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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毕业季。
毕业于河南省焦作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丁芳

还记得，2008 年 6 月，骄阳似火的中原大地，到处是
因为求职无门而“焦头烂额”的身影，当然，这其中
也包括她自己。

其实，丁芳并非一头雾水、全无想法，她早已预
设了两个目标： 一个是位于商丘市的兴华学校，一
个是同一地区的另一所民办学校。

一通电话的缘分
6 月中旬， 丁芳根据网上的招聘信息来到了兴

华学校。 一番了解之后，面试官跟她说：“回去准备
一下，10 天后试讲。 ”

10 天的光阴，丁芳“如坐针毡”，精心打磨，反复
锤炼，一刻不敢闲着。 好容易等来了 15 分钟的试讲
时间，她从容上台，侃侃而讲，没有太大的失误。

两天后，一同前去面试的朋友打电话问她：“我
们签了，你呢？ ”

心急火燎的丁芳再也按捺不住，鼓起勇气就拨
通了时任校长史国永的电话。

“来一趟，带上毕业证。 ”史国永的话简明扼要。
下午 5 点，拎个包搭上一辆公交车，丁芳“哐当

哐当”就过去了。 之后，丁芳也顺利拿到了一份兴华

学校的工作合同。
“不打电话来，你就没戏了。 ”时任兴华学校小

学部教学主任王永笑着告诉她。 当时录用人选已经
确定，因为丁芳“勇气可嘉”，被破格录用。

在“成功教学法”中收获成功
来了，安顿了，但丁芳的神经一下子又绷得紧了。
兴华学校不是人间天堂，不是“享清福”的地方。
在这里，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初出茅庐的丁

芳，并不太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一件 “有难度 ”的事
儿，她一度以为，就是每天像自己曾经接受的教育
一样，给孩子们讲一堂课，布置点作业，让大家考高
分，然后就算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了。

但， 每一所追求成功的学校背后都不会那么
简单。

“成功教学法”，这是丁芳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这一套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有着显著差别。

过关课，这是当时负责小学部的校长王心峰要
亲自抓的，而过关课上，就是要展示“成功教学法”。

所幸，办公室里的同事非常看好这个“勤快积
极有上进心”的女孩，在教学上，他们将自己的经验
倾囊相授。

刚上过关课，几位同事都说，挺不错，环节已经
掌握，只是衔接有待加强。

一次，王心峰借口“看一看班上的黑板报”，来
听了一节她的课。

课上，王心峰“左顾右盼”，不知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

课后，不安的丁芳前去问他：“怎么样，校长？ ”
王心峰顿了顿，说：“从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中

感觉，很不错。 ”
丁芳一下子乐开了。
很快，丁芳所接受的任务越来越重，从各种培

训到招聘活动 、大型会议 ，到处有她的身影 ，而去
年，她开始担任小学低年级部英语教研组组长。

逐渐成熟的丁芳也开始对教学进行更多的思
考：“成功教学法”在英语课上如何更好地实施？

敢于创新的她在这一套教学方法之中加入了
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在前期小组合作完成之后，
她加入“检测”的环节，以便掌握学生的理解程度，
让教学有的放矢。 “成功教学法”不提倡使用游戏教
学，而在英语课上，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丁芳往往在
展示环节加入游戏的成分，让学生自编自演，在保

证课堂秩序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让学生在 “玩中
学”。

“感觉现在很明朗了 ，如何去教 ，如何去实施
‘成功教学法’。 ”丁芳说。

事实证明，丁芳这套改良版的英语课堂“成功
教学法”深受学生喜欢，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
效果。

不过，丁芳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停止。

好老师的“烦恼”
当一个好老师， 有时候也会有意想不到 “烦

恼”。
比如，丁芳就曾经被好些学生“联名上书”，直

接闹到了校长办公室。
起因是 2012 年寒假之后， 丁芳原先所带的四

（4）班和四 （5）班换了英语老师 。 学生们 “无法接
受”， 只好往校长办公室投了联名信———要求丁老
师回来。

好容易解决了这件事，一些已经升入高年级的
学生又跑过来“质问”丁芳：

你为什么不带六年级？
丁芳说，六年级的孩子性格太强，我恐怕是带

不了。
孩子们信誓旦旦地说：请老师放心，我们绝对

听话！
几个学生唯恐她不答应，更语带“威胁”地说：

你要不带我们，我们就不在这儿上学了！
留下一脸无奈加幸福的丁芳，不知所措。
丁芳班上曾经有一个叫小林的男生，因为父母

离异，他的性格变得怪异，不近人情，在学校里经常
捣乱。 不少老师都“怕”他，而丁芳却视他如朋友一
般，课堂上对他特别关照一些，经常表扬他，日常生
活中也总是留心他的一举一动，在润物无声的关注
之中，小林渐渐感觉到老师的爱意。 后来，这个不爱
学习的孩子开始苦学英语，“以报师恩”。

“上了四年级，这孩子经常帮忙维持课堂秩序，
感觉变了一个人。 ”丁芳说。

类似的例子自然不可胜数。
“和孩子们在一起，那种兴奋之情是难以替代

的。 ”28 岁的丁芳，已经彻底爱上了学校，爱上了孩
子，也爱上了教师这份职业。

“在这里 ，有苦也有累 ，但更多的是欢乐与感
动，我也在成长中渐渐找到了幸福的自己。 ”她说。

付云是兴华学校六（6）班班主任。谈到班级管
理经验时， 他用中医中的一句话来描述：“痛则不
通，通则不痛。”在他看来，班级有问题就说明师生
沟通不畅，反之，一个和谐而具有凝聚力的班级一
定是一个师生、生生沟通非常好的班级。班主任的
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班级学生的思想，
其前提是班主任的思想能否被学生所接受， 这就
是沟通的问题。

付云认为， 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关键是班级管
理思想和沟通艺术两个方面，前者是“道”，后者是
“术”，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必须以道御术。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那么究竟什么是爱？付云
经常通过班会和学生共同分享对爱的理解。 他认
为“爱就是一种艰辛的付出，是一种默默的、无私
的付出，甚至有时是一种心酸的付出”。 他还会引
导学生讨论、分享“如何爱班集体”、“你为这个班
级付出了什么”等话题。这样的讨论能让学生明白
该怎么做，能有效增强班级凝聚力。

2011 年春季，付云的班上来了一个新生———
刘小凡。 小凡习惯很差， 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
糟，课桌内乱七八糟。 一次，付云帮他整理书桌时
竟发现了一副臭烘烘的鞋垫。 这引起了一些同学
的反感和嘲笑，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看到这
种情况，付云不但没有嘲笑和歧视他，反而很为他
发愁，很想帮帮他。

付云发现小凡座位下面经常地出现一片 “污
泥块 ”： 将痰
吐 到 地 上 却
不清理 ，用鞋
来回地蹭 ，时
间 久 了 就 成
了 “污泥块 ”，
异味飘荡。 面
对此情此景 ，
付 云 先 从 帮
他 “ 整 理 卫
生 ”开始 。 一
天 ，付云正在
清 理 课 桌 下
的 “污泥块 ”
时 ，吃完饭走
进 教 室 的 小
凡 立 刻 惊 呆
了 ，全班学生
也 都 看 着 小
凡 ，教室里立
刻 变 得 鸦 雀
无声 ，他马上
红 着 脸 跑 上
前 去 夺 过 拖
把 ，手忙脚乱
地 拖 起 来

……看着他忙完，付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晚自习
放学后，小凡故意晚走，慌张地把一张字条塞给付
云，扭身就走了。字条上这样写道：“我最最敬爱的
付老师，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会变好的！我一定为
你争光！ 为我们班争光的！ 请相信我！ ”

付云看后欣喜若狂：“我做了什么， 不就是帮
他打扫了一下卫生吗？ ”此后，他开始经常鼓励与
表扬小凡，小凡也慢慢改掉了不铺床叠被、不爱洗
澡、不常换洗衣服的习惯。

生活习惯改变了， 小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
进步。 期末考试时，小凡以班级语文第二名、数学
第九名的成绩获得了该学期最受人青睐的 “进步
之星”荣誉称号。

在此基础上， 付云写了一篇名为 《我爱刘小
凡》的班级博文。 文章一出，全班热议。 开家长会
时，很多家长也谈到了这篇博文，小凡妈妈更是含
泪道谢。 “教育潜能生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最重要
的是，给他们平等与尊严。 ”付云说。

刚到兴华学校时，付云曾接手过这样一个班，
由于前几任班主任因为种种缘故离开了， 班级学
生不是一般的骄纵，经常在课上搞恶作剧。 对此，
付云做了很多努力，都无济于事，反而愈加激烈，
一时难以控制， 陷入僵局。 对于付云的说教和劝
告，学生已经在情绪上出现了反弹，就像压不住的
水瓢。 后来，付云干脆保持沉默。

某天晚自习后，看到肮脏的地面、散乱的笤帚
和拖把，再想想这些天发生的一切，付云难受得想
哭，最后决定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他捡起拖把重新
把地认真拖了一遍，最后连垃圾桶上的污垢、墙上
的脚印、地砖间的缝隙都清理得一干二净。他本没
指望能感动学生， 只希望自己离开后能给他们留
下点什么。

然而，第二天付云走进教室时，班上的“捣蛋
鬼”李丁尖叫着说：“付老师昨天打扫了很长时间，
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卫生！”原来是李丁放学回家
时，妈妈接他迟了，付云在教室里忙碌的情景被李
丁和他妈妈都看到了。 一时间，付云大受感动，也
找回了信心。 他适时召开班会，在家长的支持下，
班级逐渐走向了规范。

在付云看来，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道”的引领和
“术”的突破，理想的方式是以道驭术、以术彰道。对
班级管理而言，“道”就是生命成长规律、教育规律、
管理规律，“术”就是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新。 付云
很清楚，他的班级管理距离自己理想的状态还有很
大距离，所以他还在不断努力、不断前行。

付云：以道御术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这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年代。
或许我们曾经都有过相同的感受：忘了自己的

坚持，迷失于前行的道路，正如一首歌里所唱———
“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

牢笼？ 我该如何存在？ ”
寻找“存在”的人，足以汇成人海。
潘欣曾经是这片汪洋中的一朵浪花。
早在 10 年前，她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而 10

年后，她对教育教学更有积蕴已深的体悟，算得上
一位名师。

在学生心中 ，她很开明 ；是家长心中 ，她很亲
和；在领导心中，她很能干……她本该在“光环”之
中继续自己的教学生涯，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家
庭变故，让她彻底失去了“存在”。

10 年后的她，辞了职，想“逃离”一座城市。
就在要走的一刻，一位校长给她打电话，要不

来我这儿，一边照顾儿子，一边继续工作。
她想到作为一名教师，“首先是一个母亲，否则

不能为人师表”。 就算是为了儿子，留下吧。 于是她
留下了。

她来到的这所学校，名叫兴华学校。

告别昨天的自己
来了，并不等于有了“存在感”。
潘欣原本以为，在传统教育的圈子摸爬滚打了

10 年，不求“打遍天下”，至少也该“名动一方”。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起初半年的磨合之中，她最大的感触，终究

是疑惑多于成就感。 学校所谓的“成功教学法”，是
不是吸引眼球的花架子？ 作为传统课堂的名师，她
对此深表怀疑；别人怎么都多才多艺，自己倒显得
很“土”？ 她隐约有了些自卑感。

但她毕竟是一个自信的人，她想，就按自己的
来，应该错不了。

终于，第一次期中考试，让她的心理防线彻底
崩溃，也将她的自信、自尊与自大毫不留情地粉碎
了，用潘欣自己的话说，这是“生平最大的打击”。

自己班级的平均分 ，比另一个班级低了整整
7 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寒冷的冬天。 ”当别人满
怀欣喜地各回各家时， 潘欣带着从未有过的挫败
感，一个人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步行，脚下的雪，发
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她终于忍不住，一边走，一边
流泪。

伫足在雪地里，她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不行
吗？ 我怎么了？

失望与伤心的她脑海里甚至闪过“辞职”的念
头，但另一个不服输的自己马上告诉她：不能走，我
一定要证明给别人看。

她要证明自己。
于是，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夜晚，她孜孜不倦地

开始研究“成功教学法”，从预习展示到作业批改与
反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她无一例外深入琢
磨。 功夫不负有心人，每到一段时间，她总仿佛有武
林高手领悟武学要旨后“豁然开朗”的感觉。

她更结合自己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尝试传统
教学方法与“成功教学法”的结合，互相取长补短，
几经锤炼，终于“得心应手”。

该来的，迟早会来。
期末考试， 她的班级平均分反超另一个班级

0.5 分。
得知成绩的那一刻，潘欣没有任何语言，她找

到操场里一个僻静的角落，号啕大哭一场。
为的是证明了自己，为的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位置。
“如今，那些风中的泪滴，都已散落在回忆里。 ”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她微微一笑，很平静地说
了这样一句略显“文艺”的话。

为了校长的“懂得”
不论有感于她的哭与笑，还是慨叹于她的自卑

与自信，你会发现 ，潘欣很多时候是一个 “感情用
事”的人。

比如，为了回馈校长王心峰的“懂得”，她曾口
出“豪言”———

“就算工资不发，照样拼命干活！ ”
人生难得一知己，在潘欣看来，王心峰就是她

的知己。
潘欣永远记得考砸了的那一次，王心峰打来一

个电话，让她去办公室。
她带着愧疚和自责走进校长办公室，推门而入

的一刻，泪水已经在眼圈里打转。
她低着头，却只听见一句话：潘老师来了。
她胆怯地抬起头，看见王心峰面带微笑，并无

半点责怪之意。忽然，她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只
见王校长微笑着安慰她说：“没事，任何事情都有个
适应过程，一切都会好的，我相信你的能力！ ”

只为这份理解、这份安慰，潘欣感觉自己没有
任何理由去逃避。 她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在班级考试成绩打了个翻身仗之后， 潘欣觉
得，为了校长的“懂得”，自己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快放暑假了，她感觉“闲不住”，于是问王心峰：
“学校里有没有可以干的事？ ”

“招生办的工作很繁忙。 ”王心峰告诉她。
于是，潘欣一头扎进了学校招生办公室，把整

个暑假全部“献”了出来，直到开学前两天，她依旧
在忙招生的事情。

由于在教学、 管理方面都表现得十分优秀，王

心峰找到她，让她担任低年级组校长。
潘欣心里百味杂陈。
这是校长所作的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背后

有人议论，说刚来几年就能当年级校长，是不是有
关系啊？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要用事实证明，我一定会
带出一个优秀的团队，也一定会让别人看到：王校
长没有选错人。 ”在当年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潘欣代
表学校新任领导班子上台发言，面对台上台下无数
注视着她的眼睛，她暗暗下了这样一个决心。

做永远的朋友
王心峰没有选错人。
一年之后，潘欣所带领的低年级组，成为学校

最具活力与凝聚力的团队，被评为学校里的“最优
秀年级组”。

“在我们那里，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说，那
里就是我们共同的家，每个人都是家里的成员。 ”潘
欣这样描述自己建立的“乌托邦”。

那里的教师，都叫她“老大”、“潘姐”。
“不管这个团队谁犯了错，或者谁干得不好，对

不起，那是我的错。 ”潘欣说。
她一直以自己积极处世的态度去感染每一个

人。
老师们说，“老大，在你那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

叫着急。 ”
她出差了，老师给她发短信，“潘姐，要‘六一’

了，再不回来节目没法排了。 ”
大家都觉得，组里真的少不了她。
这些，或许都在于她在细微之处对人的“好”。
她愿意设身处地去为别人着想。
几位老师一起做饭聚餐，大家都夸某些老师做

得好吃，吉老师不在其列。 只有“潘姐”笑嘻嘻地说：
“吉老师做饭也很好吃，我可爱吃她做的面条了。 ”

她害怕一句话就能伤害到其他老师。
不久之前，她拉着组里的成员和家属一起出去

烧烤，幕天席地，开怀畅聊。
“我们要做一辈子亲人，做一辈子朋友。 ”她这

样告诉自己的“盟友”。
而她还有一个更远大的梦想———
“将来我们的孩子，也要做好朋友的。 ”她说。
天高云淡的尘间 ，绿草如茵 ，偶有清风吹过

额头 。
那时的潘欣，忽然觉得，那一刻真正找到了自

己的“存在”。

潘欣：在这里感觉“存在”
□ 本报记者 黄 浩

丁芳：找到幸福的自己
□ 本报记者 黄 浩

兴华的名师近年来可谓批量崛起 ，
每一位走出去送课的名师都是兴华课改
精神的注脚。 记者笔下的 3 位教师只是
兴华名师团队中的代表， 他们的故事展
现了兴华课改的表情， 读懂了他们就读
懂了兴华人的精神。

课改
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