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的灵魂

近年来， 江苏省盐城市幼儿园以体育和艺
术教育为特色， 开设多种课程， 成立幼儿艺术
团，满足每个孩子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求，
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和国际视野的现代儿童。 尤
其是新区幼儿园的建成， 让更多孩子享受到学
前教育均衡发展的成果。 图为盐城市幼儿园的
孩子们在开心地做游戏。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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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周刊》
杭州市拱墅区

学前教育之花为什
么开得这般鲜艳 ？
在全国“首届男教师
走进幼儿园”研讨会
上，300 余名与会代
表来到杭城探寻传
奇……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如何创生自己的

学校文化， 怎样让各
种文化元素相得益
彰， 组成完整的文化
篇章……本期让我们
走进河南省新安县紫
苑小学。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南洋覆没、双月

园溃败，金山桥崩盘
……曾经辉煌的民
办学校何以走向死
亡？让我们翻开尘封
的历史，揭开民办学
校的死亡之谜……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我是乔布

斯》 不仅给孩子，
也给家长和老师
带来丰富的关于
成长、 创造力、教
育、感恩等话题的
灵感和启示。

8-9 版

《区域教育周刊》
经济强区如何

建成教育强区，资
金不是首要问题，
理念、 方法和士气
才是最重要的。 让
我们走近杭州拱墅
区，走近张云雷。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高 效 课 堂 与

有效课堂有 哪 些
本质区别 ，如何进
一步保护 、 丰富 、
发展它 ，本期高效
课堂升级解 读 给
你答案。

6-7版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聚焦“小语病”
零敲碎打的提问、繁琐无聊的对话、浅层

庸俗的探究、形式主义的合作、有口无心的傻
读、嘻嘻哈哈的表演、眼花缭乱的课件、哗众取
宠的板书、随心所欲的导语、絮叨没完的结语。
有人曾这样直指小学语文教学“十宗罪”。为什
么质疑总是与小语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小语教
学近年来备受批判？ 小语教学究竟存在哪些

问题？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正在上《乌鸦喝水》。
请看她的课堂现场对话———

教师问：“乌鸦的前面是什么？ ”
学生回答：“瓶子。 ”
教师问：“瓶子里是什么？ ”
学生回答：“水。 ”
教师表扬说：“你们真棒，咱们继续。 ”

教师问：“水多吗？ ”
学生回答：“不多。 ”
教师问：“乌鸦喝到水没有？ ”
学生回答：“没有。 ”
教师频频颔首， 重复一遍：“没有 ，真

棒！ ”

教师问：“为什么没有喝到？ ”

学生回答：“乌鸦的嘴太大了。 ”
全班哄堂大笑……

教师“白开水”似的问题，学生“搞怪”的
回答，让这节本该充满“诱导”、“探究”的课
堂，草草收尾。不要以为这样的课堂是个案，
它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

最近，有人更是直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的 10 种现象，将其总结为零敲碎打的提问、
繁琐无聊的对话、浅层庸俗的探究、形式主
义的合作、有口无心的傻读、嘻嘻哈哈的表
演、眼花缭乱的课件、哗众取宠的板书、随心
所欲的导语、絮叨没完的结语。

为什么质疑总是与小学语文（以下简称
小语）教学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小语教学近
年来备受批判？ 小语教学究竟存在哪些问
题？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小语教学

离时代要求还有多远？

从说教走向表演

让人震惊的是小语教学的“一成不变”。
一位业内人士在参加一次小语课堂教

学大赛评比时，惊奇地发现，进行观摩课展
示的一位著名的小语名师还在“吃老本”。

“我很吃惊，6 年前，我就听过她的课，
没想到，时间过了这么久，一切都变了，可她
的课堂环节、教学形式、课堂对话甚至是她
所说的每句话竟然一成不变！ ”

他还说，课改搞了这么多年，难道真的
是“春风不度小语”吗？！

时下， 新课程改革已经进行得如火如
荼，为什么 6 年前的教学设计依然还能成为
样板？

“新课程改革提倡以学生为本，我们也
知道，但小学生毕竟年龄太小，怎么体现他
们的自主权，还是应该教师多教一点，多说
一点。”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这样辩解，在他看
来，这是目前很多教师的真实想法。

“多教一点”、“多说一点”，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人们脑中经典的教师形象。但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教师说得多了，讲得多了，学生
就能听进去了，就能学进去了？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副部长、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标研制组
专家郑国民教授曾对一些国家级的小语优
质课做过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二年级的《丑
小鸭》课例，一等奖的提问次数高达 108，二
等奖的提问次数高达 127；四年级的《去年
的树》课例，一等奖提问次数是 75，二等奖
提问次数是 122。 （下转 2 版）

“灵 魂 工 程 师 ”的 “灵 魂 ”是
什么 ？

一场报告会或许会给我们以
答案。

6 月 20 日 ， 教书育人楷模先
进 事 迹 报 告 团 宣 讲 活 动 在 京 启
动。

清 华 大 学 博 士 生 导 师 孙 宏
斌 ， 已故南昌大学教授石秋杰生
前同事焦晓燕 ， 天津电子计算机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徐英杰 ，
浙江宁波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等
人的报告 ， 让听者动容 ， 观者流
泪。

他们中间 ，有大学教师 ，有特
殊学校教师 ，有中专学校教师 ，但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教师。 这个共
同的身份让他们提起教育就充满
感情，提起学生就满怀欣喜。

“教书育人要有激情 。 ”孙宏
斌如此说 ， 在学校上百人的大课
上 ，孙宏斌经常走下讲台 ，与学生
互动 ，走到学生中去 。有人帮他统
计过 ，一堂课下来 ，他平均在阶梯
教室 ，上下约 20 个来回 ，折合约
1 公里 。

在同事的回忆中 ， 石秋杰上
的 “物理化学 ”公开课充满激情 ，
师生互动热烈，气氛活跃。

面对复杂难教的职业学校学
生 ， 徐英杰充分调动孩子对学习
的兴趣 ， 让他们从课堂和学习中
收获成就感。 在传授知识之外，他
还和学生创办了一个 “数字媒体
工作室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识、能力和就业创业的本领。

与他们相比 ， 刘佳芬面对的
是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 为此，她
和同事们学会了自编教材 ， 为特
殊孩子们建立了社区大课堂 ，让
他们在生活中学会自立 ， 收获尊
严。

一个教师的 “灵魂 ”是什么 ？
一个教师的真谛是什么？

从他们这些教师的身上， 我们
看到了答案———“教好书，育好人”。

“教好书 ”如何落实 ？ 就是落
实在一节普普通通 45 分钟的课
堂上 ， 落实在教师和学生的每一
次互动和交流中 ， 落实在教师要
永远相信学生、信任学生上。

如此， 才能有爱的感动和信任
的萌生，才会有接下来的“育好人”。

其实， 每一个教师在踏上工作
岗位之前， 都应该反问自己， 我是
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教师，我距离
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有的时候，当我
们忘记了最初的目标和理想， 不妨
停下来，思考一下，今天我是否做到
了“教好书，育好人”。

这，就是报
告会的力量，榜
样的力量。

“幼儿教育需要男教师， 就像孩子的
生活中需要父亲一样。 ”儿童心理学专家
卢稳子的这一论述揭示了幼儿园男教师
的重要性。 然而，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据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幼儿
园教职工总数 100 万人左右，从事保教工
作的男性还不到 1 万人，男性幼儿教师的
比例不足 1%。

“目前，社会各界都已经感受到我国幼
儿表达性特质明显而工具性特质缺乏的现
象，尤其是男孩子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缺
乏责任感、创造性和冒险精神，这对于一个
民族来说是危险的。”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
特教学院教授王振宇对此深表忧虑。

如何破解幼儿园男教师师资匮乏的难
题？ 男教师走进幼儿园的深层意义何在？

6 月 21 日，由中国教师报 、杭州市教
育局、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全国首届 “男教师走进幼儿园” 研讨会暨
“运河之声”第二届名园长思想力论坛在杭
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教育局
行政人员、幼儿园园长齐聚京杭运河之畔，
就“男教师走进幼儿园”这一话题展开深入
研讨。

破解男教师入园难的“拱墅经验”

作为本次论坛的东道主，在会上，杭州
市拱墅区教育局展示了他们在推动男教师
进幼儿园方面的种种举措。

“在过去，男教师不愿进幼儿园，主要
是观念上难以形成认同，男人的‘自尊感’
让他们觉得进了幼儿园就仿佛低人一等，
抬不起头。 同时，幼儿园教师在收入、社会
保障等方面和中小学教师有所差距， 这也
让一部分有心从事幼教事业的男教师打了
退堂鼓。”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局长张云雷
介绍说。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从 2010 年开始，
拱墅区教育局试水学前“阳刚教育”，通过
向中小学“借人”的方式在幼儿园引入男教
师。他们以杭州市舟山路幼儿园为试点，从
树人小学、 拱宸中学等学校引入多名男教
师。这一试验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为了推广
这一行动，2011 年 4 月， 拱墅区教育局专
门下发 《关于推进中小学男教师进幼儿园
参与教学活动的通知》， 通过行政支撑，鼓
励区内的一所或几所幼儿园联合与周边中
小学结盟，形成“阳刚教育联盟”。 目前，拱
墅区已陆续成立 11 个“阳刚教育联盟”。截
至 2011 年年底， 共有 67 位中小学男教师
在幼儿园开设了 752 节活动课，覆盖 20 余

所幼儿园，8000 多名孩子从中受惠。
拱墅区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与会专家、

代表的高度认同。
“通过‘阳刚教育联盟’的合作模式，将

中小学男性教师引进幼儿园教育， 对幼儿
的身心发展必然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与此
同时，‘阳刚教育联盟’ 的经验也从全新的
意义上找到了有效解决幼小衔接的新路
子。 ”王振宇在报告中说。

当然，“借人” 还仅仅只是拱墅区实施
学前“阳刚教育”迈出的第一步。

“未来我们要通过加大专项补助力度，
提升男教师工资水平， 腾出一定岗位定向
招聘男教师， 支持优秀男教师走进幼儿园
园级管理岗位等一系列措施真正将男教师
留在幼儿园里。 ”谈到引进男教师进幼儿园
的下一步行动，张云雷对未来充满期待。

幼儿园掉下个男教师

有了男教师的幼儿园，到底变化在哪里？
21 日下午，拱墅区红缨幼儿园西岸园

区的两节展示课， 让代表们现场感受了男
教师带给幼儿园的新鲜气息。

水墨画教学课上， 来自德胜小学的缪
老师指导孩子们把笔直书， 孩子们入情入
境， 追随老师的动作， 或描绘出刚劲的直
线，或勾勒出柔美的曲线。在婉转悠扬的古
曲背景音乐中， 既展示了中国古典书画刚
柔并济的魅力， 也彰显了男教师在课堂上
的阳刚之气。

而接下来，一节主题为“赛龙舟”的体
育课则将男教师的阳刚气质显露无遗。 开
课伊始 ， 来自杭钢幼儿园的高老师一上
场，就用干脆有力的哨子声和雄浑粗犷的
声音指令点燃了孩子们的运动激情，他们
个个摩拳擦掌 ，意欲与 “对手们 ”一分高
下。 高老师与孩子们融入一体，刚劲有力
的肢体动作和充满磁性的加油呼声让孩
子们兴奋不已。 整堂课激情四溢，几番“连
轴比赛 ”，浑然不觉疲惫 ，直至散场 ，仍然
意犹未尽。

“从这两堂课中可以看出来，男教师的
语言、 行为以及他本身透露出的男性气质，

和他传递给孩子的情感，都是女教师所不具
备的。 男教师进入幼儿园，对于幼儿完全性
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的
王春燕老师在随后的评价课上说。

有了男教师的幼儿园，真的不一样。
王振宇用一句话概括：“男教师走进幼

儿园的真正价值更在于推进幼儿教育的科
学化、理性化、协调化，探索促进幼儿身心
健康发展的科学途径。 ”

“她们”的阳刚教育

“阳刚教育，还不仅仅是男教师的事。 ”
22 日，在紧随“男教师进幼儿园”研讨会之
后的名园长思想力论坛上， 北京李跃儿芭
学园园长抛出了 “女教师也能进行阳刚教
育”的论点。

事实上，在芭学园里，不论是山林基地
里的“野外生存训练”，还是煮饭、刺绣、搭
建等日常行为教育， 都让孩子们在点滴中
锻炼了勇敢、坚毅等阳刚品质。

让孩子在体验中成长， 放手让他们去尝
试，孩子也能通过自我成长习得阳刚之气。

随后的沙龙活动中，来自江苏、广东、
广西、黑龙江、浙江等地的 5 位女园长几乎
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孩子的“体验”教育。

“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引进男教师，然而
在目前男教师进幼儿园依旧有困难的大环
境下， 女教师也要学会培养孩子们的阳刚
之气。 ”一位园长强调说。

须眉不让巾帼
全国首届“男教师走进幼儿园”研讨会暨“运河之声”第二届名园长思想力论坛侧记

□ 黄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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