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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乡村男幼师
□林 峰

在乡村教书育人

2011年8月，我成为福建省福州

市长乐区第一位通过教师招录考试

的男幼儿教师。入职乡村幼儿园后，

每天看到孩子在游戏中冲我微笑，我

觉得付出再多也值得。

平时，我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玩

游戏，还经常带着他们参加各种户

外运动，如踢足球、拍篮球、爬栏杆

等，同时鼓励他们尝试新动作、探

索新玩法。每次看到孩子开心地

玩耍，我的内心就会充溢着满满的

幸福。

作为男幼师，我一直坚信，只要

以关爱的心面对幼儿，就一定能放下

自己“大男人”的架子，做到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这样就能以一视同仁

的眼光去呵护每一个幼儿，帮助他们

快乐成长。

在我所带的中班中，有一个叫

星星的小女孩，特别活泼开朗，她经

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幼儿园组织

的各种亲子活动，可以说是园里的

模范家庭。本以为她一定能在这样

幸福的家庭中茁壮成长，可是在她

上大班的时候，她的妈妈因胃癌晚

期去世了。

病痛带走了最宠爱自己的妈妈，

也带走了曾经活泼开朗的星星。星

星变得沉默寡言，再也没有参加过幼

儿园组织的活动。每次班里开展活

动，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呆坐着，无

言地看着天花板。如此孤单的星星，

实在让人心疼。为了让星星也能拥

有健康快乐的童年，我特别关注她在

班级的表现，并陪着她一起做感兴趣

的游戏。在幼儿园组织亲子活动时，

我邀请星星的爷爷奶奶一起参加；在

日常的教育活动中，我多次上门家

访，与星星的爷爷奶奶沟通交流，了

解星星的每一处微小变化；逢年过

节，我会亲手制作贺卡、买些小花或

糕点，送给星星。

渐渐地，我发现星星的脸上又有

了笑容，慢慢开始接受集体活动，又

跟小伙伴一起玩耍了，活泼开朗的星

星又回来了。现在，星星已经读小学

了，并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每天总会遇

到一些突发的棘手问题，有时我的男

幼师身份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我的班上，有一个十分内向的小男

孩，他总是在午睡时紧皱眉头、号啕

大哭，不论女老师和保育员阿姨怎么

劝都不愿午睡。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我以大哥哥的形象笑着走到他的床

边，对他说：“林老师带你去教室外面

散步怎么样？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寻

找宝藏好不好？”他的注意力马上就

被吸引了，不再吵闹，很快安静下来，

睁大眼睛冲着我笑。接着，我又对他

说：“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睡午觉，林

老师每天都带你去室外寻找宝藏，好

吗？”他听了，兴奋地告诉我：“可以，

林老师你真好。”

接下来的几天，这个小男孩真

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每天都会

主动告诉我：“林老师，我今天有睡

午觉哦。”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

欣慰地发现，他确实克服了对午睡

的抵触情绪，每天都能安稳入睡。

当我以男幼师的爱去拥抱幼儿、感

化幼儿，从而改变他们之前的不良

习惯时，我都会感到无比快乐。这

些快乐来自于幼儿的点滴进步，来

自于家长赞许的目光，还来自于同

事和社会的认可。

如今，我成为了一名乡村幼儿园

园长，在工作中与同事不断探索寻找

适宜幼儿园发展的路径，以“足球”

“篮球”“2.0 信息技术”为办园特色，

以“真知真行、自在童年”为办园理

念，创建了富有农村地域特色的“五

微五优”党建品牌，构建了独具创新

的“潭幼悠乐时光课程体系”，从而突

破了乡村幼儿园办园难的窘境。

选择幼师职业，对于我来说，既

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份归属。我是

一名普通的男幼儿教师，爱唱、爱

笑、爱游玩、爱做梦，每天能够与孩

子一起快乐成长，于我就是莫大的

幸福和成就。

（作者系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潭

头中心幼儿园园长，入选 2020 年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支

持下，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

实施“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5 年来奖

励乡村教师 1500 余名，为

展示乡村教师风采，助力

乡村振兴，本报特开设“在

乡村教书育人”专栏。

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一大幸事，我的博士生

导师李政涛就是我人生

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遇到

他是我的幸运。

记得在博士生入学

面试时，李老师问我能否

用一个词语概括对教育

的理解？我略微思考便

回答：教育的核心就是

爱。我用亲身经历的多

个案例解读了自己对教

育的理解。李老师听罢，

微微颔首。他又问我入

学后的研究兴趣，我阐述

了对科学教育的追求。

李老师紧接着追问：你读

过科学教育方面的哪些

书籍，能不能结合某本书

谈谈它的核心观点？我

以南京大学教授林德宏

的《科学思想史》为例，介

绍了当时科学教育学术

界的最新观点。

在长达半个小时的

面试中，我表达了对学术

研究的浓厚兴趣，李老师听罢说：你要想

明白，要从我这里带走什么，你希望拥有

什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让我冷静，

使我深思。

在博士学习期间，李老师的学术信

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天入地，

知行合一；以中化西，兼容并蓄；平等对

话，融通创新”。他对此的解释是：上天

入地就是要既扎根于实践的沃土，又要

有勇攀理论高峰的志气，要将教育理论

知识与行动实践统一起来；既有中国教

育实践的优势，又有国际研究的规范、表

述逻辑，做到中国经验、国际制造，中国

元素、国际表述；在教育学和相关学科之

间实现平等对话，在相互渗透中实现理

论和实践的创新。

李老师每年深入中小学课堂听课评

课，与一线教师平等对话，用自己的学术

影响力影响带动教师改进课堂教学，同

时从一线教师的鲜活实例中汲取教育学

的实践滋养。为此，他已累计听课 3800

多节，让人惊叹！李老师追求的理想学

术生活是：左手拿着中国教育典籍，右手

拿着西方教育学经典，在中西教育学研

究领域实现跨文化对话。

李老师不断用自己的学术追求引导

学生要有自己的学术抱负，明确自己的

学术追求目标，制定研究策略，发展自己

的内生力。在多个场合，他对学生提出

这样的要求：当你离开我的时候，希望你

带走好的心态，好的思维品质，好的口才

和好的笔头。他引导我们读渡边淳一的

《钝感力》，书里写有一个日本院长，人称

“日本第一刀”，动手术很厉害，吸引了许

多学生跟随他学习，但院长脾气暴躁，学

生纷纷离去，但有一位学生持之以恒跟

他学习，最后继承了院长的衣钵，成为新

的“日本第一刀”。

新的“日本第一刀”的成功源于学

习时专注于观察院长的手术技巧，李老

师希望学生除了要有聪明带来的敏感

外，还要有钝感力。所谓钝感力是指当

你专注于某一核心工作时，要忽略可能

会影响你核心工作开展的其他种种阻

力、非议与干扰。一个人既要有敏感

力，更要有钝感力，这样才能做大事、成

大器。

李老师特别推崇学生要有好的思维

品质，体现在思维的清晰度、精确度、提

炼度、创新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他主

张读书要读有坡度、能引发思考、需要硬

啃的书，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深刻起

来、思维缜密起来。

在谈到优秀人才的阶段性发展时，

李老师认为，一个人年轻时比的是勤奋

和聪明，但往后比的是积累、视野和胸

怀。一个人要有阅读的积累、写作的积

累和实践的积累，积累越多，走得越远。

还要比视野，要有大格局的视野，视野有

多宽广，事业就有多宽广。更要比胸怀，

胸怀宽广的人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总

之，积累、视野和胸怀会决定一个人能走

多远、能飞多高。

李老师不断教导我们：阅读是输入，

写作是输出。一个是收，一个是支，要做

到收支平衡，必须在阅读与写作之间保

持平衡。而要做到文章传之久远，就必

须大量阅读，就像牛吃草一样，通过反刍

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血肉，酝酿出思想

的精华，这才是写作的本意。

如今，尽管因为顺利完成学业，不再

跟随在李老师身边学习，但每每想起他

对我们的这些高要求和教诲，我都觉得

受益无穷，需要用毕生努力不断践行。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江

苏省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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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物

1987年9月，我初登讲台，此后

从乡村小学逐步走进乡村初中、县

实验中学、省实验中学。一路走

来，我以顾泠沅、张思明等著名特

级教师为标杆，长期自觉地在学中

教、教中研、研中思、思中写，顺着

阅读、写作、教学竞赛这三级台阶

拾级而上，不断夯实自己的专业成

长之路。

第一级台阶
阅读战胜各种诱惑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一所

大别山脚下的乡村小学，当时盛行

两种娱乐：一是打麻将，二是追电

视连续剧。刚开始为了合群，我也

参与其中，但过了一阵子，便觉得

十分耗费精力。我意识到这样下

去人生便会碌碌无为，必须战胜这

些世俗娱乐的诱惑。是阅读帮助

我战胜了各种诱惑，白天忙于教学

和班务工作，晚上我把门窗一关，

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1987年至1997年，我用了整整

10年时间，如饥似渴地吸收教育教

学理论，自修了湖北大学教育管理

专业，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

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等13门课

程，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各种书

籍。在数学专业方面，我每学期轮

换订阅4—5种业务报刊，还把每种

杂志装订成册，这让我对各种杂志

的栏目和特色了如指掌，为以后有

针对性地投稿奠定了基础。对于

专业文章，我反复研读并做读书笔

记，每次遇到新思想、好方法，或者

一个巧思妙解、一个妙句，我都如

获至宝摘录下来。

久而久之，我发现了阅读的诀

窍：理论、专业方面的书籍枯燥费

脑，需要较强的意志力才能深入阅

读，于是安排在精力充沛的时间段

阅读，读累了就换文学、百科、励

志类书籍看，这样轮换阅读不仅有

调节作用，还增加了阅读动力，扩

大了知识面。有时兴致来了，我就

站在书桌前大声朗读，感悟至深

时，我赶快坐下来舞文弄墨，自我

陶醉。

就这样，我在乡村坚持阅读，

坚持自我“充电”，在浮躁的环境中

完成了专业成长的自我储备。

第二级台阶
写作促进专业成长

1997 年至 2007 年，是我在教

学、教研、教育写作上摸爬滚打的

10年。每次教学教研活动结束后，

我都会主动反思总结，并把心得体

会写在专用本上。教学上的感悟，

哪怕是一道题的巧思妙解，我都会

及时记录下来；复习课上与学生碰

撞迸发出的思维火花，我会倍加珍

惜；批改作业时，发现学生的共性

问题，我会认真整理、探究原因。

读完某篇专业文章后，我会与

同类文章进行比较，找到它们的亮

点与不足，思考如果是自己写，该

如何去完善。这样积累多了，我便

有了自己的见解，同时写成文字并

尝试向报刊投稿。刚开始几年，我

的投稿总是有去无回，但我没有放

弃，心里想肯定是功夫不到家，于

是更加发奋读书，笔耕不止。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1991年

12月，我终于在《初中数学辅导》上

发表了处女作。稿费单送到了学

校，高达 57 元，我当时的月工资才

56元，学校还奖励了我50元。我备

受鼓舞，一发不可收，用当时教研员

的话来说是“论文发表接踵而来”。

我不喜欢闲聊，喜欢独处；我

不喜欢睡懒觉，喜欢睡前打腹稿；

我习惯早晨跑步，边跑边想要写的

东西，跑完步后坐下来写文章，效

率特别高，可谓“管住嘴，迈开腿，

手勤写”。每次写完一篇文章后，

我都会放几天，反复推敲几遍，不

急于投寄。投寄前，我将底稿誊写

在专门的本子上，几年下来就积攒

了好几大本。对于没有发表的文

章，我会继续反思相关问题，修改

充实后重新投稿，这样的稿件因为

经过深思熟虑，往往都能发表。

写着写着，我便有了心得：独

创有新意的易发表，模仿别人的难

见报；朴实有见解的好发表，华而

不实的无回音；切合师生口味的能

发表，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无人

看；从教学中得来的感悟中稿率

高，空洞牵强附会的白费力。

我还发现，要想写作灵感不断

迸发，写作水平不断提高，一个很

管用的办法便是多看书学习，多思

考总结，多研究中考试卷。我把稿

费全部用来订阅业务刊物，及时了

解教育教学最新动态，同时不断锤

炼写作语言。很长一段时间，我每

天坚持学习或写作到深夜，那时都

是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还要认认

真真誊写，生怕编辑审稿不认识，

几何图形单独用白纸画好附上，都

完成后还要骑自行车跑到很远的

邮电所去发信。

天道酬勤，厚积薄发。第二个

10年，我平均每学期能在全国各地

报刊上发表10篇以上专业文章，共

发表近 200 篇文章。同时，我成为

多家报刊的特约作者，主编了多本

教辅书籍。

我在山区工作了24年，每次有

写作提高的机会，我都不错过也不

推辞。同事先后给我取了两个绰

号：“一盏灯”——戏说我每晚要用

煤油灯；“孵鸡婆”——戏说我整天

伏案不动。

第三级台阶
教学竞赛凝练教学风格

1988年，由于我在全县小学数

学优质课比赛中拿到了一等奖，乡

教育站把我从小学调到了大别山

主峰天堂寨脚下的一所乡村中学，

那里的海拔在 1500 米以上。学校

安排我教两个班的数学，同时兼一

个班的班主任。

刚开学不久，我和另一位年轻

同事被校长指派参加黄冈市教学

大比武活动。当时先以各县为赛

区进行初赛，我认真做了准备，并

全力以赴参加，而我的同事临阵退

却了。第二天回到学校，我才知道

自己获得了全县一等奖。在接下

来的全市比赛中，我又幸运地获得

了一等奖。在乡村中学站稳脚跟

后，我想着不能安于现状，要有所

突破，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特长。

1999年，恰逢英山县实验中学

成立，需要两名初中数学教师，县教

育局面向全县公开招聘教师。在报

考的 100 多人中，我顺利通过了考

核、笔试、讲课、面试，最终以第一名

的成绩进入县实验中学，又一次成

为“幸运儿”，那年我正好30岁。

在新的环境中，我一切从零开

始，每次有竞赛提高或学习交流的

机会，我都不错过、不推辞。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县级、市级、省级各类

竞赛锻炼了我，也成就了我。在竞

赛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短板和他人

的长处，并结合专家给出的意见改

进自己的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

从教的第3个10年，41岁的我

应聘到武汉市的一所实验中学工

作，在更高的成长平台上，参加学

科竞赛时强者如林，这里的优秀教

师走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前端，各类

创意层出不穷。此时，我不再以得

奖为主要目的，而是反思：在如火

如荼的中学数学教学改革中，数学

教育究竟给学生留下了什么，数学

教学究竟缺少了什么，数学教师究

竟应该具有怎样的教育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

理智型的教学风格，认为数学教学

应该实现“五个走向”：走向真实、

走向生活、走向思维、走向过程、走

向反思。带着这样的认识，我的课

堂教学更加注重实效、实用，更关

注学生的发展，这也让我在2016年

参加“一师一优课”活动时，从学校

到区里，再到武汉市、湖北省，一路

凯歌，最后获评部级优课。

从阅读到写作，再到教学竞

赛，回首 30 年：10 年储备，10 年笔

耕，10 年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我

深刻体会到读书、写作和教学竞赛

是为了让心灵更清澈、更寂静，像

一片新绿的春叶，默默地汲取营

养，栉风沐雨静静地成长。感恩阅

读、写作和竞赛，为我打开了一扇

扇与世界沟通的晴窗。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教师）

从乡村教师到特级教师:

我的三级成长台阶
□沈占立

经验之谈

4月10日，本报头版刊登了小刘老师的致信求教：“我的专业成长

路缘何越走越máng”，同时在“名师版”组织三位正高级教师给小刘老

师进行了解答。随后，“总编七日谈”以《“小镇教师”的成就感从哪里

来》为题，从多个方面给小刘老师支招。

上述文章刊登后，全国上百个名师工作室组织成员开展“小刘老

师来信”“小镇教师的成就感从哪里来”主题研讨活动，广大教师结合

自己的岗位，纷纷从专业成长的角度给小刘老师和“小镇教师”支招。

5月1日“名师版”刊登的主题研讨文章分别从专业才是教师成长的

关键、选准自己的赛道、抓住专业成长的“裂缝”等方面支招。这些文章

的作者不管是从自身成长经历说起，还是结合他人的成长谈启示，无一

例外都从“专业”角度出发，具体细化到专业成长的关键词、关键行动，相

信每一位认真阅读文章的教师都能从中获益，再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找

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从而获得专业成长带来的成就感。

本期刊登的沈占立老师的经验之谈，也是从专业成长的角度，谈

他如何通过阅读、写作、教学竞赛拾级而上，迈过了专业成长的一个个

台阶，从而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

由此可见，专业才是教师成长的关键，每一位力求上进的教师都

应找到自己的专业成长关键词、关键点。对于已经步入专业发展正轨

的教师来说，你获得专业成长的关键是什么？对于青年教师来说，你

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专业成长关键词？

期待更多教师分享自己的专业成长经验。

找到专业成长的关键找到专业成长的关键
□冯永亮

◎主编手记

历经 10年储备、10年笔耕、10年收获，他从一名中师毕业

的乡村小学教师成长为省城中学的正高级、特级教师，回首走

过的 30年教育路，他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