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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骆驼中学
励 蔚

暑假期间，我认真阅读了刘

波的新著《教师，以研究的“姿态”

成长》。

这本书凝聚了刘波这20年来

关于“教师研究”的实践智慧和思

考结晶，作为区内教育同行，我读

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听他娓娓道

来的感觉。

一、唤醒意识，让研究成为教
师的自觉追求

不否认中小学教师的忙碌，尤

其是“双减”政策出台并落地后，托

管与夜自习进一步加重了教师负

担。但在忙碌的工作中，教师如何

让教育工作变得有意思，可以通过

有“研究味”的生活来实现。

刘波在书中提到的班主任张

玉石，我读过她的书《做班主任，真

有意思！》，她把研究融入班主任工

作实践中，促进教师与学生共同成

长；联系我此前阅读的《班主任，可

以做得这么有滋味》（郑英著）与

《做一名“特级”班主任》（黄莉萍

编），我深切地感受到，当我们用研

究的态度来看待事物时，不但不会

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反而会以一

种“礼物心态”珍惜出现的教育问

题，解决问题变得有意思、很幸福。

不否认有些研究如空中楼

阁。刘波在书中直言，当下中小学

课题研究存在立项非常积极、开题

轰轰烈烈、过程松松垮垮、结题隆

重包装的“重两头、轻过程”现象，

原因是研究者抱有职称评定、评优

评先等功利性目的。

刘波提出，中小学教师的研究

价值在于有效解决问题，通过研究

解决一个或一类问题，最终达到突

出应用、改进工作的目的。因此，

我们应当树立教研、科研、德研相

融合的大研究观，在课题研究过程

中，拔节教育生命。

二、留心思考，教育日常皆可
成为研究课题

很多教师感叹，教育教学工作

日复一日、鲜有新意，找不到值得

研究的东西。但在刘波眼里，教育

日常中处处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深表赞同。

在教育日常中留心思考曾让

我受益。一次课前，我看到坐在

前排的一个男生对着科学教材伏

案窃笑。出于班主任的职业敏

感，我上前询问详情，原来男生在

“欣赏”书本上的人体生殖系统简

图。而当我随手翻开边上另一个

男生的科学教材，也看到那一页

有很多涂鸦。

如何引导青春期学生正确认

识自己、认识性，健康地度过青春

期？我对青春期教育展开了持续、

深入的研究，申报了相关市级课题

3项，撰写了相关论文4篇，其中3

篇获得市一等奖，这对于刚工作的

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一些具有时代性的教育改革

议题、教育热点话题也可成为研究

内容。我关注到，刘波经常会在一

些教育热点发生当天就写下自己

的思考，比如本书收录的《微商，教

师还是不做的好》《“妖魔化”教师

培训不可取》等文章。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

国“停课不停学”，在有心人眼中，这

是一项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教育研究

课题。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一

时间发布开展“疫情与教育”专项课

题申报工作的通知，刘波在此期间

创作了《提升线上教学能力是为自

己赋能》《“李佳琦们”的辛酸，不妨

说给学生听听》等文章。

正像刘波所说，研究课题未必

要立项。即使没有申报成功，我们

依然可以进行自助式研究，为构建

教育教学的良好生态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

近日，“双减”政策落地，各地

纷纷根据学情出台实施细则，又到

了教育人开展研究的良机。教师

多了解几个“是什么”、多提问几个

“为什么”、多思考几个“做什么”，

或许就能在“熟视无睹”中发现“实

用研究”，或许就能申报浙江省教

育科学规划“双减专项”认定性课

题了。

三、阅读写作，研究成果赋能
教师成长

刘波反复强调，研究必须牵手

阅读。

教师的教科研眼光与判断力从

哪里来？从思考中，从阅读中来。

刘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书中他为我们讲述，通过学

科阅读，他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上

取得成果；通过综合阅读，他在教

科室岗位上有所建树；通过不断阅

读，他成为在《中国教育报》《中国

教师报》《德育报》《浙江教育报》上

写作高产的教育研究者。

刘波不但自己阅读，还不遗余

力推广阅读，从推动一所学校的阅

读到推动一个区域的阅读。在刘

波的推动下，2016年镇海区教育

系统成立“研之乐”读书会。之后，

陆续推出“啃读挑战”活动、镇海区

教科研骨干阅读素养提升培训、镇

海区教育科研种子教师培训等，让

更多镇海教育人接触阅读、走进阅

读、爱上阅读。

很幸运，我也是受益人之一。

在“啃读挑战”“每月一本书、每本

书千字读后感”的要求下，我开始

从消遣泛读走向专业精读，从只读

不写走向读写结合。

阅读钟启泉教授的《解码教

育》后，我撰写了读后感《等风来，

不如追风去》，有幸在宁波市教育

系统第九届读书节中作主题分

享。受到本书启发撰写的《真实

性教学，激发教育活力》一文获得

宁波市“教育的活力”论文评比一

等奖，申报了宁波市教研课题并

成功立项。

研究，让教师日复一日的工作

焕发新活力，让教育更有生命力。

我愿以刘波为代表的教育研究者

为榜样，努力成为一名热爱阅读和

写作的草根研究者。

开卷有益

读书用书

纸香墨飞

□慈溪实验中学 吕新辉

很多时候，教师对“学生”的看

法比较模糊、抽象、脸谱化，这跟教

师要面对一群学生的职业特点有

关。但学生是个性鲜明的独立体，

想要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教师就

不能拿一个固定模式去生搬硬套，

而应该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

施教。

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需从眼到

心去“看见每一个学生”。这有难

度，但很重要，殷会荻在自己的著

作《看见每一个学生》中为我们介

绍了她的实践探索和深度思考。

一、在教学设计中“看见每一
个学生”

在《天上的街市》一课的教学

中，殷会荻提了个开放性的问题：

“大家想想看，那些‘世上没有的珍

奇’会是些什么呢？”

看似随意，实则讲究。经过一

番互动，学生理解了诗歌要讲究

“美”的意境。不对“珍奇”下定义，

就会给学生的言说留下巨大空间。

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应该具有面

向“每一个学生”的意识，启发学生思

考，鼓励学生言说，引导学生辩驳，让

课堂成为“每一个学生”的课堂，而非

“教师”和“一部分学生”的课堂。

二、在师生交流中“看见每一
个学生”

学生喜欢较真，喜欢讨论，这是

思维有活力的表现。当学生在讨论

中出现不同见解时，教师要保证学

生有充分的话语权，这本质上就是

尊重学生，体现以生为本的理念。

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一样，是

常见的交流方式。殷会荻写“下水

文”，与学生比拼，承认自己的不

足，肯定学生的能力，理解学生的

苦恼，给学生当绿叶。

她说：“懂得，也就谅解了他

们，也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去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而不再是事不关己高

高在上地评判。”

教师的真诚能换来学生的坦

诚，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深刻影响。

三、在个人成长中“看见每一
个学生”

在校上学是学生人生中的重

要阶段，但不是唯一的阶段。教师

眼中的问题学生，如果从整个人生

成长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问题或许

不是问题。

看见学生，才能唤醒学生，才

能通过学生“一厘米之变”带来本

质转变。

这本书带给我的启迪和思考远

远不止这些。书中的故事让我重回

教育现场，真切地感受教师直面教

育难题的从容、机智、勇气和力量。

请允许我借用殷会荻的话语

来重温这样的感受：“可能我有些

固执，但我就是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的小孩。”“第一件事就是教学生们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语

言去表达。”“有些手段即使有效也

不该用，因为教育的目的不是管

理，而是育人。”“我希望我的学生

走出校门的时候，每个人都心底磊

落，脸上有光。”……

这些闪耀着“看见每一个学

生”理念之光的句子，你看见了吗？

□周建仁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不是为

生活做准备，教育就是生活本身。”而

郑英的新作《教育，可以这么生动有

趣》给我们以启示：教育可以是一种生

动有趣的生活方式。从这些生动有趣

的故事里，我们正一步一步靠近“大先

生”的教育生活。

郑英的字里行间充满“对教育的情

感、憧憬及信心”，领悟此生的最大价值

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由此她“安于斯”

“专于斯”，并享受教育带来的充实和快

乐。因为“乐于教育”，所以“长于教育”，

又“成于教育”。20年前我就听过郑英的

精彩教学，很欣赏她始终扎根于教育教

学第一线，更钦佩她这些年来的执着追

求。她能成为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和

省内外知名的教育专家，绝非偶然。

我们常说“教育在于发现”。郑英的

新作里，没有高大上的理论和说教，有的

是基础教育一线的鲜活案例；没有单纯

的技术与方法，有的是融会贯通的深入

思考。

她着意于发现学生，她知道“每个孩

子都是孤品”，她懂得“每个孩子心里都

住着一个哪吒”，她了解“孩子们的隐蔽

痛点”，她坚信“没有什么比守护一颗心

更重要”。她与学生一起探讨“我们为什

么要努力”“我们可以怎样去努力”。

教师在不断发现学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

她发现教师应该“站得更高，当为孩子成长计深远”，她发

现一个人“成长的最佳路径是优化思维方式”，她发现自己

的“汗水没有枉付，深情不被辜负”。于是，“你和我”一路

同行，教师心无旁骛、诲人不倦；学生孜孜以求、学而不厌，

师生之间相互成全，成为幸福生长的美丽风景。

在许多教师眼里，日常工作忙碌、琐碎、重复、乏味，

常常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钻进被窝，梦见学生”。做

科研似乎是一种外加的压力，负担重、效益低，甚至不知

如何下手。

瞧！在郑英的心目中，每一个学生都是“天使”般的

存在，教室可以是“诗意栖居”的地方，课堂教学可以“有

声有色”，班主任工作可以“有滋有味”，教育也可以有“童

话般的浪漫”，问题里“蕴含着教育的契机”，这是多么生

动的场景。

依托这样的理念，拥有如此之心境，教师的科研不再

“高深莫测”，也不是“华而不实”。缤纷多彩的学校生活就

是研究的底色，教育中的热点、难点、亮点、痛点、关键点、

关节点就是研究的着力点，对教育现象的精到思考就是研

究的技术路线，解决问题的有效举措和学生的点滴变化就

是研究的初步成效。

科研离我们并不遥远，郑英的新作就是这样的劳动成

果。只要你用心用情，勤于笔耕，加之积淀，你也可以成为

教育专家、科研能手。

在郑英的新作里，小而言之，她可以让寻常的生日有

满满的“仪式感”，她赋予家长最纠结的排座位以“特别的

内涵”，她可以把习以为常的零食现象上升到“班级零食

公约”，她可以从课后作业拓展到“值得用一生去完成的

作业”。

大而言之，她可以跳出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个性上升

到学科课程教学的共性，她可以超越一个班而同时担任两

个班的班主任思索育人大格局，她可以从日常的教育现象

演绎“向美而生”的生动教育实践。

“跨界”是从一种属性进入另一种属性。其本质是整

合、融合，从而超越旧知，进入新境界。她属于跨界的佼

佼者。

因为，她能回归人性、回归教育的本质去思考：我到底

想要什么？我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为了心中的目标去

学习、去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

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

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我认为，“大先生”不是来自象牙塔和书斋，而是来自

生动的一线教育生活；“大先生”不是只会传授书本知识的

教书匠，而是来自“国之大者”的“四有”好教师。“大先生”

的教育样子，可以从乐教的信念、发现的艺术、生动的气

息、跨界的视野出发，勤于积淀，精于反思，笔耕不辍。

郑英就是这样做的典范，期待她在这片神圣的教育沃

土上，建树属于自己的教育风格，努力传播浙派教师的好

声音，继续讲述基层教师喜闻乐见的教育故事。

（作者为杭州市
拱墅区政协文史和教
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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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教育，可以这么生动有趣》

作 者：郑 英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研究与写作中拔节教育生命

只看见学生还不够，要看见每一个学生

书 名：《教师，以研究的“姿态”成长》

作 者：刘 波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书 名：《看见每一个学生》

作 者：殷会荻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吴店索面是义乌十大美食之一。10月25日，
义乌市上溪镇吴店小学校外劳动基地授牌，有着
50多年手工制作索面经验的两位师傅被聘为校
外辅导员。学校计划每周安排一个班去现场学习
索面制作，既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又传承家乡美食
文化。图为501班学生在体验手工索面制作。

（本报通讯员 江春仙 李丹萍 摄）

舌尖的非遗
手上的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