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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郑远

“山里空气好，教书也教得踏实。”

2000年从赣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因

为这个朴实的理由，刘志清来到了距

离家乡千里之外的缙云。刘志清是今

年评选出的浙江省杰出教师之一，是

缙云中学的资深班主任，从教22年中

担任了18年班主任，也是学生们口中

亲切的“老刘”。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一杯白开水挤在教辅书和学生

作业本之间，原本弥漫的热气已经消

散，可以看出这杯凉白开有段时间无

人问津了。

这杯水，是刘志清早晨6：10进办

公室时倒的。现在一上午快过去了，

水还是满的。“这是常事了，凉白开挺

好！”墙上的挂钟指向11：10，刘志清

抓起水杯大喝几口，随后简单整理了

下桌面，又快步走向教室。

刘志清的一天，几乎全是与学生

有关的故事。每天晚上，他还要坚持

查寝，“每天查寝花的时间比较久，原

计划每个寝室待两三分钟，但有些学

生不让我走，尤其在男生寝室，他们都

要和我分享一下当天发生的趣事”。

刘志清说，这也是甜蜜的负担。

23：00，忙碌了一整天的刘志清

才回到家中，这时距离早晨离家已经

过去了17个小时。

“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作为

班主任，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提醒学

生。”刘志清说，只有花在学生身上的

时间多了，才能更深地了解学生，并根

据学生的特点，解决他们生活、学习中

的困难，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

虽然是70后，但刘志清依旧保持

着年轻心态，与学生们“打成一片”。

对于和学生的相处，他用“亦师亦友”

来形容：令行禁止、一丝不苟的管理作

风让学生们对他心生敬畏；有疑必答、

有困必解的关怀教导让学生们对他亲

厚信任。

在2019届高三（1）班班长童新洲

的记忆里，班主任刘志清是来学校最

早、走得最晚的教师。“在高三这一年，

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最多的身影就是

老刘了，他用自己的风趣幽默帮我们

缓解了很多压力。”童新洲表示，最让

他记忆深刻的是，在刘志清的讲台抽

屉里备满了缓解中暑、感冒等问题的

日常药物，同学有需要，“老刘”就会在

第一时间送到他们的手中。

两张办公桌的榜样力量
“老刘老刘，我查到分数了！比平

时模考的成绩都要高！过了浙大分数

线！”今年6月25日，刘志清接到了王

同学的电话，这不是在高考成绩公布

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却是让他最挂

心的一个。

王同学入学时在班级处于中等水

平，再加上性格比较急躁难以静下心

来，所以成绩一直没有起色。“经过一

段时间的相处，了解了他的性格特点

后，我和他‘约法三章’。一旦他感到

急躁，就给自己设置一个冷静期，效果

还不错。”

谈及如何让学生们服气，刘志清

的方法并不复杂：“以身作则，学生

自然信服你，而且心服口服。”至于

管理班级，他的秘诀是“抓大放小”，

只抓两点：第一，学风要浓；第二，班

风要正。

在高三（1）班教室门口有一张空

桌子，这张桌子是刘志清的另外一张

办公桌。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坐在那

里，默默地工作。这张桌子上有一本

台历，台历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事务

安排。晚自习时，刘志清总会在这张

桌子上备课、改作业、写材料。空余时

间，学生们会围上来看看“老刘”每天

在做什么。他们发现“老刘”每天做的

事情不比他们少，而且把事情安排得

有条不紊。

教师的行为，学生都会看在眼

里。正是在刘志清的影响下，学生也

学着用一本小本子把每天的学习任务

安排得满满当当，这种有计划的学习

方式，让他们受益匪浅。“老刘很有带兵

的范儿，说一不二，定下目标就一定会

完成。”对毕业生丁宇来说，刘志清让他

又爱又怕：爱的是幽默风趣，课余和大

家“打成一片”，带给他很多感动；“怕的

可多了，比如说只要他一出现，我就得

拧紧发条向前冲”。

两个班班主任的责任与担当
此前，刘志清任教的年级急缺一

位班主任，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得知情况后，他便主动提出再担任一

个班的班主任。

管理两个班级，要说不忙、压力不

大，肯定不可能。“当时情况紧急，而我

觉得自己可以做到，才提出担任两个

班的班主任。虽然刚开始有些棘手，

毕竟要管理100多名学生，事情多了

很多，但好在学生和家长都很支持，才

能顺利兼任下来。”刘志清说，他很快

适应了担任两个班班主任的工作，这

两个班也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好。有

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两个班学生在高

考时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事实上，刘志清也一直饱受咽喉

炎等教师职业病的折磨，过度劳累

经常导致他嗓子嘶哑。吃药不见效

时，他用嘶哑的声音加上手势坚持

上课。

新学期，刚刚带完毕业班的刘志

清因为学校需要，又回到高三年级任

教。“今年挑战难度更大，以往还有一

个高二的过渡期，现在直接就是带高

三。”在和记者说话时，刘志清依旧在

用笔描绘着新一届学生的“画像”，通

过两个多月的交流，现在他对班级学

生的基本情况都已经了如指掌。

刘志清认为，获取学生信任的关

键还是要真正走到学生的身边，要让

他们感觉到教师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毕竟00后都很有想法，不希望碰到

呆板的老师”。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张纯纯

11月2日，河南省新郑市教育

局发布通报，新郑市第三中学刘老

师在家上完网课后意外离世。据

其家属反映，刘老师生前的最后一

堂网课遭到“爆破”，有陌生账号反

复加入课堂，并通过语音辱骂、强

行霸屏等方式再三刺激刘老师，使

其情绪激动，退出直播课堂。

这堂在混乱和失控中被迫结

束的最后一课引发了社会关注，

也使得网课“爆破”组织无法再隐

身于键盘背后。所谓的网课“爆

破手”，有专门的账号和团队，以

恶意扰乱网课秩序为乐，常见的

手段有开麦制造噪声、辱骂师生、

放哀乐等，有时候一堂网课会出

现10多个“爆破手”。

连日来，关于网课平台要筑牢

安全“防火墙”、相关部门要切实提

高网络监管力度等问题的讨论有

很多，还有不少网友自发分享了网

课防“爆破”攻略。毋庸置疑，这些

都是维护网课秩序，杜绝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的有效手段。但对于此

类事件最直接的受害者——教师

群体的心理问题却关注甚少。

网课“爆破”破的是什么？仅

仅只是课堂秩序吗？显然不是，

它打破的是每一位教师对课堂的

尊重，更是每一位教育者的尊

严。令人痛心的是，“爆破”一节

网课甚至不涉及高难度的技术问

题，因为入侵更多是由某节网课

上的学生主动发出“邀请”，为“爆

破手”提供进入网课所需的会议

码或真实姓名，理由不过是不想

上网课、与某个同学之间有矛盾

等。很多“爆破手”也是未成年

人，他们往往不为利益，“爆破”只

是为了享受观看课堂失控、教师

失能所带来的快感。

疫情之下，当线上教学成为日

常，很多教师自嘲为“网课小白”。

面对网课平台或直播软件，他们的

适应程度远不及身为数字原住民

的学生们，却需要承担起主导者的

角色。一边害怕，一边摸索，是不

少教师特别是一些不熟悉网络技

术的老教师的状态，但他们仍旧想

尽办法去创新网络课堂模式，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无法忽

视每一堂网课背后教师付出的心

血，因此绝不能漠视网课“爆破”行

为对教师造成的心理伤害。

面对线下课堂的突发状况，他们是经验丰富

的资深教师，而面对失控的网课，他们则只能求

助于学生。师生角色由于网络知识技术差距而

产生的互换，无形中已然增加了教师的压力，更

不用说，当得知是自家学生“引狼入室”破坏课堂

秩序并对自己进行人格侮辱时，教师会感到心寒

与震惊，遭受极大的心理伤害。

当下，应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许多学校已经设

置了一系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课程与活动。但

对于面对同样变化和挑战的教师，学校却往往对

他们的心理问题视而不见。作为成年人，相较于

学生，教师的确拥有更强的情绪接纳力和心理调

适力，但这并不是被忽视的理由。要给学生“一杯

水”，教师要先有“一桶水”，师生心理健康问题也

是如此。只有师者内心灿烂，学子才能积极向上。

因此，学校必须要有更专业、更具针对性的

举措，帮助教师筑起内心坚固的“防火墙”，松一

松内心的“压力阀”，而不是把教师当超人，罔顾

其心理健康问题。重视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对于

学生的健康成长而言，是前提，亦是底线。

□本报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汪培坚 吴 玲 佘益珍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STEAM教

育代表着“前沿”和“现代化”，往往会

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城区学校进

行。然而在江山市，一所学生人数不

足700人的农村小学——长台小学，却

于近日跻身全省基于学习方式变革的

新型教学空间典型范例名单。

校长祝远峰介绍，学校参与STEAM

教育，源于一次偶然的尝试。2018 年

调到长台小学后，祝远峰发现下雨天

学生的雨伞放在走廊上难看，放在教

室里，雨水又会弄湿地面，怎么存放

雨伞成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

“为何不让学生参与解决问题

呢？”祝远峰突发灵感，一改过去教师

商讨、学校出台制度、购买设备等传

统思路，而是把这一问题拋给了学

生。意想不到的是，在教师的指导

下，学生们组成攻关小组，提出了很

多方案，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雨伞收

纳架。经过优化组合，最终由学生自

己制作完成的伞架被广泛运用到日

常生活中。

“原来，这就是STEAM！”身为科

学教师，祝远峰此前对STEAM教育

已有所耳闻，小组制、项目化、跨学科、

问题导向……“雨伞收纳架制作”这一

活动恰巧具备了STEAM教育的大部

分属性。尝到 STEAM 教育的甜头

后，祝远峰马上招募了8名来自不同学

科的教师，成立了STEAM教学研修

小组。 2018 年年底，学校制定了

STEAM教育五年计划，并将其作为学

校整体发展规划的重点工作之一，以

期改变过去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

2019 年 开 始 ，学 校 开 展 全 员

STEAM素养校本培训，所有师生、所

有学科均参与实践。“基于真实情境，

问题来自身边，让学生在做中学”，是

长台小学STEAM教育的最大特点。

教师们从身边的问题出发，开发了“校

门设计”“我的第一个英语绘本剧”等

项目，4年来累计开发了20余个跨学

科STEAM学习项目。每学期开发一

项适合学生的跨学科项目，各学科组

开发一项学科项目，让每名学生至少

经历一项项目化学习——“每学期 3

个一”成为学校STEAM教育的行动

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坚守“结合乡

土特色产业开展项目化学习”原则，把

当地的竹产业和蜂产业作为STEAM

项目化学习的重点。通过项目化学

习，学校的“秀竹文化”有了更加系统

的课程支撑；结合当地特色蜂产业开

发的“嗡嗡研学”课程，完善了STEAM

教育课程体系……

六（1）班学生夏艺熔最近参加了

“我的第一个英语绘本剧”项目化学习

活动，6人一组，她负责设计制作服装

和道具。夏艺熔说，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通过这次活动，自己学会了很多新

单词，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了展示，大

家更团结，也更自信了。

教师们的变化更为明显。56岁的

科学教师朱云水，现在碰到教学问题，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STEAM 项 目 ，把 问 题 变 成 资 源 。

2021年10月，数学组教师把课后作业

设计当成一个STEAM项目，全组教

师分工参与，设计出了一套分层作业，

达到了预期效果。

祝远峰表示，一开始只是希望借

助STEAM教育推进学校发展，经过4

年的实践探索，他发现STEAM教育

也在慢慢地渗入学校管理，其所带来

的民主、团结、合作、务实、创新等精神

也正在影响着学校文化的发展。他们

正着手梳理，将STEAM教育精神纳

入学校文化，让STEAM在长台小学

走得更远、扎得更深。

师者拔群师者拔群师者拔群师者拔群
熠熠生辉熠熠生辉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照亮学生未来之路的“明灯”
——记省杰出教师、缙云中学教师刘志清

非遗文化“燃”校园
一支情筒、两块竹板，敲打出清脆的渔鼓声，伴随着道情说唱声响起，一场非遗技艺表演活

动在东阳市飘萍小学拉开了序幕。11月8日，十几名非遗传承人走进飘萍小学，为学生们展示
了东阳道情、大洪拳等非遗技艺。学生们在与非遗技艺的零距离接触中，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
之美。图为学生在互动环节向非遗传承人学习道情。

（本报通讯员 厉梦婷 摄）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小学：

运动场也是“学习场”

本报讯（通讯员 陈炜炜）左边是美丽的曹娥江“一江两

岸”，右边是浩浩荡荡的钱塘江，当90名学生组成的“江水”方

阵缓缓将蓝绸布拉开，奔涌不息的曹娥江仿佛与60多公里外

的钱塘江紧紧相依。随之，“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的字样徐徐

展现……11月8日，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小学举行了

一场“以体育人迎亚运，立德树人谱新篇”主题运动会。

该校还在操场中间布置了一块大型的亚运会会标背景

图，作为此次开幕式的主要舞台。学生们通过拼图的形式，依

次呈现亚运会会徽，以及手球、霹雳舞、拳击等11个亚运会竞

赛项目图标。

“动起来了，原来亚运会马术项目标识长这样啊！”一年级

学生郁浩宇兴奋地说，“除了看到现场拼图外，主持老师还给我

们科普了马术知识，我知道了马术还有‘马上芭蕾’的美称。”开

幕式展演持续近1个小时，当天的运动场不仅成了学生们了解

亚运、走近亚运的“学习场”，还成为许多项目化学习成果的

“展示场”。开幕式除了展现亚运特色外，还有学生们自己编

程的机器车、机器人助阵，亦有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大鼓方

阵。就连运动会的奖品，也出自学生们的劳动实践项目——

冠亚季军将获得由学校劳动实践社团的学生们自己种植、

包扎的花束。

活动相关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未

来教育发展蓝图，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过程

中，体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小

小的运动会既是学生的体育欢乐会，也是基于‘五育’并举的亚

运主题专项学习会，更是别样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会”。

11月8日，长兴县吕山乡中心小学迎来了一
场消防运动会。在吕山乡应急管理站消防员的指
导下，学生利用消防器材开展了“看谁跑得快”“看
谁穿得快”等比赛项目。在紧张刺激的比赛中，学
生们充分体验各项消防技能，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图为学生们手持消防水带进行跑步比赛。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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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市长台小学：一所被STEAM教育悄悄改变的农村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