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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董艳与学生借着《向着明亮

那方》的吟唱走上了课程“那诗意乡土的

歌”。以读写“乡土儿童诗歌”为主题，在

每个黎明诵诗、写诗，说创作的小故事，

谈吟诵的体会，共读共写共享诗意。周

二集体朗诵《麦苗》等富有乡土生活气息

的诗，由学生为诗配画，把诗改写成故

事；周三董艳写诗送给学生，并引导他们

赏析，给诗配画；周四集体作诗，董艳引

导学生对农村中的人、事、物等进行挖

掘，确定主题，集体创作《插秧》等诗歌；

周五习诗，学生用一个词、一句话说说本

周诗歌之旅的收获，展示个体创作并说

说创作的小故事；周六“寄诗”，静下来，

沉进去，凭着记忆，课堂上学生的言行举

止，言语表达时的神情变化，倾听者的面

部表情……董艳完成一周诗歌课程的记

录，反思教学行为，提升课程质量。

2014年3月学生写诗送给董艳：

一个个孩子，笑了/一篇篇写话，动

了/一本本书，醒了/笑了，一个个文字/

动了，一篇篇课文/醒了，一个个动态/我

们的董老师/很热情，天天钻进教室里/

和我们在一起……

听到学生的诵读，董艳说：“做教师，

任何表扬都比不上学生纯洁的语言让人

觉得幸福。”

师生就这样读了 600 多首儿童诗，

董艳写了 600 多首儿童诗，学生累计创

作了 3000 多首儿童诗。学生的儿童诗

先后发表在《少年诗刊》等杂志上，董艳

则写了 20 多万字的课程叙事，先后在

“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征文中获特等

奖、年度十佳课程提名奖，申请的六安

市市级课题《乡土儿童诗进课堂的实践

研究》于 2019 年顺利结题。

之后，结合古诗词的厚重、儿童诗的

活泼，董艳和学生一起把古诗词、小古

文、课文改写成儿童诗，开启了“诗与诗”

“诗与文”“文中诗”等课程，孩子的心智

得到了解放和成长。“乡村孩子是一首

诗，这首诗荡涤着我的灵魂，让我以生为

镜，反观师魂；农村教育是一首诗，这首

诗纯净着我的生命。”就这样，董艳不再

困惑，而是以自然为师，开启了教学相长

之路。

以诗人的情怀做教育

做教师，也做诗人，以诗人的情怀做

教育，用生命书写人们最关注的明天的

诗！一直以来，董艳都未停下探寻自我成

长之路，她阅读、写作、思考、实践，在小小

的乡村开出了一朵香气四溢的花。

写作是输出，阅读是输入。董艳从未

忽视过孩子的阅读，她与孩子一起“荡舟

书海”，每月共读一本书，从共同批注到上

推进交流课，从组织展示到上汇报课……

幻想、人文、科学等系列书籍纷纷走入乡

村孩子的眼中、心中。

在《夏洛的网》共读中，学生刘岚潇在

读后感中写道：以前，我为自己是农村孩

子而自卑，现在我会写诗了，也会写文章

了，董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织了一张网，让

我相信农村孩子也会长成一个美好的人，

也可以为他人织网……

师生一起共读了 500 多本书，孩子

们写的读书笔记、做的手抄报攒了一人多

高。在一次学生征文比赛中，董艳班里有

3个学生参赛并捧回了两个省级一等奖、

一个二等奖，家长也竖起了大拇指：“农村

孩子也很棒！”

从读书中来，再到写作中去，董艳开

启了“品味乡土生活”课程，带领学生走进

超市，走向晒谷场，走进田间地头……用

手中的笔描摹农村生活。

初冬时期，穆蕊蕊写的小诗感动了很

多人：

种太阳——送给我们的乡土

冬天到了/忙了几个季节的/动物们，

也该/睡一个好觉了/这个时候/我真想种

一个/大大的太阳/给他们搬过去/让每颗

心灵/还有每寸土地/都暖暖的/香香的

“我看见了我们家冻得缩成一团的小

鸡，我就想我应该种一个大大的太阳了。”

穆蕊蕊在谈起自己的创作故事时说。

当孩子的小诗、创作感言以及配画发

表出来以后，许多家长被这颗柔软的心感

动了。

2016 年，董艳以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为突破口，研发读写课程“远方的诗”。

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架起桥梁，开启了孩

子与父母之间每周一封信的书写，让他

们在阅读彼此文字中了解对方所在的环

境，感受那被拉长的教育温暖。

2017 年 3 月，郑恩耀给妈妈的信中

这样说：“亲爱的妈妈，您怎么样了？您

的身体好吗？最近吃得好吗？活好不

好干？辛苦吗？我的学习您不用担心，

我会很努力的……”

妈妈回信：“可爱的儿子，妈妈很

好！吃得好、住得好、工作也好。就是

想你了！只要你健康成长，妈妈什么都

好……”

每每在群里看见这样的信，董艳的

泪就止不住地流。留守的孩子不再因

缺失的爱而孤单，远走的父母不再因

爱的缺失而不安，此刻的家长和孩子

是幸福的。

用心用情守一方乡土教育

在阅读中，董艳认为有一本书最契合

自己的成长，那就是怀特海的《教育的目

的》。怀特海在书中提到了“教育节奏”的

概念，并用浪漫阶段、精确阶段、综合阶段

进行定义。做学生18年，做教师18年，董

艳尝试以自己18年的角色转换来给这个

“节奏”和阶段作出注解。

在读与写的精心雕琢和梳理总结

中，董艳逐渐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课堂

叙事形式：教材解读，浪漫感知，用走进

的方式，站在读者、学者和教者的角度剖

析文本价值和教学价值；课堂叙事，精确

记录，用走进的方式，使用现象学描述

法，还原一个本真的教学现场；教后反

思，综合运用，用走出的方式，分析自己

的解读与教学差异，预设与学生发展之

间的出入。

董艳的读写行动引来了不少关注：

她成了教师领读者，与老师们一起共

读；她在《教师博览》首届读书论坛上分

享了一个农村教师的教育写作心得；她

在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上讲述了一个

农村教师的读写故事……2016 年，在全

国新教育研究院及霍邱县教育部门的

支持下，董艳申请成立了新教育萤火虫

六安分站，她带领义工教师进行线上、

线下阅读及教育交流，教育服务覆盖了

10 多个县市的 60 多个乡镇，惠及 8000

多名师生。义工教师高亚男说起公益

课程，深情款款：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时，眼睛会发光的。我虽然是一名普通

的乡村教师，但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学生家长说，公益课程是农村孩子

最好的“营养餐”。

2019年，在董艳的倡议下，一群乡村

教师成立了“燎原”成长团队，每周写一篇

教育叙事，每月共读一本书，他们希望以

叙事来解读教育，以阅读来成长自己、成

全学生。疫情期间，他们以“抗击疫情，守

护希望”为主题开展线上公益课程“晨诵

共读 说写”推送，惠及六安市 2000 多名

学生，深受大家喜欢。

“不管 18 年还是 28 年……学生的方

向就是我的方向。”董艳不会忘记自己的

誓言：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

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

与儿童共写那诗意乡土的歌

这个从没看过黑板的女
孩，读博一年了

黄莺是全国首位参加普通高考进

入重点大学的视障学生。2022年，27岁

的她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舍友拍下她努力学习的模样再次

引发网友关注：“你努力的样子在闪闪

发光！”黄莺两岁时，高烧导致她视网膜

色素变性，双眼只剩下光感。初中毕业

后，同读盲校的同学大多成为按摩推拿

师，但黄莺却选择了另一条路。2015

年，黄莺作为宁夏首位视障考生参加了

普通高考，最终以高出当地理科一本线

85分的成绩，被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录取。

——据央视新闻

▶短评：如果生活给你一堆石头，

你会将它建成一座桥还是一堵墙？当

我们面对挫折时，不同的选择带来的会

是不同的结局——或者一蹶不振，或者

绝处逢生。我们为黄莺的故事而动容，

是因为她用行动打破了生活的魔咒，真

实诠释了“视障人士可以有更多选择实

现自己的梦想”；当然，我们也知道，她

背后为此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努力。黄

莺曾经说，“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

干”，这是千锤百炼、千磨万击之后才有

的从容自信。许多人在黄莺面前发出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的感慨，当

我们懈怠，当我们埋怨，当我们想着放

弃的时候，不妨再来重温一下这个女孩

的故事——她会鼓舞着我们勇往直前，

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女孩因“追星”努力学习
保送北大

近日，来自山东济南的17岁高三女

生魏应麟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梵语巴利语

专业冲上热搜。魏应麟称，自己小学就

读过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在了解季羡林

先生的生平后得知了梵巴语的存在并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知道季羡林是北京大

学该专业的第一位教授后，魏应麟便想

考上北大。她表示，北大梵语巴利语专

业4年一招生，自己能被保送除了喜悦外

也觉得非常幸运，终于如愿能追随偶像

季羡林先生的脚步，意义非凡。

——据海峡网

▶短评：追星文化越来越深刻影响

着下一代，一些中小学生沉迷于“饭圈”

之中，甚至不惜做出某些出格举动，现如

今已经引起家长和社会的深深忧虑。学

生时代到底该如何追星？魏应麟同学的

回答是，要追“学术之星”。她以季羡林

先生为榜样，为了能追随大家的脚步而

努力学习，最终赢得了保送北大的宝贵

资格。事实上，每一行每一业都有像季

羡林先生一样璀璨发光的明星，袁隆平、

屠呦呦等功勋人物，不都是值得追的明

星吗？青少年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在

求学过程中找到那些真正优质的偶像，

在前进路上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切勿

一头扎进娱乐圈里，染上“饭圈”的不良

习气，虚耗了青春，耽误了大好时光。

女生无意碰到老师被脚踢
拉扯？涉事老师已被辞退

近日，一段网传视频中，一位女学

生不小心碰到了正在走路的女老师，随

后竟被老师用脚踢并拉扯进教室，视频

引发较高关注。5 月 26 日，福建省德化

县教育局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通

报称，目前，根据相关规定已对该编外

合同教师许某进行批评教育并解聘，该

教师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当

面向该学生及家长道歉。通报还表明，

将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强化师德师

风教育，加强学校内部管理，杜绝类似

事件发生。

——据光明网

▶短评：互联网是一个“情绪场”，天

然有着对“恃强凌弱”的极度反感。更何

况，涉事者居然还是一名教师——教师

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人民教师无上

光荣”，在社会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氛围的

大环境下，人们对教师这一职业普遍有

着较高的期待。师德师风问题往往表现

出高关注、低容忍特性，所以这类“教师

欺负学生”的视频一经传播，很快激起了

社会的一片讨伐之声。在此需要提醒的

是，师德的底线需要牢牢守住，师德的红

线坚决不能去碰。既为人师，就要牢牢

把住师德这个打头的“1”，没有这个“1”，

后面再多的“0”也毫无意义。

热点 本期评论员：黄浩

2023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丁勇） 日前，2023中国工程机器人

大赛暨国际公开赛在安徽芜湖落幕，工程越野对抗、竞

技，机器人物流分拣、配送，机器人舞蹈两足仿人、多足

仿生，机器人硬笔、软笔书法等赛项中细致的目标任务

考验着机器人的作业能力。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类机器人创新大赛，此

次赛事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空军工程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皖西学院等 147

所高校院所的 1702 支队伍共 6000 余名选手参与角逐。

具体涵盖搬运工程、工程越野、空中机器人、机器人物

流、仿人竞速、视觉机器人、人工智能、医学工程等 20余

个大项。

本届大赛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安徽省芜湖市人民

政府、安徽工程大学主办。赛事紧扣“工程”“应用”和

“实践”，项目应用目标明确，强调动手实践，通过完成一

个具体的工程任务来代替人或协助人进行工作。赛事

吸引了中科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

学等科研院所的院士及专家教授现场指导。

据介绍，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是一项

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发起创立的机器人赛事，自2014年

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届。十年来，比赛规模不断扩

大，比赛项目不断完善，对机器人技术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发展以及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

聚焦“让劳动教育回归真实”
中小学新时代劳动教育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 钟原 崔斌斌） 5月27日至28

日，由中国教师报、浙江省平阳县教育局、平阳县鳌江镇

人民政府主办，平阳县教育局鳌江学区承办的中小学新

时代劳动教育论坛在平阳县鳌江镇滨江小学举行。本

次论坛的主题是“让劳动教育回归真实”，与会专家从劳

动教育课程实施、建设高质量劳动教育体系以及各校劳

动教育理念落地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实践案例生动

形象地呈现了学校如何将劳动教育落实到“真”上。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吕同舟，平阳县委副书记陈

桂雷，温州市教育局总督学吴君宏，平阳县委常委、鳌江

镇委书记王奔等出席论坛，来自全国20个省份的600多

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储

召生主持。

本次论坛共分主旨演讲、案例分享、自由演讲、点评

报告、成果展示、圆桌沙龙等单元。中国教科院劳动与

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燕、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

动教育学院院长李珂、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

丰、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管光

海分别作了专题分享。

论坛还推介了鳌江学区整体推进劳动教育的经

验。鳌江学区展示了《“1+X”区域劳动教育新样态——

区域推进劳动教育的鳌江实践》的成果。国家督学、原

江苏省教科所所长成尚荣，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

院劳动教育教研员黄辉分别对鳌江学区的劳动教育成

果进行了点评。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在乡村生源流失的背景下，这里

的乡村幼儿园却出现了“一位难求”

的现象，为什么？在教师工作节奏加

快、压力加大的当下，这里的乡村教

师却倍感幸福，为什么？

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的一座小镇——朱台镇。朱台镇

中心学校管理范围内现设有 1 所初

级中学、3所小学、6所幼儿园。

2021 年，朱台镇中心学校提出

创办“有特色、有味道的幸福乡村学

校”的发展目标，打造乡村“幸福教

育”品牌。如今两年过去了，这里的

师生真正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为师生幸福“筑基”

2022 年的某天，一通特殊的“投

诉”电话打到了淄博市 12345市长政

务便民热线，原来有位家长想借此表

扬朱台镇桐林小学教师许艳玲，感谢

她对孩子付出的真挚关爱。同是在

桐林小学，2021 年教师孙建华给班

里每位学生写“诗歌体评语”被多家

媒体报道，后来获评山东电视台“年

度新闻人物”。

近年来，在朱台镇类似教师“用

心”帮助每一位学生成长的故事层出

不穷。从 2022 年开始，朱台镇中心

学校开展首届“幸福教师”评选活动，

以学生投票方式评选出 10 位“幸福

教师”。

通过价值引领强化教师职业认

同，构建信任、尊重、支持的教育生

态，鼓励教师厚植乡村教育情怀、在

职业发展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朱

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教育创

造幸福、传递幸福，通过幸福促进教

育、优化教育”。

朱台中学教师韩志洋今年在临

淄区实施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示 范 项 目 ”中 感 受 到 了 成 长 的 幸

福，借助新安装的数字平台，他可

以在外出跟岗学习之外，在线上以

更便捷的方式与城乡发展共同体

的教师分享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

经验，练就过硬本领、增强职业“幸

福力”。

幸福不只是精神上的鼓励，也

来自物质的支撑。近两年来，朱台

镇各学校、幼儿园在当地政府和企

业支持下实施餐厅升级改造工程，

更换校园厨房设备；建设可供教师

阅读及休息的“教工之家”，给师生

幸福提供了更多的硬件保障。今

年，以创建省级教育强镇筑基试点

镇为契机，朱台镇准备争取各方支

持设立教育发展基金，激励师生成

长，为师生幸福“筑基”。

“乡土风”吹来幸福的味道

在朱台镇中心幼儿园，“幸福教

师”何小燕正在和孩子一起上手工

课。玉米芯做身子，玉米须做波浪卷

头发，晒干的玉米皮做亚麻色长裙，

加上橡皮泥捏的眼睛、嘴巴，一位“时

髦女士”在孩子的小手里“诞生”了。

走在这所乡镇幼儿园，墙壁上、

窗台上“乡土风”扑面而来。用丝瓜

瓤做的火箭和猫头鹰，用桐子壳、棉

花壳、松塔做成的风铃，用玉米穗围

成的狮子头……乡土材料做成的幼

儿手工作品琳琅满目。

“我们要脚踩泥土，依托乡土资

源，创办适合乡村学校发展的特色幸

福教育。”朱台镇中心学校校长任利

利说。

循着“让孩子的童年贴近泥土、

贴近本真”的办学思路，朱台镇中心

幼儿园充分挖掘镇域乡土资源优势，

编写了独具特色的园本活动课程

——《泥土里播下太阳的种子》《小泥

巴大变身》《快乐剪纸》等。

既有独特的教育优势，又有与

城区幼儿园一样的先进配套设施，

“幸福教育”实施以来，朱台镇中心

幼儿园出现“逆向”发展。在乡村幼

儿园普遍生源流失、入园幼儿数量

不足的情况下，该幼儿园出现了扩

招才能满足区域内幼儿入园需求的

现象。

不仅是幼儿园，秉持“贴近乡

土”的教育理念，朱台镇中小学生在

劳动和实践课堂中体验到了别样的

幸福。

作为“国家级良种繁育基地”“中

国厨房设备产业基地”“山东省美丽

宜居小镇”“山东省装饰纸产业基地”

“鹧鸪戏之乡”，朱台镇有着丰富的劳

动教育和社会实践资源。广阔的乡

村给学生劳动和社会实践提供了天

然而真实的场域。学生走进田间地

头、蔬果大棚学习现代育种业、生物

学知识，走进工厂学习工业生产知

识，走进乡土文化遗产学习传统艺

术、理解乡土文化……勤劳、淳朴的

价值理念和知乡、爱乡的情感也在学

生的心田扎下了根。

“通过了解家乡，我感受到了自

己与家乡之间那种深厚的情感上的

联系，家乡的土地仿佛源源不断往我

的身体里注入着某种力量。我爱我

的家乡。”朱台中学学生杨丽洁说。

“小课堂，大收益”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像许多乡村学校一样，朱台镇几

所小学出现生源流失、学生数量减少

的情况。面对困境，朱台镇教育人调

研后决定转变教学思路，化劣势为优

势，优化“小班制”教学模式，引导教

师充分因材施教，为学生打造“专属”

的学习方法指导，真正实现“小课堂，

大收益”。

“小班制”教学模式，不仅使区域

内学校走上一条“小而美”“小而优”

的精准化发展道路，同时教学质量和

师生关系融洽度的提升也给学校师

生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课上“小班制”，课后活动多。

每周三下午的社团活动时间，朱台

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内飘逸着墨香，

处 处 可 以 听 见 围 棋 落 子 声 、读 书

声，操场上篮球、足球、跳皮筋、滚

铁环等活动热火朝天……朱台镇

中心小学充分挖掘校内师资资源

和现有配套设施，开设多样社团，

让学生享受到丰富的课后服务资

源带来的幸福。

“作为乡村教育人，我们不能只

看到阻碍乡村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

要积极应对，开拓创新，挖掘乡村教

育独有优势，以社会各界对乡村教育

的支持为助力，带领乡村教育走出一

条切合实际的幸福发展之路。”任利

利说。

小镇教育“故事多”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打造乡村“幸福教育”品牌

□通讯员 宋以生 张爱梅 □本报记者 黄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