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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殷 可

嘉兴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沈新权很

忙，除了备课、给学生上课外，他还是北

京师范大学《高中数理化》杂志编委，

“浙派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高中数学

名师培养班指导专家、“国培计划”新疆

乡村中小学骨干教师提升培训指导专

家。他一直进行着数学教学研究，发表

了多篇教学科研论文，主编《数学的魅

力》，参与编辑《高中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教程》等。

有着32年教龄的沈新权是今年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20年第十

三届全国“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获得者，

也是嘉兴市教育领军人才。他踏实、敬

业、友善，忠诚教育、深入课改，是新时

代教改路上的优秀旗手。

忠诚教育，以人为本
数学是很多学生的难点和痛点，但

沈新权的数学课堂却深受学生欢迎。

在前几年学校举行的学生对教师的测

评中，沈新权名列前茅；他的学生也常

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有多人获得了高

考数学满分，有150多人考上了国内著

名高校。关于教好数学的秘诀，沈新权

表示，就是从基础入手，讲好知识点，逐

步深入到难点难题。他还将自己的教

学方法整理为16字经验——“面向全

体、分类辅导、分层推进、共同提高”：“分

类辅导”是指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教

学，因材施教；“分层推进”是指由浅入

深地教。“教学要循序渐进，不能像魔术

师一样突然变出新花样来。”沈新权说。

任教多年，沈新权教过文科班，也

教过理科班，不论学生擅长文史哲还是

数理化，他都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数学

不仅仅在高考中很重要，对学生的未来

发展也很重要，不论什么行业，都需要

对数字敏感，以及对数学的分析”。面

对数学短板的学生，他耐心教导，带学

生理解例题、掌握方法、领会思想，“我

不断和学生说，掌握了知识方法就一定

能考好”。有些学生因几次没考好而产

生畏难心理，沈新权就告诉他们每一次

考试都是为了查漏补缺，只有平时不断

积累，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面对有数

学特长的学生，沈新权带领他们深入学

习。他对学生的数学启蒙影响深远，不

少学生将数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专业，有

学生不但本科就读数学系，此后还选择

代数方向的硕博连读；有学生在计算数

学领域成就卓越，获得被誉为“华人菲

尔兹奖”的ICCM数学奖……

沈新权还和学生分享自己学习数

学的经历。他说自己小时候数学不好，

初一留过级，还考过18分，后来转学到

父亲的学校，因为有压力，自觉买来小

学数学习题集夯实基础，经过一年的努

力，成绩就上来了。“我和每一届学生都

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也和他们说，时

代不同了，现在竞争激烈，稍有落后再

进步会十分困难。”沈新权笑着说。

沈新权认为，作为教师要站在学生

角度思考，多鼓励和表扬学生，即使犯错

也要以引导为主。有学生考试成绩不理

想，心灰意冷，沈新权会撒个善意的谎

言，安慰学生，希望他们坚持到底。沈新

权表示，给学生信心也很重要。面对过

于偏向数理化的学生，他也强调文科的

重要性。“语文是用来表达观点的，我会

给学生推荐名著，希望他们增加阅读

量。英语是对外交流的工具，学好英语，

有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我也会和

学生分享自己学英语的方法。”

深化改革，教学相长
沈新权有一颗为欠发达地区教育

无私奉献的心，他表示“有需要就派我

去”。目前，他已参加支教送教活动

200多场，足迹遍布浙江、西藏、贵州、

云南等地的偏远山区。在他看来，这些

地区最需要改变的是教育理念。“比如

我曾去过的云南怒江一所高中，这是他

们那最好的高中，教师每天晚上抓功

课，讲习题，但效果并不好，高考数学平

均分只有70多分。”沈新权认为教师太

辛苦，学生也缺乏自主学习的时间，事

倍功半。他反对这种苦教苦学，主张善

教乐学，因此他与当地教师交流，分享

管理学生的经验。“一些教师懂知识点，

却不知道如何传授给学生，这就需要教

师提升专业能力，认真备课和研究。”沈

新权说。他会让当地教师指定课题，给

教师演示如何设计一节课才能让学生

更好地掌握知识点。事后，他还与各位

教师建立联系，“我们加了微信或QQ，

有问题可以随时讨论”。除了去偏远地

区支教外，沈新权还参加兄弟学校的交

流研讨。“三人行必有我师”，他表示教

学相长，无论和哪里的教师、学生交流，

都能学到他人的长处。

这些年，沈新权在深化课程改革和

培养优秀教师方面亦付出良多。他是

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和嘉兴市沈新

权特级教师工作室主持人，负责培养

30名学科带头人。他说，培养教师和

教学生不一样，“学生是一张白纸，而这

些教师的专业知识不一定比我弱，我更

多的是用教学的理念、技能、经验去引

导他们。”沈新权希望教师能带着问题

去研究数学教学，从学生的角度去呈现

数学解题思路。作为执教30多年的资

深教师，他指出现在的教学与以前已大

不相同：以前的数学课上是高密度、大

容量的训练，可能一节课45分钟就要

完成一张卷子；而现在不追求数量，以

培养学生思维为主。“一节课有时只讲

一道题，但多角度展示解题背景和本

质，展现研究的心态和历程，注重拓展

和推广。”目前他指导培养的教师中，有

3人被评为浙江省特级教师，13人次被

评为嘉兴市名教师。

这种改革创新的精神一直存在于

沈新权身上。2001年，他率先在嘉兴

一中实行备课电子化，努力探索新教材

数学电子教案。“因为教案中有些经典

题目是不变的，每一届新教案都需要手

抄一遍是重复劳动。”沈新权提出应该

化繁为简，利用电子化将不变的习题轻

松保存，节约更多时间用于选题和解题

研究。20年后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应

用更加流行，沈新权认为更要利用技术

带来的便捷，在课上使用“几何画板”，

动态演示数学模型。“去年暑假，我还组

织教师将1950年以来各年各地的数学

试题编辑成word文档，一共700多套

真题，有利于之后教学的检索和研究。”

沈新权说。

□张 悦

这是我所任教学校的日常教育场

景——每周三下午，高一、高二学生跨

年级跨班级“奔赴”不同学习场所，走进

校本选修课的课堂，师生对话、同伴合

作，在活动中体验，在思辨中交锋，在真

实而具体的学习情境中实现情感与思

维的双重发展。这个学期，学校提供了

近 80 道“大餐”供高一、高二学生自主

选择，最后，60位教师成为自创“菜品”

的“掌勺者”，和学生开启选修课程的学

习之旅。这些课程都来自生活，向生活

的世界延伸。

我把校本选修课里的时光，看作是

教师陪伴学生一起奔跑的过程。路边

风景再美，师生也未停下求索的脚步，

因为课程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建构对

生活世界的深度理解，并能用自己的方

式“言说”世界之美。60门课程不是随

意拼接、自由组合产生的，而是主要指

向于以下四个维度：国家必修课程的加

深提升、艺术劳技课程的试验实践、学

术思维课程的研习探索、文化理解课程

的拓宽建构。每一门课程内容周详，施

教有方，评教有度。

物理教师钱昭媛开设的 STEM 课

程中有个实验，叫“自制自动绕线机”。

在教师引领、同伴互助中，学生利用硬

纸板、电动机、热熔胶、电烙铁等器材，

制作成自动绕线机。钱昭媛说：“这个

课程内容是为进一步制作人体发电装

置提供绕制线圈的工具；制作并非一蹴

而就，而是经历了不断钻研、多次改进

的过程。”课程的实际意义则是学生多

次主动参与改进，在见证“产品”不断迭

代的过程中，设计创意水平和实践能力

得到提升。此外，还有更重要的课程价

值：学生们分组合作，组内分工明确，发

挥各自特长，实现共同成长。该课程在

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还重视他们

综合修养的提升，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看

到的课程目标。

艺术教师时晓玉开设了“版画设计

与创作”课程，在展示活动中，12名学生

个个拿出了自己的“艺术品”，每一件作

品都展现了精致的审美、精细的刀工。

这些作品均由学生取自日常生活，朱晗

创作的《后院》题材来自自家小院落。

这种具有强烈抒情性的创作，缔结了她

和生活世界良性互动的关系，在相向而

行中悦纳彼此、升华认知。

这些可爱的“后浪”，早就拒绝了一

味关门读书的“单向度”里的成长，他们

参与的艺术劳技课程，在时光里雕刻了

美的光影，在心灵里播撒了美的花种，

保护并触发着他们美的自觉与灵感。

他们的作品被放在教学楼文化墙上展

示，圈粉无数，经常引得同学驻足凝望，

而那面文化墙的斜对面则书写着学校

的价值观：竭尽所能。这让我们去思

考：校本选修课的学习并非上一上、乐

一乐，也绝非是学校整体课程中的“点

缀品”，凑一时的热闹。我们需要达成

这样的学术共识：即便是学习选修课

程，也应该像学习必修课那样，让学生

明白“竭尽所能”的含义。

高二学生毕浩宁参加了教师陈

胜、鲍绵娜合作开设的“向思维深处漫

溯——论述类文本写作”课程。她说：

“课程学习是知识学习的拓展，也是思

维品质的发展，这让我更深入地去思

考写作的本质，去理解生活与写作的

关系，从而更加主动地发现生活的意

义。”毕浩宁参加了多次全国作文大

赛，均获得了优异成绩。我们不想在

获奖与课程之间挂上直接相关的意义

链，但是在聚焦课程内容时，不能不做

出两者“正相关”的联想——至少，一

个能思考写作本质的学生，她一定是

热爱写作的，而热爱写作就是持续写

作的内驱力，它能保证学生为写作持

续交付热忱。那么，她选修的学术思

维课程，究竟会不会锤炼她的“热爱写

作”的品质？我们从她的回答中足以

窥见要义。

“生命科学的历史与未来”课程则是

运用杰出校友童第周先生、屠呦呦先生

的效实故事开启课程学习之旅；法语、德

语、日语等多种语言课程，让学生在语言

世界里理解文化、比较差异，思考语言作

为意码的符号化规律；聚焦普通逻辑学

课程的学生则希望通过学习，能运用逻

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几十门选修课

程的开设，打开了几十扇通向生活世界

的“窗”。窗外的生活世界，便是学生们

想通过课程学习而抵达的，那因为充满

着不确定性而值得挑战的未来。

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是完成人的

社会化延伸，而学生沉潜在选修课程里

的学习时光，则是实现延伸的可贵经

历。我们拥有这样的课程愿景：校本选

修课将知识作为“伴手礼”，以相对宽松

的样态提升学生学习力，为学生的精神

成长打下亮丽的底色。

（作者系宁波市效实中学副校长）

书 名：《夏山学校》

作 者：[英]A.S.尼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我的一个徒弟当了班主任后很苦恼，向我抱怨

学生一点儿都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他

的：“我最怕我的学生怕我！”年轻人闻之，一脸的惊

讶与不解。实在是特别喜欢这个徒弟，我一改借书

这件事上的吝啬作风，把自己最爱的藏书《夏山学

校》借给了他。作者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实

践家之一，他所创办的夏山学校被誉为“最富有人性

化的快乐学校”。

在书中，作者明确提出——无所畏惧是孩子所

能得到的最棒礼物。他在字里行间无时不透出对教

育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辅之一个个生动的教育案

例，使此书充满了笔墨情趣。他的教育理念有点惊

世骇俗：“我们决定办一所可以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学

校，为此不得不放弃所有管训、指导、约束，以及一切

道德训练和宗教教育……我认为，孩子生来是聪明

的、现实的，假如成年人不给他约束，他就会尽可能

地发展他的潜能。我情愿看到学校教出个快乐的清

洁工，也不愿看到培养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学者。”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尼尔把教

育理解成让孩子像植物一样自由成长，而目前太多

的人拿着锋利的剪刀，不停地修枝去叶，以为这才算

教育。推荐此书，让我们少一些勤劳而盲目的园丁，

去相信孩子和树木，他们自有成长的力量。

书 名：《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和我说话》

作 者：[英]约翰·科尔曼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选择一本书来细细品读，对我而言有点像谈一

场恋爱。就是说，我讨厌别人硬塞给我的书，这像封

建包办的婚姻一样令人排斥。我一直与书是自由恋

爱的，但教科室却在寒假前发我们一本指定读物，还

要写读后感。

为了完成“寒假作业”，我只好抽空打开这本叫

《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和我说话》一书，没承想，

才看几页就爱不释手，总之，对教科室给我包办的这

位“新娘”无比满意，为之倾倒。作者是牛津大学的

科尔曼博士，他不愧为被媒体赞誉的“最懂青春期孩

子的人”。他从青少年大脑发展的功能区不平衡等

脑科学最新成果出发，让家长和教师从生理、心理和

社会学等多维视角来真正了解青春期，使我们对这

一时期孩子叛逆怪异行为背后的本质有新的解读，

为我们如何化解师生矛盾、亲子冲突提供了专业的

指导。此书在手，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你就能见招拆

招，从容应对。

假期拜访恩师，未料他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原

来他读小学六年级的外孙突然性情大变，变得厌学

和仇亲。这男孩一向是学霸，知书达理、聪明好

学。我了解情况后，宽慰恩师，让他告诉女儿、女婿

早读科尔曼的专著。有此书陪伴，育儿不求人。开

学后，我接到小师妹报喜的电话，说他们的儿子戾

气大大减少了，重新变得好说话了。也许这就是专

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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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百年党史

近日，长兴县实验小学开展“寻访红色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船模制作展示主题活动。师生
一起通过制作、展示、欣赏红船模型，重温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增强爱国意识。图为教师为学
生讲述红船故事。

（本报通讯员 周洪峰 摄）

编者按：每一道读书的风景线，都亮丽迷人；教
师的读书之旅，更是风景如画。为鼓励青年教师多
读书、读好书，从4月起，本版将推出《名师荐书》栏
目，每月都将有一位特级教师或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推荐1~2本书籍。作为一线教师的你，一定能从中
选到适合自己的书籍，一窥名师们的“阅读宝藏”。

本期荐书人：

朱永春，桐乡市第三中学教

师，德育正高级教师，浙江省第十

九届“春蚕奖”获得者，浙江教育年

度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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