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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案 惊 奇

彩色五角星
□嘉善县第四幼儿园教育集团

张晓燕

在区域游戏时，我班幼儿有些乱糟

糟，频繁更换区域、独占玩具、不愿收拾

整理等现象屡见不鲜。为了让幼儿遵

守游戏规则，提高分享意识和整理习

惯，我用五角星进行奖励，但是效果并

不明显。

究其原因，幼儿觉得只要做好任何

一个方面，就能得到一枚五角星，于是

并不担心其他某一方面做得不好。

经过反思，我尝试借助彩色五角

星评价方式来激发幼儿的内驱力。

区域游戏前，我拿出红、绿、蓝、金4

种颜色的五角星，幼儿们看到五颜六色

的五角星，都觉得很新奇，叽叽喳喳地

讨论起来。

4种五角星中，金色五角星最大，许

多幼儿都对金色大五角星情有独钟。

见状，我趁机交代新规则：“今天

张老师带来了不同颜色的五角星，红

色五角星奖励给游戏时不把玩具换来

换去的小朋友，绿色五角星奖励给能

与同伴分享玩具的小朋友，而游戏之

后收拾整理的小朋友就会得到蓝色五

角星。如果谁集齐了3种颜色的五角

星，就可以到张老师这儿来换一枚金

色大五角星。”

这一轮区域游戏开始后，情况有了

很大变化。随意更换区域或玩具的幼

儿明显减少，很多幼儿主动邀请别人：

“我们可以一起玩。”当游戏结束的音乐

响起时，很多幼儿主动留下来帮忙收拾

玩具。

其实，这个新的评价制度只是在五

角星评价的基础上作了微调，对游戏时

班内最有问题的3个方面实行单独评

价。以前，每个五角星看上去都一样，

不能反映出幼儿哪些方面好，教师对幼

儿的游戏情况就不清楚。

现在，每天午餐后，幼儿们仍在讨

论“你有什么颜色的五角星？”“谁到老

师那里换过金色大五角星？”……最近

这段时间，为得到金色大五角星，幼儿

的游戏秩序变得越来越好。

□宁波市镇海区教师进修学校
王敏文

宁波市镇海区每年要招聘上百名

新教师。他们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脱颖

而出，为拥有教师身份而雀跃；他们充

满朝气与活力，为教师队伍注入新鲜血

液，是地方教育发展的未来。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很多教师在工

作几年后产生了职业倦怠，甚至最终改

变了职业路径。如近年悄然兴起的教

师离职潮，其中青年教师在离职教师中

占据了较大比例。

同样是大学毕业后考编，同样面对

复杂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有的人不能把

椅子坐热，而有的人却能一辈子坚守职

业理想，并且能从职业中持续获得成就

感和幸福感？

个中缘由错综复杂，但笔者认为，

其中最关键的是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近年来，师范院校学生的职业生涯

规划已逐渐进入课程领域。但据笔者

了解，师范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一般侧重

于对学习和就业的规划，或是基于当下

对教师职业的理解，表现为脱离实际工

作环境的一种职业发展愿景。

比如有的师范生对自己的规划是

当一名高中物理教师，结果最后入职了

一所初中，成了一名初中科学教师；有

的仅从个人层面树立了奋斗目标，如做

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几年内评上

中级职称等。这些职业规划比较笼统，

缺乏对区域和学校支持系统的了解，没

有路径规划，很容易就成为“水中月”

“镜中花”。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教师思

想单纯，思维活跃，精力旺盛，容易接受

新事物，反之也更容易受外界影响。如

果没有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和认同，没有

完善的职业规划，没有明确的发展目

标，面对琐碎繁杂的日常工作，难免会

迷失方向，甚至会因挫折打击丧失勇气

和信心。

职业生涯规划是教师为自己描绘

的心灵蓝图，教师的职业生涯可以长达

30多年，入职初期，如果教师个体根据

自身特点，结合学校发展需要，分析所

在的环境因素，对今后的职业生涯有个

清晰合理的规划，制订相应的行动计

划，并不断反馈和修正目标，意义尤为

重大。

那么，如何帮助新教师进行职业生

涯规划呢？

首先是价值认同。

新教师来自五湖四海，出生于不同

的家庭，毕业于不同院校，对入职地区

的很多事物并不熟悉。但从入职第一

天开始，他们就拥有共同的身份——人

民教师。

宁波市镇海区教师进修学校从

2018学年新教师见习期培训开始，设

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其中第一个

模块就是“价值认同”。

每年，我们邀请区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开讲入职第一课，并举行新教

师入职宣誓仪式，让新教师不仅对“教

师”这个身份产生价值认同，还用仪式

了解镇海教育发展的历程，感受镇海教

育的理念和积累的经验，对“镇海教育

人”这个新的身份产生价值认同。

在这个模块，教育行政部门应建

立各项机制和保障，教师培训部门要

将职业生涯规划纳入培训内容，营造

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开启新教师的

职业旅程。

其次是路径规划。

新教师职业规划课程的第二个模

块，就是要让新教师了解和明晰专业

发展的方向和通道，进而找到自己的

目标，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将如何抵

达”，实现专业发展从外控到自主状态

的转换。

镇海区教师专业发展至今已形成

两个序列：教师专业发展序列（教坛

新秀—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区

名师—市名师—浙江省特级教师）和班

主任专业发展序列（新秀班主任—骨干

班主任—名班主任），教师进修学校重

点构建“五阶四段”教师专业发展培育

体系，覆盖教师全体和教师职业生涯全

周期。

“五阶”是指教师专业成长的五个

阶段：新手期—发展期—成熟期—突破

期—成就期；“四段”是指支持下一阶段

向上一阶段进阶的培养工程，分别是

“启航—扬帆—远航—领航”工程。

“启航工程”是新教师培养和青年

教师快速成长计划，已经实施多年，以

考促练，以赛促训，让新手“半年适应、

一年过关、两年基本成型、三年初见实

绩”；“扬帆工程”是由研训员主持的各

学科青年教师研究会或研讨班，助力一

批青年骨干教师获得成长；“远航工程”

是依托区名师工作室，发挥名师的辐射

引领作用，形成有影响力的学习研究共

同体和人才成长共同体；“领航工程”对

应的则是区名优后备人选培养，以期诞

生教育家型高层次教育人才。

再次是榜样引领。

每一个新教师都应该配备一个职

业规划导师。这些导师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带教师傅”，他们要能够帮助新教

师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客观分析自身

特点和优势劣势，为他们终身致力于教

育事业奠定基础。

每到学年之初、教师节前夕，区里

都会举行先进教师事迹报告会、优秀教

师代表座谈会，各校都会举行优秀教师

教育思想报告会、“爱与责任”师德主题

论坛等活动，这些活动让优秀事迹帮助

新教师确立职业理想，让高尚的师德提

升新教师的职业信念；而邀请优秀青年

教师分享成长故事，则可以让新教师在

同龄人身上汲取正能量，同时为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选定参照系。

最后是团队助推。

一个人可能走得很快，但一群人会

走得更远。镇海区已形成共识：教师职

业生涯规划不单单是个人行为，也是与

学校发展息息相关的团队行为。在新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我们充分依

托两个团队。

其一是新教师所在的学科教师团

队。这个团队由区研训员引领，组建

青年教师研究会、蓝青学习社等，成

为新教师成长路上的大后方和智囊

团，为新教师提供源源不竭的专业发

展动力。

其二是更为强大的团队——新教

师所在学校。学校通过文化建设，形成

核心理念，树立共同愿景，营造个人与

学校同命运、共发展的局面。同时努力

为教师创造自我职业发展的条件，构建

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创设安心乐教的

工作环境，让整个教师团队既有使命

感，又有归属感，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心里有阳光，脑中有方向，脚下有力

量。”新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目标与

追求就是让

新教师更好

地体现自我

价值和社会

价值，实现

人生和职业

生涯的双丰

收，最终实

现个人追求

与事业发展

相统一。

陈圆旦
学习、速度、精确性、快乐这

四个词语其实没有非此即彼的冲

突性。学习可以呈现出主观能动

的状态，也可以呈现出客观被动

的状态；学习对应的是快乐，学习

者快乐不快乐还会影响到学习速

度的快慢。因此，学习、速度和快

乐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我要把精确性单独拎出来

讲，它可以涵盖学习内容的精准

把握、学习脉络的精确梳理、学习

方法的精准使用、学习结果的精

准评价等。

精确性是教育者不断优化课

程，然后反作用于学习本身。因

此，它是一个弹性概念，没有上

限，精益求精作为一种策略和手

段，表达了人们追求精确性的动

态向上的过程。许多教师都亲身

示范，抓住细节，妙用策略，不断

实现教育生活的精致。

诺 爸
我认为，快乐更重要。学生

需要的就是“快乐的童年”或“童

年的快乐”。

我是允许学生带零食、玩具

进班级的。下课，学生们三五成

群聚在一起玩陀螺、玩卡牌、阅

读、说笑……

我结合“快乐读书吧”的内

容，让学生们画神话人物卡牌，学

生们兴奋得不得了，尤其是男生。

学科成绩不及格的一名男

生，作品画得超级好看，被学生们评为一等奖。

如果没有学科考试，我可以有更多大胆的想

法，设计很多“创意作业”，但是，快乐如昙花，如流

星，太少。

尽管如此，我依然初心不变，会抽空给学生制造

一些快乐和浪漫。

采菊东篱
速度、精准、快乐，每两者之间可以理解为一个环

形结构，互相推动，相辅相成，实际上是套在教师头上

的一个紧箍咒。

如果一定要排出一个子丑寅卯来，那我只能将“快

乐”放在首位。林海音在《窃读记》结尾这样写道：“我

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心情好，饭菜有滋

有味；反之，心情糟，即便是玉液琼浆，食之亦无味。

进入期末，学生的情绪压力相对较大时，我总是

开展晚托习作指导活动，如“带只熊上学”“石头、剪

子、布”。学生感兴趣、能接受、想不到的，就是习作的

最佳素材。

Why
第一感觉是快乐，但仔细想想其他的也都重要，

没有精确性，啥都不会，哪来的快乐？没有速度，就算

精确性高，也没办法提高成绩。

如果一定要从里面选一个，可能还是快乐吧。

我自己的小孩，一年级的时候作业速度超慢，别

人写六七个字，他只写一个字，我和他爸一度崩溃。

孩子做作业时，家里鸡飞狗跳，结果孩子心情压抑，整

天呆呆地不开心。

看着他那样，我们心里也挺难受，后来就不再强

求了，他也好了很多，现在速度也快了。

励佳瑾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如果讨论小学低段的作业，

那只能凭借我的记忆和现在的肤浅认知。

我认为快乐最重要。小学低段重要的是激发小

朋友对学习的热爱，要使他们长期保持求知欲，快乐

的作业必然是第一位的。

小学低段如果追求规范和速度，会压抑小朋友的

天性，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发展，最终导致学生们变

得千人一面。

董
小学快乐作业当然好，问题是在快乐作业的同

时，如何保持作业的实效性？这是一线教师要不断研

究的课题。

沐 芣
快乐是有条件的，学生的学习任务完成不了，在

同伴中没有优越感，快乐从何而来？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自卑

补偿”，我们追求优越，以消除自卑感。因此，儿童也

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优越感而获得快乐。

我选择速度，速度的背后是习惯。比如东西摆放

得整齐，摆放得有条理，拿取的时候速度才能快，这个

过程也是逻辑思维培养的过程，看抽屉里学习用品的

摆放就大致能判断一个学生的学业情况。

在
快
乐
的
同
时
保
证
学
习
的
实
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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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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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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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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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哪
一
个
更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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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市城南小学 翁水明

笔者在三年级的数学实际教

学中发现，当教师出示主题图，把

问题抛给学生时，举手的学生不

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甚至连图

都不看，只是等着其他学生来回

答问题。

获取数学信息的能力是小学

数学教学注重培养的学生素养，教

师一般提供一幅图文结合的主题

图，让学生观察并表述上面的数学

信息。

但中低段学生的读题效果不

太好，笔者的解决思路是：让学生

读题要读出声。

以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上

册第6页为例，笔者在这里说一说

具体教法。

第一步，教师带读。

主题图上有4句数学信息和

一句数学问题，共5个信息板块，

可以分5次读。

教师每次先读一个信息板块，

如“我上次买了2支钢笔，花了16

元，买贵了……”接着让学生跟读，

并要求学生一边读一边用手指着

教材上的字，以免学生漏读或错

读。就这样分5次把5个信息板块

读完，让学生了解图上所有的信

息，对情境中的数学内容产生初步

理解。

第二步，我让学生把5个信息

板块连起来读2~3次。

这一步，让学生感知到信息之

间是有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存在

的。连读几遍后，学生会慢慢形成

自己的理解。

第三步，我让学生说一说，要

解决题目中的问题需要哪几个因

素？哪些因素题目中已经告诉了

我们，而哪些因素是需要我们通过

计算去求的？

结合图示读出数量之间的关

系，学生从题目中提取有用信息的

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

提高。

“读题出声”把动眼动脑变成

动嘴动眼动脑相结合，特别帮助了

很多注意力不够集中的学生。这

看似笨拙机械，亦步亦趋，实际上

是给学生搭了梯子，让学生真正参

与到课堂中来。

实践证明，缺乏指导的读题只

能使课堂成为秀场，仅问一句“看

一看，你从图中可以知道哪些数学

信息？”远远不够，表面上给了学生

充分的观察和表达的机会，但实际

上能够做到的只是已经具备这种

能力的学生。

当然，当学生已经形成好的读

题习惯之后，就可以采取多元的读

题方式。比如让学生直接连读信

息，或多读几次关键的句子，其他

信息略读；有时可以让学生先读问

题，带着问题去读前面的信息……

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职业生涯规划应当成为新教师的必修课

读题要出声

校园里讨价还价、吆喝之声不绝，俨然一个图书市场。近日，常山县第一小学开启以“书香浸润童年，
阅读点亮人生”为主题的第八届读书节系列活动，并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条件下，举办第三届旧书
漂流活动。学生们从阅读需求与换购意愿出发，出售自己已经认真阅读过的图书。全校学生带到“市场”
参与交易的图书共有6500余册，部分旧书已转手多次。

（本报通讯员 占洪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