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2.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177号

教育展台 责任编辑：赵博雅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177

E-mail：zjjybkzs@163.com4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
张化万

徐俊是真诚实在的

人。30多年，时代与温州文

化哺育了他，赋予了他慈悲

的情怀、质朴的抱负，以及

敢于拼搏、攻关克难的智慧

与本领。

他是校长、管理者；他

愿身先垂范，在一线冲锋。

这七八年，他突然从熟悉的

中高段教学转身，一头扎进

低段语文教学的探索。不

是因为他对此很有经验，而

是其有着一颗守望呵护儿

童成长的初心，以及面对现

状的焦虑。他要改变自己，

适应时代与统编本的变化，

和学生们一起扑入统编本

低段教学的新蓝海。他知

道投入实践比什么都重要。对于语文教

学，只有融入才会懂语文教学新价值，只

有探索才能有语文学习新样式。

他懂学科育人要真做，要帮学生系好

语文的第一粒扣子，懂得什么最重要。在

他的课堂上，他让学生看到“神奇校车”

“挂满玩具的校园”“花园宝宝来了”等经

典。他甚至希望一人一张功课表，并建起

“104号教室”朋友圈、QQ群，让学生在校

园学习，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在他心底，每个学生都可能是“语言

大师”。他让学生知道，拼音只是“学步

车”，识字是“喝母乳”，大声读是“长牙

牙”，读书就是“吃饭饭”。他用学生喜欢

的“可视化、游戏化、一致化”的教学新样

式，领着他们在学生现实生活和想象世

界里学习拼音、写字、读书、说话和思

考。他让学生玩着玩着，记住拼音、生

字、词语；玩着玩着，学会分析归纳类、思

辨迁移；玩着玩着，会读书、能朗诵；玩着

玩着，会交际说话，写心情日记。

徐俊不是自说自话让学生担惊受怕

还自以为在“传道授业解惑，正音学字读

书”的“熊”老师；而是眼光慈爱、满脸笑容

的“爸爸味”老师。学生不怕语文了，真喜

欢上光头校长“爸爸味”的语文课啦。

我特别欣赏他面对语文不竭的激情

和痴迷的执着，欣赏他对学生充满温情

的“爸爸味”的低段语文教学。在构建小

学语文教育教学新大厦中，我愿意与他

同行。

□徐 俊

工作25年，我一直坚持带班，

做班主任，哪怕做校长这些年也不

例外。不是我的精力比别人更充

沛，也不是我每天拥有48小时，而

是我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一棵

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

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一个语文教师的事业，就是如此地

有趣。

我就是喜欢和学生们一起

“玩”语文。在北京做导演的小江

写信给我：“在我眼里，您不是老

师，只是一个体型比我们大点儿的

孩子。您在课堂上和我们一起玩，

玩写字，玩朗诵，玩写诗，玩演讲和

辩论，玩课本剧，还像指挥合唱一

样指挥我们朗读……”

我经常会坐到学生的座位上，

让学生当“小老师”讲一会儿课。

在徐老师的课堂上当“小老师”很

容易，机会很多，学生们似乎很爱

“显摆”：朗读要抢着，发言要抢着，

展示书写也要抢着。学生们哪儿

来的“迷之自信”？我想，或许是我

对他们并不苛责吧，他们的自信也

就这样一点点培养起来了。

有了“迷之自信”，“小先生”们

就慢慢知道了生字词语该怎么学，

知道了主要内容怎么概括，知道了

作文怎么选材、怎么拟题，知道了

学文言文该如何通过“读、注、猜”

方法完成“通、懂、说”的学习任务；

慢慢也学会了“像说话一样朗读”，

学会了“用文本的语言说话”，学会

了“像作家一样写作”，学会了聆听

同伴的声音。

在课堂上，我也时常会一脸严

峻，似乎规矩特别多，要求特别高，

就像课文《“精彩极了”和“糟糕透

了”》里的那个爱“虎”着脸教训孩子

的父亲。我要求学生们读书要干干

脆脆，最听不得奶声奶气、拖腔拿调

的。可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

我经常要求他们看着我的手势读。

当学生们眼神非常专注却“心口不

一”的时候，我一着急，便“绷”不住

了，指着句子，提高嗓门说道：“读句

子，快步走，遇得到‘的’……”话音

未落，学生们条件反射般地挥着小

手喊出“跳一跳”。这一“跳”，学生

们乐了，我笑了。

低年级学生写生字，最难把握

的是字形结构，左右结构总是挤不

下一个田字格。这时候，我也往往

不再顾及保持严肃的形象，“抓”住

前排的小个子，和我并排站着。学

生们在“哄笑”中明白了：徐老师和

小朋友组成的左右结构的字，徐老

师太胖了，要变得瘦一些，徐老师

的手和脚占了小朋友的地儿了，要

收回去。

语文是母语课程，是关乎生命

品质的课程。我努力让学生们爱

上语文，为的就是让学生们拥抱美

好的语文生活。我最高兴的，就是

看见学生们兴致勃勃地用四格漫

画记录一周的美好生活，再用几句

稚嫩笔触写就的话语将之变成连

环画；就是看见学生们信心满满地

登上大舞台，用话剧表演小伙伴们

之间的故事。

每节课，全班每个学生的35

分钟，我愿做一棵大树，以语，以

文，撼动每一棵小树，一起听见叶

的欢笑；每个学期，全校每个学生

的4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搭

起舞台，以咏，以言，让每一颗星星

都绽放自己的光彩；每走过一年，

教育生涯的每一个脚步，我愿驻足

守望，记之，载之，看见更多生命的

烂漫。

□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俞国娣

初识徐俊，是在简历中，一个温州的青年才

俊。我期盼着能和他见面，希望能有机会和他共

事。再后来，便是在原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组织

的一次语文研讨会上。我很坦诚地问他：“为什

么递了简历，却不来见见校长我？”他说，只为了

到杭州有一个更大的锻炼平台，可以和各方名师

更好地联络交流，所以没有挑选学校，有学校先

联系他，他就上岗了。后来的多次交流，印证了

他就是喜欢广交朋友、研究教学、做扎实的学

问。他常常以课会友、以书会友，当然也以茶会

友。他爱上课、爱读书、爱写文章，也爱喝茶。

后来，我受邀参加他当时任校长的杭州市

笕桥花园小学的发展评估与论证。那一次活动

中，听到徐俊对学校前景的浪漫设想，读到了他

做的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印象最深的是：这一

次论证会上，他还上了一节课——一年级的识

字教学。当时学校刚创办，只有一年级学生，但

校长亲自上课接受学校发展规划督导评估的少

之又少，甚至绝无仅有。看来，他是一个喜欢上

课的校长，而且是喜欢上低年级语文课的校

长。他顶着一个像爷爷一样的光头，带着像爸

爸一样慈祥的笑容，做着一个个稚气可爱的动

作。我由衷地对他说：“徐老师，你天生就适合

教低段语文。你看小朋友那么喜欢你，课堂上

还可以摸摸你的光头。光头可以当教具、当学

具，绝了！”再后来，在多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

场合、不同的会议中，和徐俊不期而遇，很多次听他上不一样

的低年级语文课。渐渐地，他的教学风格定格在我的脑海

中：风趣幽默，轻松扎实；重视低年级学生的语文基本功，又

不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低段学生进行轻松引导，

让教学目标不落痕迹地完美落实。

三识徐俊，那是组织安排，让我和徐俊结对。我们就开

始了3年的互帮互学之旅。这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起起落落，我们的联系密切、频繁、不常见（靠网络）。我看

到了他较为完整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历。他研究专题，深入

而持久；上一节课，多角度打磨，反复思考，多种思路尝试教

学。这些年，他的研究成果颇丰。他还是一边当校长，一边

当教师。我和他的共识是：校长的成长之路与教师的成长之

路并不矛盾。经过这段时间的交流与合作，我明白了组织为

什么把他分配给我这个导师：因为我和他有相似之处，我们

都是左手挥舞着校长的指挥棒、右手握着语文课田字格的粉

笔，瞭望着学校发展

的诗和远方、享受着

教育的痛与快乐。

1.巧解诗题
师：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啊？

生：《池上》。

师：“池上”是指哪里啊？（指

着黑板上的“荷塘”板画）

生：“池上”是指“池塘上”。

师：池塘上有什么呢?

生：莲花。

师：看老师再来画一画（几笔

画出“莲蓬”）老师画了什么呢？

生：莲子。

师：这是莲蓬，莲蓬剥开以

后我们才能看到白白的莲子。

所以这个“莲”又叫？（出示词卡

“白莲”）

生（齐读）：白莲。

师：这首诗因为“白莲”引发

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讲了什

么呢？小朋友们听老师读。

2.画知大意
师（师指着板画，诵读古诗）：这

是《池上》，讲了“谁在干什么”呀？

如果猜对了，老师就把它画出来。

生：是讲小娃偷莲子。

师：哈哈，“小娃偷莲子”。

“人”猜对了，但是不是“偷莲子”

呢？看老师接着画（师板画：小娃

拿着竹竿撑着小艇），刚才老师画

的连起来就是一句诗——

生：小娃撑小艇。

师：“小娃撑小艇”干什么去

了呢？看老师接着画（师在莲蓬

上方画甲骨文“爪”）。

生：采莲蓬。（师出示卡片“采”）

师：刚才有小朋友说小娃是

去“偷莲子”。这个小孩子虽然

调皮，但他不是小偷哦。农村里

面有很多这样的池塘，池塘里有

很多像白莲这样好玩的东西，大

家都可以采，那不叫“偷”。但是

我们自己能去做那么危险的事

情吗？

生：不能！

生：老师说过，不能去水塘边

上玩。

生：爸爸妈妈也说过。

师：这个小娃一个人去池塘

玩，爸爸妈妈知道吗？

生：不知道。

师：那这个“偷”是？

生：偷偷地。

师：对，是“偷偷地”去，不敢

被大家发现。记住啦，他可不是

“偷东西”，而是“偷偷地”去。我

们能不能偷偷地池塘边上玩？

生：不能。

师：所以说这个小孩有点

调皮又点可爱。一起来读读这

句话。

生（齐读）：偷采白莲回。

师：这淘气的小孩儿偷偷地

去采白莲，太可爱了，两句连起来

读一读。

生（声音格外响亮）：小娃撑

小艇，偷采白莲回。

师：哦呦，太大声会被别人发

现哦。怎么读呢？

生（轻轻地）：小娃撑小艇，偷

采白莲回。

师：那这两句讲得是什么？

知道了吗？

生：小娃娃撑着船，偷偷地去

采莲蓬。

3.趣识“踪迹”
师：还想不想看老师继续画？

生：想！

师：看——（擦去“荷塘”上的

浮萍）

生：啊，擦了？

师：是啊，擦了，剩下一道痕

迹，诗里也有一个词，叫什么？

生：踪迹。

师：对啦，“踪迹”。这里有两

个字 ，“踪”是什么意思？“迹”是

什么意思？老师变个小魔术让你

们猜猜好不好？

生：好！

师：（用水打湿手，在黑板上

印个“小脚丫”），这是“踪”还是

“迹”呢？

生：这是“踪”。

生：“迹”。

师：为什么呢？不能瞎猜

哦。谁来说说理由？

生：因为“踪”是有足字旁的。

师：对，老师刚才“变”出来的

是脚印，“踪”就是脚印的意思。

看，老师继续“变”，（印出一排“小

脚丫”）。

生：迹，迹，这是一排的。

师：为什么一排就是“迹”呀？

生：因为“迹”是走之底的，就

是一排的。

师：对了。所以，这么一排的

脚印就是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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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古诗二首·池上》教学片段

徐俊：教语文不仅仅是教课文

语文：看见生命的烂漫 一
个
痴
迷
于
一
线
教
学
的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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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丰 文苏悦

“我就是特别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一起

‘玩’语文。”扶了扶黑框眼镜，挠挠标志性的

光头，徐俊的眼神里透出爱意。每每走进他

的课堂，其间弥漫着的浓浓暖意和趣味总让

人不禁嘴角上扬。这个热衷于当“孩子王”

的语文教师，从教20余载，痴迷于低段语文

教学，总想着把自己的语文课上出“爸爸味”

来，让学生体味到课文以外的美好。

“纵容”一下学生又何妨
开学第一天，一个小男孩兴冲冲地张

着嘴，叫喊着，向站在讲台上的徐俊展示自

己新换的门牙。旁边的学生也纷纷嚷起

来，“老师，我的牙也掉了！”“老师，老师你

看，我像不像瘪嘴老太太？”“老师……”眼

看原本端坐在桌前的学生们闹腾起来，徐

俊抛开先前准备的课文教学，转而鼓励学

生们分享自己身上的新变化，并把他们的

发现写在黑板上。

于是，从“我掉牙了”到“我长高了”，再

到“我会做家务了”，学生们七嘴八舌讨论

一番后，欣喜地发现了许多表明自己在成

长的证据。“你们愿意将自己现在的想法写

成小诗或者小作文，给再长大一些的自己

看吗？”在徐俊的“诱惑”下，学生们新年第

一篇练笔诞生了。开学的第一堂语文课，

虽然脱离了书本，却让学生们扎扎实实地

感受了生活，表达了自我。

徐俊的语文课，看起来似乎就是这么随

性，有时甚至是在“纵容”学生。他会让学生

们花半节课的时间比赛朗读，也会让他们花

半节课的时间安静练字；会花一整节课带他

们在春雨中漫步，再花一节课时间让他们尽

情表达、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还会让学生

们拿着教鞭在讲台上教生字、讲故事，自己

则坐在下面的座位上像个不开窍的学生一

样时不时插嘴“搅和”。他也经常花上半天

的时间把家长请进课堂，和孩子们一起进行

亲子学习，把课堂变成语文大沙龙。

在他的语文课上，学生们是课堂的主

角。他们总能畅所欲言，各显神通，有时游

戏，有时表演，有时讲故事，有时也会争论

不休，一堂课的35分钟总是不够用。徐俊

用他的“纵容”小心呵护着学生们宝贵的童

心，也呵护着他们对语文学习的热情。

爱上语文，美好从此起步
比起教师，徐俊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更

像是一个块头更大的“孩子王”。他带着学

生们玩文字、玩古诗、玩表演……学生们

说：“因为他玩得比我们都好，所以我们喜

欢他。”

他的课堂，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为

此，他积攒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小妙招”。

比如为了让学生们理解和正确运用生字，

他会把同一个偏旁部首的字做成荷叶状的

翻页本。这一摞“荷叶”竖着翻可以组合成

不同的字，横着翻可以组合成不同的词语，

学生们就在一片片“荷叶”翻动之间认识了

偏旁部首和字词含义。又比如在学习拼音

课的时候，为了让学生充分调动手、眼、脑，

他设计了“拼音宝宝变魔术”“同学来当小

老师”等活动，和学生们一起“玩”拼音。当

学生们对学习的内容产生疑问时，徐俊并

不直接把答案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们自

己思考，得出答案。在学生说出正确答案

时，他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当学生的答案跑

偏的时候，他给予耐心引导和鼓励。

徐俊认为，作为母语课程的语文，是关

乎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他提出了“让语

文回归生命属性”的教育理念，身体力行地

让学生们爱上语文。

他在现行教材的基础上，充分拓展语文

教学的时间、空间和学习资源，把学生带进

图书馆，带向大自然，带向社会实践；同时，

他还把语文经典、语文实践和语文生活带进

课堂，把各种名著、时事新闻等编进教材。

他还曾将学生的作品编成诗集《璞

玉》，亲手设计、排版并最终将其出版，作为

礼物送给学生。这本诗集在学生们的心中

播下了爱语文的种子。他的学生中有不少

在长大之后从事文字、艺术相关的工作。

“作为语文老师，从学语文起步的阶

段，就让孩子们觉得语文美好，这比什么都

重要。”徐俊说，“这也是我身为语文老师最

觉得美好的事情。”

徐俊，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杭州市临

安区锦南新城小学（中国传媒大学附属临

安小学）书记、校长，临安区徐俊名师工作

室（乡村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曾先后获

评全国课改优秀教师、中国好教师、全国

小语“十大青年名师”、温州市教坛新秀、

温州市优秀教师、温州市优秀班主任、杭

州市江干区名师等，受聘兼任浙江师范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师、浙

江省“小学语文30人研究小组”研究员、全

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真语文专委会常务理

事、浙江省作文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教

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委会学术委员、

全国语文学习科学专委会学术委员。出

版《爸爸味儿的语文课》等著作10本，在

中文核心期刊《语文建设》等杂志发表文

章多篇，教学案例入选教育部专业学位

研究生案例库。

中国传媒大学附属临安小学，于

2021年9月正式开学，现有一年级6个

班，264名学生，教师15人，其中特级教

师2人。学校系临安区人民政府与中国

传媒大学合作办学的公办小学。学校在

徐俊率领下，组成以特级教师、高级教

师、教坛新秀、名校研究生为骨干的教师

队伍，赓续传媒基因，锚定“传美教育”，

以“美好，从此起步”为成长愿景，以“感

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为成长准

则，以“词语教室”“数字劳动”“成长博物

馆”为成长支点，以“美好课程群建设”

“五美好班级”“五美好少年”“美好教师

成长营”为载体，以“五育”并举为抓手，

努力让学生们成长过程更美好。

经典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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