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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新安镇勾里中心学校
沈 盛

这个学期，我以指导教师的身份，参加了

好几次德清县教育研训中心组织的新教师培

训。这些培训“沉浸”而“卷入”，密集而紧

张，从自主报名上课，到现场改课，再到抽签

上课，对新教师而言，可以说非常磨人。

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教学生涯中点点滴滴

的成长。作为一名草根教师，没有什么高级

理论，有的只是在一线教学的体会。我对于

课的认识，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2005年参加工作，作为一名非师范专业

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教学方法更多地来自上

小学时的老师。

我的第1节校级公开课，是上浙教版四

年级上册《正字统计法》。我翻阅教材，确定

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那时的课流行设置情境导入环节，我便

设计了一个观察的情境，让学生统计一分钟

内经过路口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的数量。

在那个多媒体设备还没有十分普及、教

室里还时常用到小黑板的年代，我用大学里

学到的一些PPT技能，通过动画呈现了一个

路口车水马龙的画面，学生们边观察边统计，

感到新奇与好玩，课堂气氛很轻松。

课后，评课教师对这堂课也给予了较多

的肯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

我的第 1节校级公开课就这样“蒙混

过关”。

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时间到了2013年，县教研员吴逸芳来学

校调研，校领导让我上一节课。

我选的内容是人教版六年级下册《圆的

认识》。那年已是我工作的第8年，我经常参

加县里的各种比赛，获得了县教坛新秀的荣

誉，上课是比较自信与轻松的。

记得我的课堂教学是这样呈现的：先让

学生复习已学过的平面图形，再将圆和这些

平面图形加以比较和区别，导入课题；然后，

根据教材的内容学习半径、直径和圆心，通过

即时练习巩固半径与直径的概念；最后，联系

生活实际欣赏圆的美。

粗看这样的教学设计，完全符合教材的

安排。上完后，我为自己整堂课的流畅大舒

一口气。但在课后点评时，教研员问了我3

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一是“为什么要学

圆”，二是“为什么要学半径与直径”，三是“圆

真的美吗”。

我的回答很浅显：“这节课就是要学习圆

的知识，而半径与直径都是圆的重要组成部

分，那当然是要学的。”

教研员讲道：“在数学课上，让学生明白

‘为什么学’这个问题比‘学什么’更重要。”

为什么要学圆？这个问题后来我思考了

很久。

车轮是圆形的，这是看得见的常识，可车

轮为什么要做成圆形，它的背后有看不见的

道理。一节有深度的数学课，一定是有思维

的数学课，可以引着学生从看得见的现象中

感悟到看不见的本质。

后来我再上这节课时，就会问学生：“车

轮为什么是圆形的？”

一开始学生会觉得好笑，到后来慢慢点

头微笑，有所感悟。

教研员点醒了我，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

一节课最重要的是教什么。它决定一节课的

价值与方向，倘若这个方向偏了，那么不管你

怎么教都是南辕北辙。

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时间到了2022年，又有一节课让我有了

全新的感受。这是一堂培训时听到的课——

人教版五年级下册《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教师出示了整数、小数、分数3组算式，

带领学生回顾以前学过的整数加减法、小数

加减法、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教师先问：“计算上有什么不同点？”

学生很容易说出，比如数不同、计算方法

不同等。

教师再问：“那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学生静静思考：整数加减法是数位对

齐，小数加减法是小数点对齐，分数加减法

是分母不变，分子相加减。其背后的原理是

一致的，也就是相同计数单位对齐，个位数

相加减。

3堂不同的课出现在我教学生涯3个不

同的时间节点，也体现了国家课程教学理念

的更新。

第1节课是在2005年，教学理念的支

撑是《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稿）》，即2001年版课标，那时重视“双基”

教育，重点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知识与基本

技能。

第2节课是在2013年，当时使用的《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从“双

基”到“四基”，在“双基”的基础上，加入基本

思想与基本活动经验，要求学生不仅掌握看

得见的知识，更要感悟到看不见的知识。

第3节课是在2022年，依照的是《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这一版课

标更多地强调知识的关联与对比，让学生体

会原理上的一致性。

课程标准就是灯塔，将来还会有新的版

本不断迭代。课程标准会变，教学的理念会

变，课堂的呈现方式会变，但有一点不会变，

那就是不管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都需要不断

学习，不断思考，提升专业水平，更好地服务

学生，带学生领略课堂中更美好的山水。

山水课堂

□严丽萍

校如家，人心安。

有人问起我们学校“美家”文

化的缘起，我说：“因为我是个恋

家的人。”

1987年的夏天，18岁的我刚

刚参加工作，一群年轻教师吃在

学校，住在学校，以校为家。校园

里的花草树木、师长朋友都是我

的家人，温暖着初为人师的我。

那个家在衢州市忠烈庙前钟楼

底，叫衢州师范附属小学。

2002年，我们“搬家”了，一座

天桥飞架南北，讲舍街26号成了

我们的新家。教师队伍素质和学

校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家，叫

衢州市实验学校。

因为衢州西区建设的需要，

2013年9月，衢州市实验学校派

出26人的“小分队”抵达南海路

188号，开疆拓土。从8个班将近

400个学生开始，建设起一个新的

家——衢州市实验学校新湖校区。

万事开头难。头几年，这个

家缺乏必要的设备设施，有的只

是26颗火热的创业之心。

没有图书馆，我们把教室变

成阅读室，带着学生徜徉在绘本

的世界里；没有操场，我们绕着校

舍画跑道，学生晨跑、晚跑口号喊

得震天响；没有报告厅，我们就把

活动安排在室外，一组拉杆音响

就是全部硬件……

初中学生大多住校。为让学

生不孤单，分管初中的副校长吃

住都在学校，像家长一样陪伴学

生，一陪就是好几年。

那时候的西区还在建设中，周

边连个小饭店都没有，空空荡荡，

冷冷清清，教师们白天忙着工作

也还好，一空下来就特别想家。

怎么办？建家！

家，该是什么样的？教师书

吧、教师厨房、教师健身房等按照

教师的喜好渐渐成形。大家一起

散步、健身、下厨，在书吧温柔的

灯光下探讨教育教学。

西区快速发展，人口逐渐密

集，学生越来越多，校园也建设得

越来越完备，小溪潺潺流动，树木

枝繁叶茂。直到有一天，我们发

现食堂门口的朴树手牵着手，才

惊觉“新湖”原来已经是一个美丽

的家。

到2018年，新湖校区达到61

个班的规模。这个家实在有些挤

得腾挪不开。于是，初中部整体

搬迁到锦溪校区，小学分流两个

年级到悦溪校区，“新湖”轻装上

阵，再次出发。

那一年，在“美家”的基础上

提出“玩·美”理念，我们将这个家

打造成属于学生的乐园。

看着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

阳光、操场上嬉戏的学生、在走

廊上探讨问题的年轻教师，我的

内心有无限的满足与幸福：这个

家，多好。

转型后，这个家的家风、家

产、家人也跟着在改变，最值得一

提的就是“玩·美”项目化学习。

由科学教师牵头，各年级选择不

同的项目开展研究与实践。

学生“玩”出了不少名堂。会

唱歌的风车、快乐的不倒翁、各式

各样的小桥……校园里到处都是

展品，热闹极了。

校园里还有农场，每个班都

分到一块地。春种秋收，春华秋

实，学生们在这片土地上收获蔬

菜瓜果，感受“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快乐。

教师也收获了对教育的理

解：沉下心来，像农人侍弄庄稼那

样对待学生。

1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像经

营自己的家一样经营着学校。

（作者为衢州市实验学校教
育集团新湖校区党总支书记、
校长，正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
教师）

□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章伶俐

近日，杭州市省府路小学围绕教师成长

主题，邀请各联盟校（杭州市文新小学、杭州

市西子湖小学、杭州市留下小学、淳安县中洲

镇中心小学、黄山市屯溪长干小学）教师，齐

话校本研修，共谋师生成长，展现浙江省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复盘式’研修提升青年教师

学习力的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学校经过问卷调查和模型剖析发现：青

年教师专业研修活动效益不高的原因是缺少

内化载体、有效工具、学研生态与成长动力。

而通过复盘式研修，遵循学习逻辑，整体

规划，精心设计，抓住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关

键期，建构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研修机制，以

“回顾评估—对比反思—萃取提炼—转化应

用”4个阶段，对典型教育教学案例全面展开

过程复原与深度反思，全程跟进，全员卷入，

全息传感，激发青年教师的反思意识，最终促

进个体与团队的专业发展。

一、动态连续性研修
系统思维下的复盘式研修，秉承客观事

实进行科学规划与顶层设计，紧紧围绕青年

教师专业成长和教育教学工作的重难点展

开，精选真实有价值的关键性事件作为学习

原材料。

流程思维下的复盘式研修，通过知识性

支架、方法性支架、情感性支架，采用传达技

术、对话技术、生成技术，开展实战演练，深入

认识教育教学行为并寻找本质问题。

成果思维下的复盘式研修，采用问题清

单、调查问卷、能量积分等，了解参与兴趣及

状态、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反思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等，使复盘更趋于精准。

一学期以雷达分析图从个体与团队的师

德修养、学习研修、教育工作、教学能力、专业

研究等评价维度作出评价；一学年以校长赠

语形式描述青年教师成长关键性事件或典型

现象足迹，指明专业发展方向。

二、多元全覆盖进阶
复盘式研修营造适宜学习的氛围，使教

与研紧密结合。

沉浸式修习。复盘式研修整合支持性环

境创设、对标式榜样引领、多元化角色担当等

场景元素，引导人、叙述人、设问人、参与者等

各司其职，在学员中形成多层次的互动，营造

良好的研修生态。

螺旋式进阶。从教师个体诊疗与教师团

队推演两个维度出发，共同复盘研讨教育

教学实际问题，提炼出可重复使用的策略

与方法，共建知识、共享资源、共长技能、共

谋发展。

聚变式孵化。整合人力资源，搭建支持

系统，覆盖多元群体。青年教师以“微光卡”

和“三省单”记录点滴成长，激发更多动能，追

求自我实现。

三、数智精准式学习
精确记录有意义的教学片段，剪裁关键

事件尤其是典型现象描述，借助 SWOT、

5WHY、思维导图、531学习法则等工具，注

重输出性学习和输入性学习的融合，同时利

用“思考—疑惑—探究”和“我喜欢我希望—

我想知道”等学习路径，清晰呈现思考过程，

实现有效分析，直击本质。

这种研修方式抓住了青年教师生长的黄

金期，以需求为导向，遵循认知规律，营造发

展空间，指向问题解决，亲历反思锤炼，引领

教师主动自觉地学习，从而获得良好的专业

成长和生命发展。

□绍兴市上虞区华维文澜小学
谭海明

今年是何夏寿开展“童话育人”的第40

个年头。回顾这40年，何老师始终扎根乡

村，不仅给乡村学生打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童

年，还培养出一大批省内外优秀青年教师。

记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贸然拨

通何老师的电话，当时他正在温州参加教学

研讨活动。我在电话里诉说自己的专业诉求

与教学理想，何老师爽快答应：“好的嘛，海明

你先报上来吧。”就这样，一个月后，我成功跻

身何夏寿名师工作室名单。何老师正式成了

我的师父。

作为团队的领头羊，师父对工作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就是：“大家一起再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

设计，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师父从板书、课件到环节设计、语言组

织，挨个把关，倾囊相授，并细致地提出指导

意见，为我拨开前行的迷雾。

师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对于我的疑惑

仍会不厌其烦地讲解。记得我在上习作课

《我的自画像》时，师父在百忙之中一次又一

次地帮我磨课和重构。经过这一次打磨，我

对课堂设计和教学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师父每出新书都会送我一本，有的书我

会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还经常和女儿一起

读。在读完《爱满教育》一书后，女儿对师父

小时候家贫，买不起铅笔，积攒别人丢弃的铅

笔头学习的精神感动不已。

师父自己笔耕不辍，还时常鼓励我们多

写文章，多写下水文，特别是写散文。他认

为，散文是接近生活的文学，能把散文写好的

人才真的懂语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

颁布以后，师父又一直跟我们说要理解和吃

透新课标，多写写关于任务群、大单元方面的

文章。

师父常安排我们同读一本书，每周五晚

上的读书会成了最美好的约定。工作室小伙

伴在会上相聚，畅所欲言，其乐融融。大家志

同道合，互相从彼此身上汲取能量，去历练和

成就更好的自己。

师父平易近人，还拥有一颗儿童般纯真

的心，所以我们在师父面前就比较“调皮”，喜

欢去师父家里玩，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像在

自己家一样自由自在。有时候，大家笑得前

俯后仰，师父也不怪罪，就在一旁呵呵地笑。

师父不喝酒不抽烟，饭量较小，所以身材

一级棒，像个帅小伙。

有一次我跟一个胖胖的师弟开玩笑：“我

们不仅在教学上要向师父学习，身材上更要

紧跟师父的步伐。”

师父笑眯眯地看我一眼，说：“光说没用，

就从现在开始好好克制自己吧。”

大家相视而笑。

可是师父在生活上老是“惯”着我们。每

次进餐，师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还常

提醒我们吃这个，吃那个，趁热吃。

师父不仅关心我们教学业务方面的成

长，还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像一个慈祥的长

辈一样经常嘘寒问暖。每次外出活动回来

后，师父都会在群里询问大家有没有按时到

家，如果有人还没到家，他会挂在心上继续

询问。

今年5月中旬，我在走廊上被一个直冲

过来的学生撞个满怀，导致右胸部第3根肋

骨微裂。师父获悉后马上表示关切，问道“严

重不严重”“有没有去医院”“晚上能否睡好”，

并要我注意休息，让我倍感温暖，心情也一下

子好了很多。

师父不仅给予我示范和指引，也给予我

帮助和关怀，更对我的教育教学产生了深厚

的影响。师父就像是一位大家长，也是我生

命中的点灯人。

营造法式

屐痕处处

成长之路

你是我生命中的点灯人

如家

复盘式研修：青年教师成长新引擎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华泰小学餐厅里饺子香气弥漫，笑声和欢呼声交织。三年级
和六年级学生正在这里举行“转‘饺’遇到爱——冬日暖心劳动实践活动”。他们在
动手制作饺子的同时，也收获了温暖的童年记忆。本次活动是学校“121动起来”劳
动课程实施方案的生动呈现。学校通过生动有趣的项目化课程、丰富真实的劳动
场域，让学生在动手实操中培养兴趣、磨炼意志品质、激发创造力。

（本报通讯员 孙行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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