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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的名师工作室建设

起步较早，至今已近10年，前后建立名

师工作室 12 批 500 余个，培养学员

5000余人，近三届省特级教师评选中，

80%以上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学

员。“十年磨一剑”，温州名师工作室通

过近 10 年的探索，取得了大量的本土

经验，形成了相对完善、符合温州教师

队伍建设实际的运行机制，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

自 2012 年起，为了实现教育的优

质均衡，温州将名师工作室建到农村

和薄弱学校，在“田间地头”建立了100

余个名师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含两

个及以上名师工作室。辐射范围更广

阔，示范效应更明显，不仅促进了学员

的专业成长，也带动了学校教研组建

设和整个教师队伍建设，进而促进了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名 师 工 作 室 的 基 本 架 构 ，包 括

卓越主持人、优秀学员群和先进团

队文化等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

是卓越主持人，他们是名师工作室

的灵魂所在。

对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我们作

出了“身份”上的规定：省特级教师、市

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这不只是

简单的“赋名”（赋予名师称号），而是

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教育情怀

教育情怀是指名师具有积极的职

业情感。说到名师，人们首先想到的

往往是他们教学有绝招，教学质量好，

在当地很有名气。然而，真正的名师

需要有深厚的教育情怀，“居高身自

远”，教学业务的精通和教学效果的优

秀，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时下颇

为热门的有偿带生补课话题，在名师

那里似乎并不热门。名师们似乎已经

超然物外，他们有“高大上”的追求。

名师会发自内心地以自己为人师表而

骄傲，能从立德树人的事业中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体验到高度的满足感。

在温州的名师工作室，就有这样

一群人。

省特级教师、市名校长白莉莉致

力于将学校建设成为“现代笑园”，她

认为教育需要梦想，需要情怀。有着

这种梦想和情怀的支持，教育者能够

一直努力实践。教育的对象是人，而

人是具有无限差异、无限可能性的，因

此教育必定是面向个体的。学生不仅

是一个学习者，还是一个生活者。生

活的本质属性是人的幸福，作为生活

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要关注学生的

精神愉快和人生幸福。

省特级教师、初中英语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屈小武，聚焦主题创意作业，

带领学员编制了 3 版初中英语七八年

级主题创意作业本，共计近 83 万字的

作业资源库，约1.2万名学生使用该作

业本。她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天”，把

“让每个孩子的生活都能变成一个精

彩的故事”作为努力方向，尊重学生差

异，践行教育民主，搭建人人可以出彩

的平台。屈小武的两个名师工作站分

别设在城郊接合部的潘桥中学和民办

学校树人中学。通过两年时间的引

领，潘桥中学由全区初中第 14 名提升

到第6名，而树人中学在全县数十所初

中里脱颖而出，各项考核指标居全县

第二。而担任南浦实验中学校长的屈

小武，仅仅几年时间就把一所普通初

中变成了温州学子向往的名校。

同样，省特级教师、小学数学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陈加仓，对于数学教育

的理解也不仅仅囿于数学教学本身，

他说：“好课堂都是教师用一生备出来

的，要不断突破和挑战自己；好教育最

终考量的是教师的品格和综合素质，

做教育就是做人。”他认为数学的核心

素养就是通过涨知识，最终涨智慧；通

过数学学习，能为将来做些什么。因

而，他注重使数学与生活发生联系，激

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使数学成为

丰满、有营养、有深度、有温度的数学。

德育特级教师林志超用“千余次

探寻加百余次鼓励”来激励他的名班

主任工作室的每一位学员敢于大胆展

示，告诉学员这才是最快的成长方

式。繁忙琐碎的班主任工作，经名班

主任工作室主持人的“点金术”一点

燃，显得兴味盎然。曾蓉蓉、杨晖、吴

闪燕名班主任工作室培养了一批名班

主任乃至德育特级教师，他们满怀激

情地工作，享受着立德树人的乐趣和

“思维”引领者的光荣。

省特级教师单淮锋、张晓晨、周

岚，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徐克美的中

职名师工作室基于校情，基于职业教

育特点，以课程、课堂为本，进行资源

整合搭建多方位平台，在职业教育领

域耕耘出一片幸福的天地。

独立精神

陈寅恪先生曾以凝练的语言表达

了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库姆斯

在《教师的专业教育》一书中提出：一

个好教师首先是一个有独特人格的

人，是一个知道运用“自我”作为有效

工具进行教学的人。他们往往不从

众、独立自主、直面挑战，并且在解决

问题、发展成长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了

积极的心理体验，带来高度的专业自

信以及自我满足。

在温州的名师工作室中，有不少

敢于挑战权威的人。郑可菜，教学个

性鲜明，思想新锐，如今已是浙江省特

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同时担

任省网络名师工作室和市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她主张学员坚持自己的教学

个性，提炼独特的教学风格，并激励他

们互做教学探寻路上的“提灯人”，在

行进中只问耕耘，不急于求收获，一路

上沿着“录”（对自己典型课例做实

录）——“研”（研究教材、研判学生的

学 习 起 点 ，反 复 推 敲 ，完 成 教 学 设

计）——“磨”（上课－磨课－再上课－

再磨课）——“晒”（晒课、晒评教、晒设

计、晒作业）“四部曲”循序渐进。

再比如程永超，在他发表的数十

篇论文中，提倡独立个性的就有多篇，

如《个性：语文教师的“专业”》，呼唤语

文教师亮出个性；《反省：面对“过去的

老师”》中，特别欣赏“过去的老师”精

神之独立。而其他论文，也蕴含其独

特的个性，如从医生“治病救人”和教师

“教书育人”的比较中认识二者的异同，

从“语文，学你有何用”的批判中，得出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结论，指出语文

学习的作用在于“改变人之生存状态，

提升生命质量”……今年，程永超出版

了专著《问道语文课》，分为“问道语文”

“问道课文”“问道课堂”三编，从中可以

看出他对语文教学个性的执着追求。

如今，他被评为市青年拔尖人才和市

名师，即将成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郑可菜与程永超都曾经是我所主

持工作室的成员。与他们一样，我的

质疑也从未停止过。比如我在发现人

教社语文教材在诗词格律划分上存在

问题后，没有选择“绕道而行”，而是提

出质疑，小心求证，写出文章《诗词曲

节奏划分辨》投稿至人教社主办的中

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没想到

人教社居然对我的“冒犯”大加赞赏，

不仅发表了论文，还按照我的建议对

教材相关部分进行了修改。

此后，不从众、敢质疑成了我的一

个特点，在人们将“吹拉弹唱”作为素

质教育而贬低知识学习的时候，我希

望大家《走出素质教育的误区》；当人

们对中小学职称评审要不要论文的问

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把教师写

论文转化为教学生产力》；当有关部门

领导关于地方课程的看法与其相左

时，我把自己主编的地方课程教材连

同论文《认真处理四种关系建设地方

课程》一起投寄刊发。时任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小组成员的

成尚荣先生就此撰写了《批判性阅读

与语文教师专业成长》，并为温州的多

个名师工作室进行了关于批判性思维

的讲座。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自我的独立精

神是培养学员独立精神的前提和基

础。齐白石教徒时说：“学我者生，似

我者亡。”同理，教师做人、做事也不能

一味地模仿别人，在学习他人的基础

上要有自己的个性特点，这样才能获

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雕塑家米开

朗基罗也主张“顺乎天性”的创作，他

认为“雕塑本已存在于石块当中，最优

秀的艺术家不过是用双手将多余的部

分去掉罢了”。

精湛技艺

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

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

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

基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

无力。”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

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

余。在信息时代做好老师，自己所知

道的必须大大超过要教给学生的范

围，不仅要有胜任教学的专业知识，还

要有广博的通用知识和宽阔的胸怀视

野。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教师，具

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既授

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能够在各个方面

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

名师比之普通教师具有更加扎实

的学识，而且往往具有普通教师所没

有的“成名绝技”。在温州，这样身怀

绝技的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不胜枚举。

对于浙江省特级教师、小学科学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陈耀而言，“少年科

学院”和“家庭实验室”是他的两个“拳

头产品”，他曾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和全国十位“杰出中小学中青年教

师”之一。为了带领孩子做实验，陈耀

开坏了自己的两辆汽车，贴进去 10 多

万元的科学实验器材。在他的带领

下，诞生了 2 项学生的国家发明专利，

获得了900多项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

大赛奖。陈耀和语文名师潘旸一起，

在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设立名师工

作站，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上了许

多“跨界”课，建立了几十门“跨界”课

程，他还和 10 多位名师工作室学员一

起，把学校的一幢旧楼改造成了“少年

科学院”。当你进入“少年科学院”的

微型科技馆，孩子们奇思妙想的作品

会让你眼花缭乱。在陈耀和学员们指

导下做“家庭实验室”的孩子，从最初

的9人已经达到目前的近3万人，涉及

温州市近 300 所小学。陈耀说：“不是

每个孩子都能够成为科学家，但是每

个孩子都应该体验做科学的快乐。”

省特级教师、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黄华伟提倡并实践“我语文”理

念，认为——有“我”才有好语文。所谓

“我语文”，关照的是让人人成为他自

己；“人人”即指每位教师展现出属于自

己的教学风格，上出专属自己的个性语

文味，也是指学生在教师“我语文”的课

堂里，逐渐成为一个富有个性的自己。

他们凭借“我课堂”“我课程”“我语文”

这条主线去找寻与众不同、个性鲜明、风

格独特的语文教学中的“我”。它旨在面

向未来，成就最好的教师之“我”和学生

之“我”。杨绛说：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

身。“我语文”似乎与杨绛先生有了契

合。这种契合也正是“新课改”时代注重

“我”成长教育的精神诉求。《高中“我语

文”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研究》获得省教

研课题一等奖，关于这个课题的答辩，助

黄华伟成为温州市杰出人才。今年，黄

华伟被浙江省教研室选拔为高中语文

教研员。

教育情怀、独立精神和精湛技艺，

三者构成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的基本素

质。教育情怀如同人的大脑，是一种

精神的引领，属于“道”的境界；独立精

神如同人的躯干，构成名师工作室不

同于普通教师培养的显著特征；精湛

技艺如同人的四肢，是属于“术”的范

畴。三者缺一不可，构成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的整体，亦即名师工作室的灵

魂。所以，名师工作室取得的成就，是

在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灵魂的感召下取

得的，这也就是哲学家说的：“教育就

是一颗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顾名思义，名师工作室没有名师、

没有卓越的主持人，一切都无从谈起；

没有卓越的主持人，名师工作室就没

有了灵魂，就会成为行尸走肉。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名师办主

任、教授）

照 亮 教 育 未 来
发现和报道优秀教师，是中国教师报的责任和使命。

一直以来，中国教师报秉承“零距离贴近教师”的宗旨，以“和你在一起”的身姿，深切关注一线教师的工作与生活， 致力于发

现和寻找这样的“非常教师”：（1）尊重并爱每一个学生；（2）有社会担当与教育情怀；（3）有独特的教育思想或教学经验。

他们是实至名归的“四有好教师”；他们重新发现教育的本真；他们影响和点燃身边的人们。为了启发更多的教师回归教育的

初心，引领更多的同路人前行，中国教师报现向全国教师发出邀约，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教师，请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综述，主要

内容包括：被推荐教师的履历、主要成就和影响、与众不同的特质等。请加盖被推荐者单位公章后，发送至zgjsbjscz@163.com。

推荐条件：. 基础教育阶段一线教师（包括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持续执教时间在5年以上。

注：被推荐者将有机会成为年度“非常教师”候选人（将另行通知）。

名师工作室，顾名思义，没有名

师、没有卓越的主持人，一切都无从

谈起。教育情怀、独立精神和精湛技

艺，三者构成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的基

本素质。教育情怀如同人的大脑，是

一种精神的引领，属于“道”的境界；

独立精神如同人的躯干，构成名师工

作室不同于普通教师培养的显著特

征；精湛技艺如同人的四肢，是属于

“术”的范畴。三者缺一不可，乃名师

工作室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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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工作室的灵魂
□ 张新强

卓越主持人：

18名师工作室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