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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报“教师是什么”主题策划的一部分，本版将为大家呈现经过
精选的 7位“新教师”的成长案例。

如果说这 7位教师有一个最大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不断追求精神成
长。7个案例是对“教师是儿童的第一环境”的最好解读。

教师自我成长是做好教育的关键。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养和自
我教育的人，也就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精神发展的停止就意味着
生命的枯萎，意味着我们对世界不再有感觉，意味着我们不能给孩子提供
好的生长环境。

7位“新教师”不是标准，而是参照。期待更多的教师重塑自己的职业
生命，书写自己的教育传奇。

我常常想：教育者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儿童，面对自我？ 于
是，在这样的思索与探求中，一路走过，也一路收获。

让儿童像种子一样发芽生长
我始终认为，自己热爱教育，也适合教育。 在热情与勤奋的驱

使下，讲课，批改，辅导，和所有教师一样，教育时光在波澜不惊中
悄然流淌。

直到 6 年前， 收到一个学生的来信：“老师： 做你的学生很幸
福，我们只需要静静倾听你神采飞扬的讲解，理解并记住你所归纳
的知识点就 OK 了；高中的老师很懒，什么都让我们自己做，我常
常觉得很累。 不过，以前听您讲后还不明白的那些东西，自己查阅
研究讨论之后，现在竟然搞懂了很多……”带着些许得意，将信展
示给同事们，没想到却引发了关于“喂养式”与“放养式”教育孰是
孰非的办公室大讨论。 “老师自以为是的付出一定会束缚学生的手
脚，老师精彩夺目的表现必然掩盖学生的光芒。请问：学生呢？你把
学生置于何处？ ”一位老师的话语在瞬间击中了我。

那个晚上，我翻看了所有毕业学生的来信： “老师：虽然毕业
了，我们依然常常想起你。 忘不了你次次语重心长的教导，忘不了
作文本上一行行优美的批语，忘不了你对孔乙己精准深刻的分析，
忘不了贾雨村和门子被你精彩地演绎。 ”言语大抵如此，信中只有
“你”，没有“我们”；只有铭记，没有启迪；书写的都是我的表演，空
白的却是他们的成长。 “我们爱把受教育的人看成瓶子，瓶子里缺
少些什么，就给装进些什么。 ”反思带给我更大的不安和沉重。

“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绝对不像工业。 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
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
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 ”那一晚，叶圣陶老先生的“种子观点”如
一粒种子植入我的教育生命，新的学生观和教学观至此开始萌发、
生长、开花、结果。

给儿童最自然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理念让我的教育实践发生了改变。 这些改变记录

在一篇篇教育日记中。
2007 年 9 月 23 日：今天，作为课改实验教师，我执教了我校第

一节课改示范课。 区教研室领导一行 5 人莅临指导，全校老师参与
听课。 我设计了详细的导学案，小组合作虽然生疏还算顺利，学生
表现平淡自然。 但导学案预设的教学任务只完成了大半，课堂效果
也远没有想象中的精彩生动。 专家评价此课为变形的灌输课，是披
着导学案外衣的习题课。

2009 年 6 月 8 日：经过两年的实践和摸索，我的生活化活动式
语文课堂初具雏形。 预习卡遵循语文学习规律，引领学生用语文的
方式学语文。 课堂展示着力于多线条对话方式的探索，改变了传统
课堂师生一对一低效老套的对话模式。 同时在课堂展示的形式和
深度上做了重点研究：来源于预习而高于预习，着眼内容而创新思
维。 每节语文课，我都惊喜于一个个自信的发言，欣慰于一张张快
乐的笑脸。 可是，时间久了，却产生了些许不安：预习难道就是知识
的简单搬运和整理吗？ 场面活跃难道代表思维的活跃吗？ 今日课
后，发放了课堂知识反馈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了我的不安。 虚
假的繁荣与灵敏的寂静，机械的重复与深刻的表达，形式的改变与
真正的高效，我把这一个个命题写入我的教育日记。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关于课堂教学改革的系列阅读，让我对课
堂有了本质的把握。 从《叩问课堂》、《课堂密码》、《课堂方法》到《高
效课堂 22 条》，再到《发现高效课堂密码》，辅之以《中国教师报》系
列文章和行动， 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 许多教育困惑逐渐明晰起
来。 每天，我用智慧和努力为孩子们构建理想的课堂，搭建成长的
舞台，我们一起充实着、收获着、快乐着。 这样做教师，真的很幸福！

2012 年 7 月 11 日：今天，作为课改典型，应邀远赴陕西执教示
范课《孤独之旅》。 流程简约而不简单：独学、对学、群学，个性展示
与活动展示，根据生成巧妙点拨，话题深刻却不深奥：“杜小康是孤
独的吗？ ”孩子们的辩论表明，他们不仅读出了文章主旨，而且读出
了少年的心声；选择你最喜欢的描写改编为一首小诗，一石激起千
朵浪，创意改写意境全出。 新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领
要恰当，让学生循序渐进学得新知；内容要精到，合理取舍，画龙点
睛，直达本质；活动要巧妙，情境创设个性呈现，各具其妙。 眼中有
学生，心中有教材，手中有方法，口中有点拨。 今天，我做到了吗？

把儿童引到高等趣味的路上
教师节前夕，办公室到处是学生。 这些小记者拿着设计好的采

访提纲，或对话或访谈，异常专业，煞有介事。 秋日午后，师生一起
漫步于大自然，同欣赏共吟诵，感悟着秋的高远与苍茫；教室内，学
生办起了民俗展厅，老古董，家乡菜，老照片，件件都是文化；回家
后，将班内做好的母亲节的贺卡送给妈妈，拥抱感恩，听妈妈讲那
过去的故事……这是我们的体验式作文课， 每次作文都有丰富真
实的前期体验，据此一篇篇情真意切的作文应运而生。

《肖申克的救赎》、《三傻大闹宝莱坞》、《地球上的星星》、《放牛
班的春天》等经典电影，《读书》、《电视散文》、《自然传奇》等精彩电
视节目，都是我们每周影视课程的观赏内容。 观看各种影视作品，
是我们的影视课程。 一个个问题的深入挖掘，形成了少年人生命中
最美的精神底色。

名言滴翠，古诗鉴赏，美文赏读，走近大师，读法百种，学法指
津，如此丰富的内容便组成了我们的经典阅读课程。 读书，评论，推
荐，积淀，且读且思，渐行渐高，这样的课程赋予成长以高贵的灵
魂，我的学生因此成了精神高贵的人。

从课堂到课程，从关注到关怀，从学习到生命，我和我的学生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愿做永远“新教师”，常怀赤子之心，不失进取
之念，在教育的相遇与分享中书写我与孩子们的生命传奇。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皇城镇第一中学）

“新教师”修炼
□ 葛小丽

很多人有一种牢固的观念：中小学教师是他人思
想和知识的消费者，不需要再去创造，研究是专家的
工作。 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思潮，是一种应试教育的
流毒。

其实，教师是最自由的一种职业，思想自由、教学
自由、研究自由，教师专业自主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华东师大张华教授认为：“教学实践应该由传递别人
的知识变为创造自己的知识，它应该是实践自己研究
成果的过程。 其研究成果就是教师自己开发的课程。 ”
这才算是真正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才叫研究，这才是
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应然的生活方式。

我愿用自身的教学经历对此作以简单诠释。
以前，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我把所有的课余

时间几乎全用在了读教参 、抄教案 、选试题 、改作业
上。 课堂上，我讲得口干舌燥，课下学生们每天机械地
记着笔记、背诵着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埋头做着一
张又一张的试卷。 在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身上，我感
受不到他们青春的朝气与生命的活力。 现在看来，当
时的教学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只有不停地“复制”与
“粘贴”，我复制了别人的想法，在课堂上粘贴给学生，
学生再把它粘贴在试卷上。 师生间就像两滴互不相容
的血，没有思想的交流与个性的碰撞，只有“呆板的演
讲人”和“冷漠的听众”。 无数的试题、高高低低的分数
横亘在师生之间，夺走了应有的尊重与和谐。

我的教学热情就这样渐渐被枯燥乏味所取代，教
学生活逐渐走进了一片死寂的荒漠……终于，学校课
改吹来了春风。

据我调查了解，大多数学生不清楚自学的内容和
方法，迫切希望得到老师的引导。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
的资料，为学生们量身定做了“单元自主学习指导纲
要”，从“教材分析、知识构建、背景知识、问题展台和
学习评价”5 个方面引导学生自学。其中“背景知识”板
块，是我依据课程标准而设计的，我认为这是创新之
举。

这种简单的预习指导就像黑暗中的一座灯塔，给
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的学子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学
生们因为有了充分的预习，就会在“问题展台”一栏中
提出比较有价值的疑难问题， 便于教师及时了解学
情，有针对性地备课，提高了课堂效益。

在此基础上，我又设计了“课堂学习指导纲要”，
共分 5 个环节：目标定向、学生先学、合作探究、点拨
拓展和反馈达标。 每个环节主要通过活动或问题的方
式来解决学习内容，突破重难点，进行拓展归纳，在自
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生不能解决的，教师才提供
必要的帮助。

在分析《变色龙》这节课的主题时，我把问题设计
成以下活动， 并放在合作探究课堂环节中： 假如 1~4
组的同学受赫留金的委托，作为他的律师，状告奥楚
蔑洛夫“徇私枉法”。 5~8 组的同学受奥楚蔑洛夫的委
托，为他的行为辩护。 请小组合作，为各自的委托人整
理出精彩的辩词。 通过辩论，你认为奥楚蔑洛夫是否
会受到惩罚？ 学生们对这样的辩论很感兴趣，异常踊
跃……

现在，我的每节课上都涌动着创造与灵感，展现
着学生们的个性与思索，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我也从
以前僵尸般的生活中得到解脱，每天忙着读书，忙着
与学生交流。 看到学生自习课能够自主预习，课堂上
能够融洽交流、主动表达、从容展示，我身心有一种说
不出的舒畅。

现在，我的课堂内外自始至终遵循“以学定教”、
“问题主体”的原则。 课堂管理则采取以 4 人小组为单
位的“学习共同体”形式。 我设计的“单元自主学习指
导纲要”和“课堂学习指导纲要”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把新课程改革期待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巧妙
地融合在里面，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有效链接，结束
了自己唯教材与教辅而教的历史。 我因此有了课程开
发的意识与智慧，开始用自己研发的课程上课。 我的
备课、上课等行为自然变成了研究与实验。

由此，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活方式，感觉
自己真正变成了研究者， 也能像专家一样思考与工
作，在消费自己创造的知识。 我也真正理解了教师职
业的神圣与伟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利津县北宋镇第一中学）

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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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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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飞翔是雏鹰的成长， 含苞待放是花朵的成长。 积极改
变、超越自我是教师的成长。

从教 20 年来，在朝晖晚霞更迭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踯
躅彷徨在传统课堂太久，渐渐无视了学生生命的鲜活，麻木了自
己生命的激情，职业的倦怠也如影随形。

2010 年，主体多元高效课堂改革在我区大力推进，从临帖
到入帖，再到破贴，“双向五环”的课堂教学模式破茧成蝶。 主体
多元教育思想也为我洞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让我拥有了一种新
的教育视野： 学生是自己学习生活的主人， 是认识和发展的主
体，有着独一无二的性格与志趣，拥有等待开发的多元智能，都
可以成为最佳的自我……全新的教育理念、崭新的课堂模式，让
我重新燃起成长的激情与动力， 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实
实在在的具体问题：课堂上怎样变“用教材教”为引导学生“用教
材学”？小组展示怎样才能突显学科特色？学生怎样分组、编号才
能使个人特点和小组管理相结合， 最大限度地发挥激励作用
……

面对一个个问题，我抖擞精神、积极应对。 在高效课堂专家
的引领和自己的不断摸索下，问题转化成了一个个实践的行动，
一点点迎刃而解。主体多元高效课堂的理念也从陌生到熟悉，从
新鲜到迷恋，从耕耘到收获。 课堂成为学生展示自我、生命绽放
的舞台，成为我和学生不断迎接挑战、流连忘返的精神家园。 在
接受着这精神的洗礼、心灵的滋养时，我蓦然发现：困惑恰恰是
所有成长的起点。 觉悟的那一刻，我幸福。

教育理念的变化让我的课堂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学习《詹
天佑》一文的展示提升课上，一个小组在交流展示时，板书出现
了错字：“狂风怒号”的“怒”写成了“努”。 此时，小组成员仍在绘
声绘色地向全班汇报自己小组的成果， 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
问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传统课堂上的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挺身而出
了，作为课堂主导者要旗帜鲜明地给学生指出错误，提醒他们及时
订正。而今的我静立一侧，带着微笑，关注着接下来的组间互评。我
相信：多一些等待，多一些信任，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去发现、去碰
撞，一定会生成不一样的精彩。

果然， 展示小组的话音刚落， 其他组的一个学生立即站起
来：“我质疑———你们组的‘怒’字写错了，写成了努力的‘努’。 ”
面对准确又犀利的评价， 该组的一名组员迅速回应道：“谢谢你
的订正，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并书空一下正确的字形，再提醒
同学注意，‘怒’和‘努’这两个字是形近字，请把这两个字组词批
在书上。”待大家书写完毕，小组长真诚地说：“谢谢同学们，你们
的倾听是对我们组最好的鼓励。 ”

在这样的高效课堂上， 出现的错误也可以生成新的学习资
源，形成生生对话的学习场，多元开放而富有激情。

仍然是这节课上，没有教师逐字逐句的引领分析，有的是孩
子们自学、合作的精彩展示：有的用声情并茂的朗读表达詹天佑
对工作的一丝不苟， 有的用合作表演的形式展现人字形线路设
计的创造精妙，有的用现场互动绘图的方式理解开凿八达岭、居
庸关两大隧道的独具匠心，有的学生填词一首，表达对詹天佑爱
国精神的赞颂：“我国京张铁路，詹天佑来修筑，不畏艰难险阻，
心怀祖国，提前完成任务。 ”多么稚拙的语言，多么真挚的情感！
高效课堂上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
己的声音。

那一刻，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先生的梦想浮现于我的眼前：
“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母语的空间里，精神得到自由的飞翔，情
感得到健康的成长，智慧发出闪耀的光芒。他们能用母语营建自
己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唱歌、跳舞、吟诵、思考、对话和交流。 ”

这时的我感叹：改变是成长的姿态。变化的那一刻，我幸福。
教育是花的事业，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真诚，是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的美好，是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的期待。
班里有一个孩子向别人挥拳相向，事后却梗着脖子不认错，

我了解事情原委后没有批评他，转而告诉全班同学：“孩子们，他
做的固然是错的， 但他也是个值得同情的孩子———家长简单粗
暴的教育方式让他学会了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同学的疏远更让
他觉得孤独。 ”一句话说到了他的痛处，泪水在他倔强的眼里盈
满而落，教室里寂然无声。我继续说道：“他本意是希望和同学们
玩，但没有掌握和同学交往的正确方式，我们应该理解他，帮助
他改掉坏的习惯。”我转过身，抚着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老
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拳头只会让同学们疏远你。来吧，让老
师和同学给你改正错误的勇气。”我敞开怀抱，把他揽入怀里。别
别扭扭的身躯由僵硬慢慢变得柔软， 他伏在我的怀里哭泣……
下午听说他在校门口等待了好久， 向曾经被欺负的孩子一一认
错。课上，在同学们的掌声里，他向全班同学郑重承诺。久久的掌
声中，我和学生共同沉醉于孩子最真的世界。一句理解的话语打
开了心扉，一个温暖的拥抱融化了坚冰。 用爱来表达批评，无论
是教师还是学生， 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生命蜕变的感
动。

师爱是成长的底色。 心动的那一刻，我幸福。
那年教师节时我创编的歌曲，此时又荡漾在心底：教师节又

来到，我心欢喜，风里来，雨里去，我无悔意，我的梦，永不息，只
为爱你，看着你，盼着你，成长自立……

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幸福，喜欢自己做的事，我快乐。而今的
我仍走在成长的路上，于是，时间也沉浸在幸福里。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实验小学）

有种幸福叫成长
□ 孙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