一直以来秉承“做最好的自

己”的校风，“以爱为名，为你而来”的教

风和“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学风，平等地

关注每位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此，我们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校

园里这群“特殊学生”身上，他们或留

守，或单亲，或身体特殊……正因如此，

教师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在活动里给

予他们更真切的关心和帮助。因为与

成绩相比，他们更需要的是平等、接受

和爱。

心灵上关爱！听他们想说的话，说

他们想听的话。

特殊学生因为成长环境影响，思想

较为复杂，心理压力大。为了帮助他们

成长，教师们和特殊学生一一结对，以

师长或朋友的身份，定时与他们个别谈

话交流，听听他们心里的想法，帮助他

们解决遇到的问题。教师们有时会讲

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在聆听的同时也说

说这些学生心里想听到的话，在心理上

疏导，精神上支持。

评价中激励！给予他们一种动力。

激励是一种动力。校园里的特殊

学生，最期待的就是教师的肯定。哪怕

是点滴的进步和闪光点，我们都引导教

师不要吝啬赞美和鼓励。对不足之处，

要帮助他们分析，有成绩不抹杀，有缺

点不掩盖，帮助特殊学生体验成功的喜

悦，树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

家访中感化，给予他们一份“亲情”。

家访，看似普通，但对于特殊学生

的教育，却有着不一样的魔力。家访

中，教师的行走，学生的迎接，家长的招

待，连接在一起的是教育的初心。我们

的教师常常在和家长或监护人沟通过

程中，分享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用

爱感化学生和家长，以达到家校的最佳

合力。

活动中融合，给予他们一份自信。

自信，是一个人成长最美的姿

态。在我们学校，要求教师在班级活

动多为特殊孩子提供展示自我的舞

台。活动中，教师给特殊学生一个合

适的角色，发挥他们的特长，尊重他们

的人格，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集体活

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以此培养积

极向上的心理。

建立美好的师生关系。

面对特殊学生，我们的教师正努力

和学生建立一种美好的师生关系。只

有建立在心灵上的关系，带来的才会是

一种身心愉悦的享受，更适合特殊学生

的成长。这样的关系，当他们受伤时，

会像良药一样治愈伤痛；当他们快乐

时，会像糖果一样甜糯心灵；在他们孤

独时，会像知己一样相互陪伴；在他们

需要时，会像家人一样彼此尊重，像朋

友一样互相信任。

每所学校里，都会有一些特别需要

关爱的学生，只要我们能给予他们充分

的阳光和力量，相信再弱小的生命，也

会拥有最坚强的勇气！

（作者系安吉县第二小学副校长）

□俞 芬

一些学生在玩游戏期间，潜意识里

会把“游戏”或者“玩”当作了一顶保护

伞，在这顶保护伞的庇护下产生某些不

良行为。这些行为表面看起来是调皮、

不懂事，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学生在

人际交往中“边界意识”的缺失。准确

的边界意识，是学生建立良好人际交往

关系的基础；也是班级、学校开展集体

活动的秩序保障。

一日下午放学，我正准备整理东西

离开办公室，男生小Z一脸委屈地进来，

诉说下午活动课时无缘无故被女生小Q

打了一巴掌。我内心一惊，赶紧问怎么

回事。小 Z 在抽泣中描述了事件的缘

由：一群女生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游

戏，抽到谁就要听从做一件事。被抽到

的小Q在同伴的要求下，走到围观的小

Z面前，扬起手就打了一巴掌。小Z跟

她们生气，她们说是在玩游戏。

第二天早上，我调查了这件事，两

位女生一点都没隐瞒，与Z同学描述得

一模一样。从不惹事的这两位女孩怎

么会分辨不清自己的行为，出现欺凌性

行为呢？听她们阐述事件过程中多次

强调了一句话：因为我们是在玩游戏。

“游戏思想”牵引出来的,是学生在

人际交往中缺乏边界意识这一问题，大

致归纳了一下，分为以下三类：

“他人意识”薄弱。如果仔细去琢

磨“我们在玩游戏”“我是跟他开玩笑

的”此类的说辞，会发现学生在考虑问

题的时候都是以自我角色为主，认为自

己在玩游戏，周围人也应该置身于游戏

中。与案例中的两位女生谈话时，问她

们：“如果你是Z同学，无缘无故挨同学

一巴掌，你会有什么感受？”两位女生的

表情很诧异，看得出她们原先根本没想

到要体会别人的感受。顿了片刻，她们

不好意思地回答：“很难受，很委屈。”

缺少“个人主见”。以上述事件为

例，下面呈现的是我与动手打人的Q同

学的一段对话：

我：这件事你错在哪里？

她：不该动手打同学。

我：动手打人错其一，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她低下头使劲想了想，然后抿着嘴唇摇了摇头，一

脸茫然看着我。

我：你明知道打人不对，还真下得了手？

她接上很快，回了一句：是X让我这么做的！

“是X让我这么做的”“是他想出来的”……此类的

说辞，班主任们在处理学生交往纠纷的时候经常会听

到。表面看起来，是学生们在推脱责任，但背后暴露的

是他们“个人主见”的缺失。他们忽略了自己是独立的

个体，是有思想、判断能力和行为支配权利的，不能受

别人意愿的摆布和控制。

不懂“尊重规则”。小学生爱玩游戏，喜欢置身于

游戏的情境中，但容易遗忘该遵守的规则。比如，课间

或课外活动学生自发组织游戏活动，一段时间后会有

学生来报告：“老师，某某同学输了就骂人。”“老师，某

某同学开始捣乱影响我们。”上述案例也一样，两位女

生置身在游戏的情境中，把欺负旁边的男生也当成了

有意思的一项游戏内容，没有了游戏的边界，玩出了

问题。

三方面问题牵涉的是学生人际交往中“他人界限”

“自我界限”和“规则界限”的缺失。上述案例的后续处

理，笔者借助送给学生三句话，讲清三层意思，帮助学

生树立人际交往的边界意识，更好地与同伴开展交往。

“我是我，他是他。”这一句旨在让学生明白，人和

人相处虽然有交集，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必须

相互尊重独立的存在，保持舒服的距离。如今的学生

常常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常错误地认为“我的是我的，

他的也是我的”。而提高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首要条

件，就是要让他们有清醒的认识“我是我，他是他”。首

先要懂得尊重他人，做到言语不伤害人，行为不干扰

人，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此才能构建和谐的交往关系。

其次，在群体中要自觉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亦是尊重他

人，这是在群体活动中应该展现的个人素养。

“如果我是他……”教给学生这一句式，旨在让学

生学会与人相处时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将

心比心，才会理解他人感受，理解规则的重要。站在不

同的角度观察事物，看到的不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经

历一件事，感受也会不一样。日常交往，经常换位思

考，很多行为就不会越界，很多矛盾纠纷也能戛然而

止，更利于创设安全友好的交往氛围。

“我怎么与他和解？”这是谈话尾声我抛给两位女

生的一个问题，旨在让学生自己思考：接下去如何把事

情处理好，为自己越界的行为买单。若是碰到麻烦事，

家长出面包办解决，教师帮忙替代解围，学生是体会不

到“后果自负”这个词的分量的。这不仅是对学生自我

意识的培养，同时也能锻炼学生处理事情、解决事情的

能力。

缺乏边界意识是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共性问

题。在上述案例平息后，班级专门开设了一节相应主

题的班会课。在学生们的提议下，班级成立了“游戏行

为审核组”，同学交往中若出现越界行为，造成他人身

心伤害，审核组将开展调查评议教育，以此来规范每位

同学的言行，共同营造班级文

明友好、安全和谐的交际环境。

（作者系宁波市奉化区江
口街道中心小学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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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造乡村学校的另一种可能

“草样年华”需要在爱中蜕变

开栏的话：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国家全面腾飞的时代；我们有幸，工作在这个教育无比受重视的时代；我们有幸，身为教师而昂立于这

个教师地位不断攀升的时代。每一名教师，都是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因为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教师们的奋斗，便有了那么多

的星星点点的不平凡。《讲述》栏目欢迎您的入驻，可自己讲述成文，亦可提供线索接受记者采访。

山间的学校。

学生们的舞台，从校园里的大樟树下到全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