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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周刊》
十余年课改

路走下来 ，很多
教师发现 ，越走
越没有自信。 本
期 关 注 教 师 如
何 重 建 教 学 自
信力。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学校内部治

理结构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哪些？ 完
善学校内部治理
结构的有效途径
是什么？ 对校长提
出了哪些新挑战？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教育有时候

需要“大题小做”，
本期，我们撷取河
南省荥阳三小的
10 个教育细节，展
示细微之处的教
育魅力。

12-13版

《教师生活周刊》
让童年充满

书香吧。本期，我
们为您推荐几本
优秀的童书 ，希
望 能 给 孩 子 们
种 下 金 色 阅 读
的种子。

8-9 版

《现代课堂周刊》
一个“无师课

堂” 新尝试让杜郎
口小学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 如何解
读“无师”理念？ 从
本期开始， 周刊将
与读者共同探讨。

6-7 版

《区域教育周刊》
浙江省宁波市

象山县教育局在推
动区域课 改 过 程
中， 充分赋权基层
学校和教师， 让课
改创新呈现出自下
而上的集体繁荣。

4-5 版

巴东，我们在这里坚守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西邻

川渝、北接神农架，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
横，许多年前，由于不通公路，人们出行大
多选择翻山越岭。 而如今，这里不仅修了公
路，还通了火车，建了机场。

不过， 在恩施州巴东县的大山里生活
了 59 年的袁本安， 至今从未出过远门，最
远的一次出行， 还是多年前送女儿参加工
作，在州里走了一遭。

那究竟是哪一年的事儿， 袁本安已经
记不起来。 他只记得，今年是自己在山里工
作的第 42 个年头了。

岁月蹉跎，从 18 岁的青涩小伙子到如
今即将步入耳顺之年， 满脸的沧桑和一头
的花白， 似乎都在叩问着当下最流行的那
个问题———“时间都去哪儿了？ ”

时间都给予了眼前的青山， 都给予了
自己可爱的学生———作为一名教师， 袁本
安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42 年，在距巴东县溪丘湾集镇 30 多公
里的一个海拔 1100 多米的教学点，他献出
了自己全部的青春。

从原先拥有 3 名教师、70 多名学生的
“豪华阵容”，到如今只剩下他和 2 名学生，
袁本安完整地见证了这片小小土地上的
“人事飘零”。

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正是巴
东的“袁本安们”创造的“巴东精神”，也正
是这批人， 在岁月积淀中书写了巴东的教
育传奇。

“和你们一辈子在一起”

袁本安临退休的前一年， 是罗溪坝中
学教师谭志辉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位于巴东县沿渡河镇的罗溪坝中学，
是半山腰上的一所农村学校， 地处偏远，
往来道路崎岖。 教师们平时都住在学校宿
舍 ，到了周末 ，才有一些教师骑着摩托车

下山，然后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回到
家里。

谭志辉记得刚从大学分配到这里时，
一下子感觉 “与想象太不一样了”———泥
巴地 、石粉房 、老式厕所……仿佛回到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高楼，没有商场，
没有饭馆，单是洗澡和上厕所这样的小事
儿， 都令这位研究生学历的 80 后女教师
颇有些“为难”：在宿舍里，要洗澡，只能自
己拿着盆烧点开水 ；要上洗手间 ，全校只
有一个教师与学生共用的大厕所，晚间要
方便，还得出门穿过操场。 有一次夜间，厕
所忽然停电 ，她吓得花容失色 ，回来一场
大哭。

来到这里，漂亮衣服、可口美食……只
能默默藏在心底，但“喜欢教书”的谭志辉
并不遗憾，她愿意把更多的爱给予学生。

学生们也与她打成一片，碰见了都叫
她 “姐姐 ”。 每逢教师节 、妇女节 ，孩子们
都会给她送上寄语卡 ， 或者别的小玩意
儿。有一次，因为胃不太舒服，谭志辉去城
里医院检查身体 ，回来时发现 ，讲台上鼓
鼓的一袋子，装满了孩子们为她写下的祝
福语。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在谭志辉看来，
她“更愿意待在这里”，因为“来了，熟悉了，
就舍不得走了”。

有几次，学生听信“谣言”说谭老师要
调走了，眼泪汪汪地拉着她问怎么回事，看
着学生满是真诚的眼神， 心软的谭志辉想
着，要是一辈子都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现实永远比想象要残酷。 日子越长，年
龄越长， 谭志辉也越来越成为学校领导的
“一块心病”， 校长李昌玉不止一次找她谈
心，希望她趁着年轻，赶紧走。

她知道，并不是学校不需要她，只是在
这所教师平均年龄 50 岁的学校里，不论是
家人，是自己，还是学校里每一个关心她的
人，都有共同的担忧：依然孑然一身的她，

将去何处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把青春献给你

要么走，要么留，对于依旧贫穷的巴东
而言，一所学校的现状大抵如此。

罗溪坝中学自从 1999 年翻修过一次
后， 投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这所只有 27
名专任教师的学校里，50 岁以上的教师有
23 人。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每一位教师教学
任务都十分繁重， 语数外教师承担双班的
教学任务，理化、地生教师承担至少 4 个班
的教学任务。

尽管师资力量并不强， 教师工作压力
异常大，但连续 5 年，这所学校的升学率在
全县同类学校中稳居前列。 作为一所非集
镇的学校，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

山里的孩子， 读书的机会非常难得，
得让他们走出大山，去过更好的生活。 几
乎学校里的每一名教师都在 “念叨 ”这样
一句话。

55 岁的谭克恩，43 岁的杨本荣， 去年
教师节期间体检时被查出患胆囊结石病，
医嘱必须“马上做手术”，两人将手术的日
期，一延再延，手术后伤口未愈合就回到学
校，边上课边养病。

54 岁的李启军，身患严重皮肤病，奇痒
难忍，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习，他就近治疗，
但没有效果，在学校多次督促之下，才远赴
北京治疗。

王玉周，八年级班主任，妻子生重病在
县人民医院住院，他担心耽误教学工作，将
妻子一人撂在病房，自己坚持上班，被学校
发现后，派车送他前去护理。

这些近乎“残酷”的事实，尽管令人揪心，
却实实在在反映出了这个群体的拳拳之心。

单欣， 九年级班主任， 每接手一个新
班，都会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将教室粉
刷一遍。 在班级里，他像亲妈妈一样照顾孩

子，每天给他们准备豆浆，天热了将自己的
卧室让给他们睡，自己待办公室，寒假里与
留守儿童同吃同睡同游戏……这样的故
事，数之不尽，身为男教师，他被孩子们亲
切地称为“单妈”。

分管学校后勤的 59 岁的黄东升， 每天
晚上熬到深夜，为学生把饭蒸好、保温，让孩
子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
有时候，做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也许

并不太难； 但坚持几十年做一件平凡的事
情，却需要顽强的毅力支撑。

单欣说， 一个民族在需要强调教育的
重要性的时候，有良心、有责任心的教师更
应该在教育的道路上风雨兼程。 教书育人
不是为了一碗饭， 而是为了孩子的终身幸
福、民族的未来。

在以罗溪坝中学为代表的巴东中小学
里，许多教师都怀着这样简单的教育梦想。

生于斯，死于斯。
在许多老教师看来， 他们就是想把一

辈子献给这片土地，安安静静地待在学校，
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归宿，不论做什么，都是
一种本能的付出。

巴东精神接班人

在巴东县教育局局长苏宗立看来，这
种付出的本能源自他们的“用心”。 他说，开
教师大会，自己从来不安排教学工作，因为
他知道，教师们比他想得还要多，还要细。

教师用心教书，用心爱学生，苏宗立认
为，这种最朴素的表述，蕴藏着巴东教育人
的精神，一辈一辈，传承至今。

几年前，巴东“拐杖教师”谭定才每月
拿 500 元代课工资，下肢瘫痪后仍坚持拄
拐杖上课的事例，曾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反
响 ，如今 ，这种可贵的精神依然感动着许
多人。 （下转 2 版）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
将成为升学重要依据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会
上表示，各地要将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评价纳入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将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高等学
校学生评优评先、毕业考核或者升
学的重要依据，并将其作为教育行
政部门评价学校教育和地方教育
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4 月 21 日 ， 教育部发出通
知，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
价办法 》、《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
估办法 》、《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
告办法》等三个规范性文件 ，其目
的是深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学
业水平测试和考试制度改革 ，系
统设计和整体完善学校体育工作
评价机制， 督促各地政府有关部
门落实发展学校体育的职责 ，以
学校体育基本制度建设为基础全
方位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 体魄
强健。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负责人介绍称，近年来，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原因
在于一是长期以来，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与学生成长评价关系不大。 二
是体育办学的效果与条件仍有所
欠缺，由于师资、器材等条件限制，
体育活动课将学生吸引到到操场
的动力不足。 三是没有形成良好的
社会氛围，社会各界对学校体育课
程仍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介绍，接
下来，教育部将“对症下药”，一是
强化目标管理，改革体育课程评价
制度；二是强化过程管理，从师资、
设备、 组织管理等方面加强力量；
三是推进体育教学改革，营造良好
的校园安全氛围。

此次出台的三个文件 ， 在制
度设计上适应当前职能转变和教
育治理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 ，具
有三个突出特点 ： 一是注重体系
建设。 整体设计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和学校体育制度 ， 推进建立一
套科学规范和系统配套的学生体
质健康监测评价体系 。 二是强化
落实责任。 三个办法的实施将紧
密结合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实际
进行， 三项工作的落实主体主要
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
学校，填报的内容主要是地方 、学
校自身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 ，彼
此不相重复，又能相互衔接。 三是
创新工作机制。 引入第三方机制。
教育部门将每年委托高等学校 、
研究机构以及有关社会组织作为
第三方机构， 在各地上报测试数
据基础上，进行数据的研究分析 ，
趋势研究，技术支持，并予以评价
和监测结果发布。 （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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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改革背后的东西
随着高考的临近， 各地高考新政的出

台， 高考制度改革再次引起人们的强烈关
注。 其实，作为连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
重要纽带， 高考一直是社会瞩目的热点话
题，也是教育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所以，
有关高考的各种观点， 一直是乱花渐欲迷
人眼，真假难辨。

其实，高考制度改革正是教育改革的缩
影，教育关乎国计民生，人人都是受教育者，
人人都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于是与教育改
革同步兴起的，是教育的众声喧哗。 改革开
放 30 年，教育的风潮几经变化，新课程改革

10 年，教育的流派此起彼伏，于是，我们看
到，生命教育兴起了，绿色教育启动了，幸福
教育走来了。每一种风潮、每一种流派、每一
种观点，都试图给出教育的药方，提供解决
问题的答案。 但现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教
育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陷入“主
义的泥沼”、“观点的纷争”而无法自拔。不仅
如此， 每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等
到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质疑和否定。

比起其他行业，教育改革的路走得尤
为艰难。 当然，这说明我们对教育的高度
关注和热切期待 ，但不论是教育人 ，还是

普通公众 ，是否都应该思索一下 ，为什么
教育改革的路走得如此艰难， 甚至反复？
以新课程改革为例，虽然已经启动 10 年，
但依然在一些地方、 一些学校面临质疑，
甚至一些学校在改革了一段时间之后，又
选择重新回到了“时间+汗水”的老路。

我想，原因很简单，有些人虽然行动变
了，但思想没有变，所以在面对纷争和混乱
时，他们或指责，或逃避，或停滞，但却唯独
没有尊重教育的规律， 没有回归教育的本
质，没有回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求。 从这个
意义上说，不管是什么模式、什么方法，不

管英语是否退出高考， 一年一次还是多次
考试，不管新理论如何你方唱罢我登场，我
们只需关注它们背后的东西———是否关注
教育公平，是否基于人而不是基于物，是否
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绝不仅仅是教育技术、 教育方法
的改革，而应该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的改
革。 改革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由此， 我们才能从各种
观点的喧哗中看到 “生
气淋漓”，看到“希望与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