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京都小学 张 茜

“你为什么喜欢折纸飞机？”

“因为我能让纸飞机自由

自在地飞翔。”说完，小林神秘

地拿出一个纸飞机放到我面

前，然后飞快地跑回座位。

看着手中的纸飞机，以及

上面的可爱字迹，我不禁露出

微笑。

小林是个外向开朗的男

孩，课间休息时，常能看见他

拿出一张白纸，慢慢地对折，

再对折，不一会，一只纸飞机

便呈现在眼前。他折纸飞机

的方式很简单，有时也会挑战

一些高难度的折法，每每这

时，学生们便会围到他身边，

小林也非常乐于分享，因此很

快便跟班上的学生们打成一

片。对了，他还有一个昵称

呢，叫“飞行家”。

可是，没有学生主动跟小

林学习折纸飞机，小林也会

邀请同学一起玩，但没有人

愿意。

有一阵子，每到休息时

间，学生们便三五成群地聚在

一起唱歌。外向的小林这时

显得异常腼腆，还是一个人玩

纸飞机。

久而久之，小林和班上

的其他学生形成一种默契，

别人唱歌的时候，曾经受欢

迎的“飞行家”默默地折着纸

飞机。

我注意到小林的变化。按照马斯洛的需

求层次理论，课余时间与同伴玩耍是小学阶

段最重要的社交行为，没有人不渴望被他人

接纳、认可与尊重。

一次音乐课学唱《大家来唱》，这是一首

简单的二声部歌曲，学生们很快便学会了。

小林却一直低着头，仿佛在回避什么。看着

小林羞怯的表情，我决定找时间和他谈一谈。

在单独交谈中，小林慢慢吐露心声。他

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所以一直没有勇气

唱歌，更不敢和同学一起唱歌，担心同学笑话

自己的歌声。小林捏捏手中的纸飞机，显得

苦恼、无助、气馁。

我耐心地疏导：“课间常能听见你的笑

声，这样的声音是最放松、最自然的。现在你

觉得自己唱歌的声音不好听，有可能是发声

的方法不对。”

我为小林介绍男声的分类：男高音、男中

音、男低音，以及它们的区别和特点。“就像我

们折纸飞机一样，唱歌也是需要技巧的，你的

声音很好听，但唱歌时挤压嗓子或一味喊叫

会让声音变得生硬。”

小林看了一眼手中的纸飞机，若有所思

地点点头。我与小林约定，音乐课后的休息

时间帮他练声。我想，“飞行家”又要起航了。

我让小林选择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让

他试着跟随音乐轻声哼唱，以降低演唱的紧

张感。在深入了解小林的乐感后，我设计了

一系列与他的发声特点相契合的练习，引导

他发现自己在歌唱上的独特之处。

经过阶段性的训练，小林找到了他的舒

适音域。我从小林最自如的低音区着手，为

他量身打造了一条通往歌唱舞台的路径。

起初，小林总是小心翼翼的，甚至都不敢

张大嘴巴。在练习的过程中，我时常邀请其

他学生一起参与，让小林重新感受到集体的

温暖。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林的声音逐渐

从吃力、刺耳的“大白嗓”转为圆润、透亮、真

假声结合的好声音。

声音质感提升之后，小林不再排斥唱歌，

而是敢于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情感。

时间过得很快，一月一次的班级音乐会

又要开始了。学生纷纷报上自己的表演曲

目。在报名即将结束时，小林拿着一架纸飞

机走上讲台，将它放在我的手掌上，“老师，这

是我报名的曲目——《纸飞机》”。

这下，学生们炸开了锅。“小明这是要参

加音乐会？”“我可从来没听他完整唱过一首

歌。”“他的声音是怎样的？”……学生们纷纷

猜测。

我知道，为了这次音乐会，小林私下练了

很久。音乐会上，小林缓缓走上舞台，朝我投

来略带紧张的眼神，我冲他轻轻点头，为他无

声加油。

当小林演唱完毕，班级里有几秒的安静，

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小林将目光转向每

一个鼓掌的同学，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这段美好的经历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音乐教育的力量，它能够因个体发声特质而

变奏出美妙的旋律。

后来的日子里，我总是能在校园里听到

小林的歌声，有时候轻轻的，有时候高高的。

在那欢快的歌声里，我仿佛看到了一只纸飞

机在天空自由飞翔。

渐渐地，我又看见小林在人群中扎堆，甚

至还看见他在教别人唱歌呢。后来，在合唱

团的竞选中，小林还成功地拿下声部长一职。

至于我，现在拥有了一筐写满音符的纸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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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沈仁红

如今我手机里最活跃的微信群、钉钉群，

是涉及数百名浙疆两地教师的磨课评课群、

专业成长群和写作群。我告诉阿克苏地区的

一线教师，我的教研帮扶没有结对仪式、不需

要授牌挂牌，而是即时互动，无论支教结束与

否，大家随时都可以来联系我。

寒假结束后，在江南春寒料峭、北国仍是

冰天雪地的日子，我于凌晨两点多回到位于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水稻田农场的驻地。

中午，我收到学员小古丽的微信，希望帮

她指点两个准备参赛的精品课课件。每每见

到这种信息，我的思维就莫名活跃起来，但我

只是回复“收到”，接着花上个把小时研究学

员发来的材料，如说课稿、课件、微课视频、活

动通知等，对每个细节、节点、重点、难点了然

于心，然后再给学员回电话，详细地提出我的

修改意见。

一周之后，小古丽又发来信息，让我帮她

审核重新修改的文字和视频材料。

每天我的手机里各种留言纷至沓来，有

的向我请教教学中遇到的困惑，有的让我提

供可借鉴的作业设计，有的请我对个人专业

发展提供建议……其实，有很多教师是前几

期的学员，但我还是会停下手中的事，有求必

应，有问必答。

或许是源于多年从事教科研工作的“职

业病”，或许是新疆教师的自我驱动力感动了

我，无论手中有事没事，无论眼下是难得一闲

的周末还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工作日，我都会

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又过了10来天，小古丽在微信里感谢

我，说她的精品课被选上了，刚上传到新疆中

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正在等待后期的评定。

我马上打电话送去祝贺，心情和电话那头

的她一样雀跃。等到挂上电话，我长舒一口

气，尽管这只是一件小事，但总算功德圆满。

2023年年初，经过个人自荐、层层选拔，

我踏上了教育援疆的征程。据说，杭州市级

专职教科研人员前往边疆支教，我是头一例。

援疆的初心植根于童年，我的军人父亲

常骄傲地讲述在边疆的峥嵘岁月，他相册里

的大西北土地风貌深深地吸引了我。

如今，我终于成行，来到这一方完全陌生

的地域，做一生最熟悉的事情——教育。

到达阿克苏地区的第三天，凌晨突发5.1

级地震，天亮后照常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上午，我们便根据事先的分工各自上岗，我的

主要工作是在教育学院负责培训，学员是整

个阿克苏地区的新任语文教师。

这边太缺中学段教师，尤其是中学语文

教师。近几年来小学段逐渐富余的部分教

师，也亟需完成向中学语文教师升段的艰巨

任务。因此，我的时间也直接被语文课堂拉

满，白天授课，晚上备课，利用间隙帮徒弟磨

课，心无旁骛，辛苦而充实。

但我没有忘记，我的后方岗位是专职教

科研员，一想到这里，我那颗教研的心就按

捺不住，实在想为阿克苏地区教师发展做点

什么。

我发现，新疆的语文教师普遍怕提笔写

作，就算写几句感言都极畏难，不到千字的一

篇教学心得也要我反复催改好多次。这是因

为他们的国通语基础薄弱，这也导致他们的

语文课堂认真但保守，课堂设计缺乏灵动。

我特别想能够帮助他们培养笔头习惯以及终

身的“语文味”。

来到新疆后，我多次参加植树活动，每一

次大家都能从泥土中挖出大堆的鹅卵石。我

突发奇想——让我们在石头上写诗吧！

祖国万里疆域之壮阔、新疆地质地貌之

神奇、阿克苏地区物产之丰富、日常思维浪花

之泛起……无不能在心里化为诗文，让创作

的冲动时时涌现。

要开始诗歌创作单元教学了，我让每个

学员写一首处女作，打磨完善，配上图画，动

手描在石头上。

教师张娜谈道：“尝试过我才发现，石头

上的诗情画意是情感的极大宣泄，每一个文

字、每一个图景，都是对精神的完美勾勒，而

文学性情与个人思考是其精髓。这就是语文

的陶冶作用。”

教师热依安古丽·玉山江兴奋地说：“在

鹅卵石上写诗作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文字

的浪漫，乐在其中……”

要让学生爱上语文，必先让教师热爱文

学创作，这样的教研不是面具化的，而是融

进感情、充满深情的，把生活与工作融为一

体的。

于是，一门精品特色微课——

石头文学创新课程被设计出来

了，持续挖掘着师生的审美潜质

与语言实践能力。

我是杭州“西湖作家群”的活

跃一员，除了平日坚持写些时评、

散文、教学感悟，我还坚持15年做

一件事情——带学生和徒弟一起

写中高考作文。援疆第一年的高

考季，这个习惯我一样没有中断。

说做就做，去年高考首日，上完

一天的课后，我马上对浙江与新疆

两份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故

事的力量”与“一花独放不是春”发表

自己粗浅直观的感悟快评：

“宇宙博大，时间深远，每个国家

都是世界大家族中的一员，每一个体

则更是微尘一粒。我们不妄自菲薄，更不会

妄自尊大，在吻合自然的轨道上，或奔跑听

风，或畅看风景，始终怀揣美好之心，并相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五彩缤纷的祖国百花

园中演绎我们荡气回肠的大故事、温暖和谐

的好故事……”

直到晚上11点多，“浙疆教师写作群”里

还是热闹非凡，在我的鼓励之下，教师们陆续

交出了自己的高考下水作文，既切身体验了

一把中学生的压力与不易，也实实在在地进

行了动笔锻炼。

教师马儿哈巴·土尔地说：“作为一名青

年教师，我们应该有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在

讲作文教学时，沈老师能随时拿自己的作品

给我们举例，原来科研离我们一线普通教师

这么近。”

我觉得，援疆就一定要从心底去除过客

角色，下定久久为功的决心。面对新疆青年

教师的锐气、对教育教学的探究与渴求，我尝

试着让教科研也和文学创作那样柔软和温

润，撬动他们动笔，树立勤写的理念。假以时

日，他们将成为爱写、会写的“文艺青年”，成

为热爱本职工作、具有人文关怀的语文教师。

□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丰子恺学校
王晓艳

“老师，他老是被扣分，我们都不想

要他。”

“是的，我们好不容易赚来的分，都

因为他不遵守纪律，快被扣完了。”

“老师，每个星期都这样，我们组不

想要他。”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抱怨，一个个小

脸涨得通红，嘴巴噘得老高。

不用说，这说的肯定是淘气包——

来来。

来来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生，

戴着一副蓝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但

可别被他的外表“蒙骗”了。如果用一

个词来形容他，那就是“乱七八糟”。

作业拖拉不说，还写得东倒西歪、涂涂

改改、错字连篇，每次批改都要把教师

气得血压升高；他的书桌，书和本子东

一本西一本，屁股下面还总是坐着几

本；每次排路队，他总是东张西望、喋

喋不休……无论分在哪个组，准保是

扣分的重点对象。

当初分组的时候，为尽量做到每组

实力均衡，我看班长薇薇的小组实力较

强，就把来来放在他们组，希望薇薇能

挑重担，管管他。可时间一长，连连扣

分，再优秀的学生也承受不了。

学生们正在气头上，我不能贸然用

大道理去说教，先耐心听他们倾诉，并

安慰道：“你们受委屈了，老师知道你们

的不容易。”

把薇薇他们送出办公室，我开始思

考这件事。我想，来来起初一定是不想

让小组扣分的，但终究因为自控能力、

自理能力都比较弱，减分容易，加分

难。久而久之，他失去了信心，索性破

罐子破摔，对扣分就无所谓了，小组荣

誉感渐渐地消失。

怎样恢复来来的信心呢？

第二天晨谈时间，我先批评了来来

的表现：“你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使小组

每天扣好多分，这样小组其他成员肯定

不愿意跟你一组。班级是一个大家庭，

小组是一个小家庭，要互帮互助，共同

进步，才能和谐幸福。”

这些话必须当着全班的面说，来来

听后，一直红脸低头不语。我看他已经

知错，就不再批评他，突然将矛头掉转：

“当然，我不能只批评来来一人，其他组

员，特别是组长，也需要教育。”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你们面对

自己的组员犯错，不是一起想办法帮助

他，而是想着把他踢出组。你们这样

做，对吗？你在家里犯了错，你的父母

会不要你吗？生活在集体中，必须时刻

提醒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这个集体需要

我们共同经营。”

此时，我虽然是在批评薇薇和来来他

们组，但对全班其他小组也有告诫作用。

接着，我对考核制度进行了调整。

对于来来这样经常被扣分的学生，不能

轻易扣分，而是以提醒和帮助为目的，

给他3次改正的机会，如果改正就不扣

分，如果还是不改再考虑扣分。

反之，如果他们在学习和班务上表

现上佳，加分翻倍。比如别人加2分，他

们几个可以加4分。对此，其他学生听

了没有异议，来来等几个“扣分大王”的

眼睛里也有了满满的希望。

课后，我把这次调整结果传达给任

课教师和生活教师，让他们对来来等学

生尽量以鼓励为主，在原则范围内尽量

不扣分。教师们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这

项措施。

而我自己呢，开始在班里发挥“火

眼金睛”的能力，只要看到来来有一点

点进步，如字写得好了、坐姿很端正等，

就立即当着全班的面表扬加分。组员

帮来来辅导作业、整理抽屉，也给他们

组加分。

有时候，实在找不出一点加分的理由，

我就制造理由。“来来，帮老师倒杯水。”“来

来，帮老师去办公室拿本书。”……然后给

他加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小组失去的

分渐渐加回来了。来来在同学们的帮

助下，也好像换了一个人，任课教师反

映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更好了。来来

的家长看到孩子的变化，多次向我表示

感谢。想想之前那种水火不容的状态，

再看看如今的和谐画面，我别提有多高

兴了。班级里学生互爱互助、氛围温

馨，让我真正体会到身为一位人民教师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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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边疆探索柔性教研之路

“老师，我们组不想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