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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教育随笔②

对教学方法和技巧的训练

研究，不能取代教师人格素养的

养成积淀，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和

依托，我们的课堂就会流于机械

式的“乏味”生产线，会失去育人

过程中应有的能令孩子着迷的

韵味与魅力。

走进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门

口那排苍翠挺拔的松树静默庄重，这些

树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小师生共同

种植的，从一棵棵稚嫩的小树苗长成现

在枝繁叶茂的样子，一代代实小娃在树

下嬉戏、读书……校园里还有一棵奇特

的歪脖子树，浑身散发着岁月沉淀的气

息。树上挂着一个铃，很早以前它“把

控”着整个校园师生的作息时间。后来

有了电子铃，它本该“功成身退”，可它

似乎已经成了实小的一部分，就这样一

直留在了树上。

近 20年校园几经重建，慢慢展露

新颜，可那些树、那个铃作为溧阳实小

成长的重要见证，继续在新校园里陪

伴着孩子们。

120年变迁史

溧阳市实验小学的前身最早可以

追溯到清乾隆 46 年（公元 1781 年）的

“平陵书院”。光绪28年（1902年）书院

改为新式学堂“溧阳县高等小学堂”，这

是溧阳市创办现代学校的开端，距今已

有 120年。第一任堂长是“儒学教谕”

（清代管文人的官职）陈垂纶，学堂每年

招收 40 名学生，学制 4 年，另设“蒙学

班”（相当于初小）共两个班，每班 20

人，学制亦是4年，共12个班。

1912 年学堂改名为“溧阳县高等

（级）小学校”，后又改名为“溧阳县第

一高等（级）小学校”。1937 年溧阳沦

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校舍被日军占用

作兵营，学校暂时停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政府决定办一

所较具规模能起示范作用的中心国民

学校，定名为“溧阳县示范中心国民学

校”（简称“示范小学”），校址选定在原节

孝祠。因日寇撤退时对校舍校产进行

了极度破坏，“示范小学”初办时校园破

败不堪，连一张课桌椅都没有。

时任商会会长姜宝德出面召集城

区大商户和木行业主开会，动员献资献

料；政府亦同意拆部分城墙砖垒课桌

凳。师生整天义务劳动，砌砖墩，铺木

板，除杂草，运垃圾，到1946年3月中旬

才正式开学上课。同年5月，当时的县

长李乙飞、参议会议长姜玉书、省训团

教育长许闻天以及沈同文、周西镐、姜

宝德等40余人组成校董会，一方面继续

向县内的富户劝募，一方面派校长马效

祖等人向在上海的溧阳籍工商界人士

发动捐资。这次共募捐到现款2000多

元和一批木材，木材用于校舍修整，之

后还制作了1000套课桌椅和25套办公

桌椅。至此，“示范小学”有了一个像样

的环境。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示范小学”

改名为“溧阳县东门街小学”。当时只

有12个班级，18名教职工，大约800名

学生，44间教学平房。1958年，溧阳办

起了师范学校，“东门街小学”改名为

“溧阳师范附属小学”，1960 年被确定

为“溧阳县重点小学”和“江苏省学制改

革试点学校”，开设“周会、语文、数学、

历史、地理、常识、劳动、体育、音乐、图

画”等课程。同年4月，当时的中共江

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在本

地领导的陪同下来校视察，对学校的教

学改革给予肯定和赞赏。同年5月，学

校被评为省先进单位。1962 年，因溧

阳师范停办，学校又改名为“溧阳县东

门街小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更

名为“东风小学”。

1978 年，“东风小学”被江苏省教

育厅确定为“重点小学”。1980 年，省

教育厅明确规定，省重点小学必须起

示范带头作用，遂统一将省“重点小

学”改名为“实验小学”。

教育就是服务

曾经，溧阳实小“教育就是服务”的

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提出

这一理念的是时任校长芮火才。在他

看来，学校的管理就是一种服务，为学

生的学习和成长服务，为教师的教育教

学和发展服务。校长不能按个人意志

管理学校，不能要求师生围着自己转，

而是校长围着师生转，根据师生的需求

创设优良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校长不

是学校和师生发展的主宰，而是师生发

展的服务员。校长管理学校的成效不

是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提高，而是师生

发展满意度的不断提升。

当时，为保障学生身体成长所需

要的营养，学校坚持在上午第二节课后

为学生统一提供点心，俗称“课间餐”。

一开始，课间餐很受学生欢迎，但过了

一段时间课间餐剩下的越来越多，所谓

众口难调。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多次

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但收效甚微。为

此，有的老师提出索性取消课间餐。一

筹莫展之际，学校管理人员从饭店点菜

制中受到启发，提出让学生自己选择。

于是，每周五食堂都会发放下一周课间

餐菜单，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填写

一周餐单。食堂工作人员统计分类，进

行制作。这样，虽然食堂员工和教师的

工作任务加重了，但是全校 2500多名

学生都能吃到自己喜欢的课间餐，也极

大地减少了粮食浪费现象。

在溧阳实小，学生不仅可以选择

课间餐吃什么，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老师。在每年开学季，你会看到类似于

招聘现场的场景。学校提前做好班主

任及配班老师的宣传介绍，学生和家长

根据对教师的了解自主选择自己心仪

的老师，这便是溧阳实小当时在省内甚

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选师制”。

在“教育就是服务”的办学理念指

导下，学校还推出了教育投诉制、信任

投票制等，这三项制度实际上给了学

生、家长和社会三次评价的机会：“选师

制”是事前评价，“投诉制”是事中评价，

“信任投票制”是事后评价。实施“三

制”也把好了“三关”：“选师制”把好了

入口关，“投诉制”把好了过程关，“信任

投票制”把好了出口关。

让自主观念和自由灵魂
得以发展

作为溧阳区域内办学的先行者，

实验小学自带教育创新改革基因，每

个阶段都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教育主

张，在秉持与延续的基础上不断丰富

创新，从未停止追求与探索，一如既往

遵循“与儿童方便，成儿童之美”的原

则，以“强健的体魄”“自由的身心”“持

续的能力”“美好的品质”为目标，走出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卓越之路。

这所百廿老校，始终坚持儿童的

视角、儿童的立场，学生的生命需求决

定着学校的教育追求；始终坚持素质

教育，把学生看作“完整而又具有丰富

可能性的人”，使得深植在这片沃土的

实小学子的自由灵魂得以发展，自主

观念得以培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就成立了

学生舞蹈队、乒乓球队等。八九十年

代，素质教育更是得以全面实施，学生

在野外野炊、植树，在校园下厨、做手

工，动手能力在一次次实践活动中提

高，体艺活动蓬勃开展，“三棋”“科教”

“珠心算”“书法”成为特色。动手节、

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这些富有特

色的节日校本课程串起了无数实小学

子精彩而难忘的童年生活，校园里歌

声嘹亮，书声琅琅，笑声飘荡。

在溧阳，不乏一家祖孙三代都在

实验小学就读过的家庭，曾经就有这

么一个家庭，祖孙三代人一起到学校

报名。孩子的外婆激动地从皮夹子里

抽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右上角写着

“一九五六年六一儿童节小白兔舞蹈

留影”的字样。老人指着一群戴着小

兔子头饰的孩子中的一个骄傲地说：

“我是实验小学毕业的，你看这个小

姑娘就是我。”又指着合影中唯一一

位教师说：“这位漂亮的女老师是我

们的舞蹈老师。六一儿童节，老师带

我们排练了小白兔舞蹈，至今我还记

得演出现场台下轰隆隆的掌声！”正

当教师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张老照片

时，孩子的妈妈又把一张彩色照片递

到老师面前，指着照片上那个跑在最

前面、正在放飞一架飞机模型的女孩

说：“这张照片是我偶然在学校网站上

看到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我啊。这是

我们六年级参加学校科技节时的情

景。那时候，在实验小学上学真快乐

啊，每年都有各种节，艺术节、体育节、

动手节、科技节……这张照片里我放

飞的是我亲手制作的第一个飞机模

型。”站在一旁的孩子看着外婆和妈妈

满脸的笑，也偏着小脑袋对着教师笑，

对即将开始的实小学习之旅，这一家

子应该都充满向往。

早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溧阳实

小，考试分数就属于学生个人隐私，任

何人都不能公布学生成绩，学校不鼓

励分数竞争，在乎的是学生生活是否

丰富多彩、自由快乐。学校把一节课

的课时压缩为 35分钟，每天因此多出

一节课留给校本课程：一年级“动手

做”、二年级“经典诵读”、三年级“小足

球”、四年级“棋类”、五年级“地方戏

曲”、六年级“篮球”。同时，学校建立

了“清校制度”——下午 4 点 40 分之

前，学生必须全部离校。这样就留给

学生大量的自由时间，可以充分发展

自己的兴趣爱好。

10 多年来，学校改革的步伐与时

俱进。芮火才校长“教育就是服务”的

理念，让教师坚持学校的一切作为都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张

康桥、邱恭志校长引领的指向儿童生

长的课程改革，让学生始终处于教育

改革的核心，诠释了教师存在的价值，

即教师是一个课程开发者，是伴随学

生生长的重要他人，让学校成为学生

生长的完美时空。

溧阳教育的“黄埔军校”

在区域内，实验小学一直拥有着

溧阳教育“黄埔军校”的美称，因为这

所学校向整个溧阳教育界培养输送了

一批批优秀的教育人才。自 1985 年

贺振华校长被授予江苏省特级教师以

来，溧阳实小已经培养了 9 位省特级

教师，他们分别是贺振华、蒋骏、芮火

才、陆丽萍、林忠、周雨明、张康桥、邱

恭志、周梦莉，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师成

长摇篮。

溧阳实小一直将教师发展作为学

校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学生的发展

依赖于教师的发展，学校只有为教师的

合理需求和专业化发展服务，教师才能

更好为学生的合理化需求服务，才能为

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学校构建

了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即由学习者及

其帮助者构成的团体，团体成员经常在

学习过程中围绕一定的学习项目和研

究任务，沟通、交流、分享各种资源，形

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体

成员在集体学习环境中通过写作、交

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专

业水平。

从学校层面，我们为具有不同发

展愿景的教师个体搭建不同类型的专

业发展共同体。如青年教师网络学习

共同体、课题研究共同体、教学竞赛共

同体、课程研发共同体等，通过这样的

组织方式，走出了一条“抱团成长”的

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学校发展的路在何方

悠悠岁月，100多年放在历史长河

中似乎毫不起眼，但 100 多年的风雨

沧桑给溧阳实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底

蕴——120 年间历任校长教育理念与

改革实践、一代代教师在三尺讲台上

一次次的课堂创新和探索、大松树下

一群群孩子的欢声笑语、学校获得过

的诸多荣誉……

今天的溧阳实小在经历了2007年

和2017年与溧阳市外国语小学和溧阳

市燕湖小学的两次分离之后，办学规

模、师资力量等都有所削弱。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溧阳城区建设“西拓南移”

的规划格局，学校所在区域已然成为老

城区，生源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推

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7年溧

阳市义务教育学校开始实施“县管校

聘”政策，学校每年都有数名教师到其

他学校支教或轮岗交流，几年下来优秀

教师资源不断稀释。面对以上问题，百

廿实小面临着学校发展史上的全新挑

战。新一代实小人不得不思考：学校发

展的未来之路在何方？

曾经的实验先行者、改革弄潮儿，

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

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当前教育追

求优质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溧阳实小应

该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帮助每一位教师实现职业生涯的进

一步发展，推动整个师资队伍向更高层

次迈进。要一如既往地“精耕细作”，在

改革和创新上下功夫，不断优化课堂教

学方式，转变育人方式，探索家校共育

新模式，实现教育合力最大化……

无论如何变迁，学校一直坚持的

儿童视角不会变。因为发展需求被尊

重，一代代学子对在实小度过的时光念

念不忘：“感谢母校的素质教育，成就了

我们最美好的童年。愿时光善待每一

个小伙伴和每一位恩师，更善待我的实

小，因为那是我精神上永远的归属，更

是初心所在的神圣地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

最近在听评课过程中，常会与

年轻教师探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

些具体实用的方法与技巧，如何

“控班”，怎样导入能更好调动学生

兴趣，讲述难点时如何设计认知递

进的“坡度”，“脚手架”如何搭建，

小组讨论怎样聚焦，如何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讲讲议议练练

的时间与节奏的把控，课堂内容的

重点归纳与小结……

这些课堂教学流程与结构中

的具体操作环节，是教师上好每一

节课要精心设计、细致安排和用心

实施的“有形”元素。教师通过研

究课标、梳理教材、摸清学情等方

式不断实践、反思、调整，会优化提

升自己的课堂教学能力。教学中

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有形”的方

法与技巧，是能通过一系列经验积

累、教研培训、反思感悟而习得掌

握的。

但除了这些外在“有形”的方

法与技巧，课堂教学中还有一种

难以通过简单模仿或“依样画葫

芦”的方式掌握或获取的东西。

这是一种既不能量化又难以精准

描述的个体化“韵味”。课堂中教

师那种带有个人特质的“韵味”，

常给课堂教学带来一种特有的魅

力。我们不能低估教师教学中内

在“无形”的特质，它是渗透于课

堂教学具体操作流程的每一个环

节 的 元 素 。 这 是 教 师 的 人 格 风

范、人文底蕴、气质素养在教学中

的个性化显现，学生在课堂上的

学习热情与内心体验、课堂中师

生 交 互 的 情 感 愉 悦 与 舒 适 温 馨

度、师生深层心理层面的互动交融

等，都仰仗于教师内在人格特质和

深层底蕴素养的课堂展现。这些

看似“无形”的元素常常会左右整

个课堂的氛围与“气场”。

所以，好课堂，教师不仅要注

重这些外在“有形”的教学方法与

技巧，还要关注自身内在“无形”的

人格素养、人文底蕴的深厚沉淀。

每当我遇到一堂“大呼过瘾”的好

课，发现上课教师几乎都是内外兼

修、“有形”与“无形”相融、方法过

程与气质韵味合为一体的好老师。

我曾把课堂比作“庙堂”，也提

过 上 课 时 教 师 要 有 一 种“ 神 圣

感”。课堂结构流程的严谨缜密、

对教学方法和技巧的训练研究，不

能取代教师人格素养的养成积淀，

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和依托，我们的

课堂就会流于机械式的“乏味”生

产线，会失去育人过程中应有的能

令孩子着迷的韵味与魅力。

是的，对教师来说，外在“有

形”的教学方法与技巧，只要用心，

通过三五年的实践反思，能习得大

半，但深层内在的“无形”之人格素

养、人文底蕴、气质内涵，则需要长

期修炼、日积月累积淀而成。

让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系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

校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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