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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弘毅
□ 孙和保

（上接 1 版）
巴东教育人的这种“用心”，也带动了

一批年轻人走上奉献之路。
来自江苏徐州的小伙子袁辉， 正是受

了谭定才的影响，在大学毕业后，毅然来到
了巴东。今年，已经是他到这里支教的第二
个年头了。

201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袁
辉，既不想去党政机关坐办公室聊以度日，
也不愿意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公司应聘，他
想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某一天，从网上看到谭定才的事迹后，
袁辉莫名心动，几经考虑，他拎了个包，买
了张火车票，又转了几趟汽车，再加上自己
的“11 号车”，千里迢迢来到了谭定才所在
的教学点。

初来乍到， 在过惯了城市里的 “快生
活”后，袁辉很不适应。学校没有水，得去别
的地方拎水，有时候实在口渴，只好到附近
的农户家里讨些水来。

在学校里，他负责教一、二年级孩子的
语文课， 教学前班孩子的数学课， 还有音
乐、体育等；放学了得自己烧饭，冬天还要
去砍柴；闲暇之余的消遣就是看看书，打打
篮球。

看着墙上孩子们送给他的画，袁辉说，

他很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教的是“良心”

来易来，去难去。
在巴东工作了 42年的袁本安，望着绵绵

青山，想起明年就要退休，禁不住有些落寞。
毕竟，这里承载了太多关于他的记忆。
他还清楚地记得，1973 年 8 月 23 日，自

己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 没想到从
此会在这里的 4所学校里干了一辈子。

袁本安先后在小龙片区的西沟、 堰塘
坪、小龙中心完小任教，1999 年，几个轮回
之后，他再次被调回堰塘坪小学，后来便一
直扎根于此。

因为自己家位于 30 多公里外的白湾
村，路途遥远，起初还不通公路，于是袁本
安干脆将被子行李卷到学校，以校为家，一
住便是一个学期。

“天高皇帝远”，没人看着他，但他毫不
含糊。 用袁本安的话说，他教的是“良心”。

只是，一个人坚守一座山，有时候难免
寂寞难挨。

为了度过每一个漫漫长夜， 爱看书报
的他便订阅了大量的期刊和报纸， 但因为
地处偏远，有时候，有的期刊、报纸根本就

到不了堰塘坪。 今年， 袁本安想到一个法
子，自己走山路去邮局把它们背回来。喜欢
看时政新闻的他，尽管身处闭塞的深山里，
却对世界大事了如指掌。

随着国家撤点并校政策的进一步推
进，在经济条件相对改善之后，许多家长把
孩子送到集镇或是县城读书， 堰塘坪的学
生人数锐减， 最终只留下两个家庭条件相
对较差的孩子。

就在袁本安打算就此 “歇一歇” 的时
候， 两个孩子的家长打来电话： 学校不能
撤，校长不能走。

从堰塘坪到集镇不方便， 进出一趟光
车费就要 40 元钱，到了集镇，还要买各种
日常用品，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家里
实在太穷，两位家长恳请袁本安：留下来！

于是，袁本安留了下来。
既当校长，又当老师，还是炊事员、保

姆，他一个人撑起了两个孩子的一片天。
尽管每天就带两个学生， 他照样开齐

了国家要求的各种课程，包括语文、数学、
思想品德、美术、安全、写字、音乐、体育。

学生没有衣服穿， 他自己掏钱给他们
买；学校要整改，他自己亲自上阵拉线、整
平操场、装电，不花办公经费；老婆生病了
要去照顾，他花钱请人照看学校……

其实 ， 家人起初并不太理解袁本安
这样的付出 ，有一年大雪封山 ，儿子和女
儿决定去山里把父亲接出来过春节 ，没
想到走了几十里山路 ， 累得筋疲力尽才
抵达目的地 ，后来 ，干脆一家人就在山里
过了年 。 他们想不通 ：“这个地方有什么
值得留恋的？ ”

儿女不止一次想要让他出来过点 “正
常日子”，但袁本安已经习惯了学校，感觉
再也出不来了。

“农村人体贴农村人”，年深日久，家里
人也渐渐理解了他。

5 年前，为了解决丈夫的后顾之忧，妻
子陈道香推辞儿子要求她到广州照顾孙子
的请求，过来给丈夫当“后勤兵”，由此，堰
塘坪小学也被人称作是一所“夫妻学校”。

一个老师，两个学生，一个“后勤兵”，4
个人，成为大山里这所小学校的一道风景线。

看起来似乎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个中
清苦，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坚守的理由

一直以来，“巴东教育现象” 都让人刮
目相看。作为湖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巴东
经济欠发达，交通不通畅，但教育质量却在

全州名列前茅。 巴东教育人究竟是如何做
到这一点的？

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学习 “先
进经验 ”的考察团 ，在一番调研后 ，大多
感觉巴东经验 “难以复制 ”，因为这里的
教师，因为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谭志辉至今不愿意离开罗溪坝中学，

为她的学生，为自己的教育情结，尽管家里
人对她的终身大事已经坐立不安。 而谭志
辉所在的那个团队， 一群年过半百的老教
师，早已决定把一生献给这片土地。

袁辉，作为一名“编外人士”，每天在山
里教书育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想象着自己
如陶渊明一般在山里“归园田居”，过着“世
外桃源的生活”。

袁本安打算即便退休了， 也还会继续
待在堰塘坪，和老伴种种花养养草，安享自
己的晚年， 而一旦村民们还需要他教书育
人，他还可能随时“复出”。

谭志辉们、袁辉们、袁本安们，他们坚
守着，也翘首企盼着。

他们期望有一天， 更多巴东的孩子走
出这片大山， 像风筝一样飞向更为宽广的
天空，而他们，心甘情愿去做那个为孩子牵
线的人。

巴东，我们在这里坚守

有这样一所学校， 不但要除掉之前旧学校遗留
下来的种种“毒瘤”，还要面对新学校成长中的种种
“阵痛”；有这样一群“不安分”的人，他们不愿继续忍
受“学校教得累、学生学得苦”的教育现状，希望通过
课改，走出一条学校改革发展的突围之路。

规模虽小，却五脏俱全；建校虽短，却
生机无限。 这是每一个到河北省迁安市弘
毅学校的人对学校的基本印象。

弘毅学校的前身是海侨外语学校，由
于种种原因， 学校声誉下降， 生源逐渐流
失，最终倒闭。 面对老校的残局，学校该如
何重塑形象是摆在弘毅学校投资人殷继承
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反复斟酌，他最终决
定从课改开始，改变师生生命状态，改变课
堂结构，为学生的生命成长重新制定目标。

“如果说弘毅学校是一所‘零起点’的
学校，发展也不至于太费力。 但实际上，学
校不但要除掉之前旧学校遗留下的种种
‘毒瘤’，还要面对成长中的‘阵痛’。就像盖
房子，‘万丈高楼平地起’远比先填平沟壑，
再打挖地基容易得多。 ”校长孙洪强不无感
慨地说道。

以孙洪强为首的弘毅人， 并没有妄自
菲薄，他们通过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的课
堂模式、丰富课程设计，走出了一条学校改
革发展的突围之路。

两个月带来的新变化

实践中， 一些学校即使明确了课改目
标，但面对现实，仍会觉得茫然无措，无处
下手。而弘毅人从决定课改的那一刻起，心
中就有了一张学校课改的“战略图”。

为了顺利推进课改，让师生有章可循，
学校立足校情，自主研发了“目标引领·课
道”教学模式，确立了新授展示课、背诵展
示课、巩固展示课、习题/试卷讲评课四种
课型，定出了课堂操作的八步流程：明确目
标、目标研习、对学群学、困惑展示、精讲解
惑、目标巩固、目标检测、目标反思。根据这
八步操作流程， 把导学案的编制分为两个
大的模块，即目标研习、目标检测。 当然模
块的名称根据不同的课型可以有不同的变
化， 但总体上在一节课的学习过程中要体
现出这两个模块的大体框架。

有了可供全体教师遵循的 “课堂准
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让教师接受这一理
念，真正将其转化成“课堂生产力”。学校认
为， 有效的校本培训将对教师了解、 消化
“课堂准则”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利用
1 周的时间， 对所有教师进行课程改革方
面的理论与实践培训。 培训过程中为了更
好地让教师消化吸收新课程理念， 学校按
照高效课堂的形式，将教师分为小组，通过
小组讨论探究、展示提升等形式，让教师在
轻松快乐的课堂氛围中收获知识， 让教师
获得全新的培训体验。

为了让教师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应用
新课改的理念， 孙洪强第一个站出来给教
师上引路课， 让教师通过观摩切身体会课
堂的操作要领， 课后他又从导学案的编制
和课堂操作流程两个方面逐点剖析课堂的
得与失。 之后由教学副校长宋歌新上引路
课，进一步让教师体会课堂流程，如此反复
多次， 每一次的示范引领都是对自我和教
师的一次提升，点燃了教师的激情，唤醒了
教师心底那个沉睡的巨人， 开启了课程改
革的新征程。

如果说引路课只是一个开端， 那么接
下来的过关课则是对新课程理念的一次沉
淀。为了上好过关课，年近五旬的老教师刘
玉林抛开“粉笔+黑板”的授课模式，潜下
心来练打字，研磨导学案；刚刚入职的新教
师与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秉烛夜谈， 探讨课
堂的操作。一轮过关课后，评出的“过关”教
师陪带“新人”，最后再让“新人”逐个过关，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学校教
师就在这样的锤炼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基础夯实后，为了让课堂“流动”起来，
学校又谋划了全校性的教师“赛课”活动，
让教师在遵循“目标引领·课道”教学模式
的前提下，结合学科自身特点，上出风采，

上出水平。也正是通过这次“教学比武”，推
出了 10 名课改明星教师，进一步带动课改
的发展。

“从传统课堂的被动接受到高效课堂
的主动参与 ，课堂氛围活跃 ，学习效果惊
人。 很多时候，孩子们的精彩表现让人简
直不敢相信。 ”九年级班主任李丽娟兴奋
地分享着课改带来的变化。

在获得成绩的同时， 学校教师并没有
沾沾自喜，他们认真打磨课堂的各个流程，
让课堂更趋精致。

在教师办公室的外墙上，有一个“学案
领航”的专栏，上面贴着不同年级、不同学
科的导学案，但统一归为两类：一类是优秀
的，一类是有待提升的，并且每一份导学案
的末尾都有用红笔做的标注。 “教师的综合
能力是有差别的， 但这种差别也是一种资
源，通过这样的对比，让教师发现不足，既
能督促他们改进， 又能刺激他们内心的成
长欲望，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就有了出路。 ”
孙洪强解释道。

两个月的艰辛孕育过程， 是河蚌孕育
珍珠、蚕蛹破茧化蝶的过程，通过课堂改革
实践， 弘毅学校的学生找到了在课堂之上
的存在感， 心态阳光起来， 善于沟通和交
流，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教师也感受到了职
业的幸福感，体会到了教书育人的快乐。正
如山东省淄博市政府督学于春祥所说：“弘
毅学校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 创造了课改
界的奇迹！ ”

袖珍学校里的“大世界”

四年级学生小何是一名性格内向、不
爱流露心声的孩子， 在家里与父母几乎也
是“零交流”，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得没有热
情。那种冷漠让他的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 学校开设国学课后，通过国学诵读，同
学们的相互感染，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暖，
他也逐渐懂得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的意义。现在，小何会主动和父母交流自己
的学校生活，讲述高兴的事情，还会主动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小何的变化， 来自于学校在课程建设
方面的“大手笔”。

弘毅学校共有 282 名学生，38 名专职
教师， 学校并没有因为学生人数少而降低
教育的成本。相反，学校利用一切有利资源
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课程， 把更多的爱和关
心倾注在每个学生和教师身上。 正如孙洪
强所言， 弘毅学校就是为了让农村孩子享
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 甚至要超过
城里的孩子。

学校每天上午第四节课是社团课 ，
有手工 、舞蹈 、书法 、国画 、象棋 、疯狂英
语 、演讲与口才 、葫芦丝 、钢琴 、篮球等 。
除社团课程外 ，还有编入课表的形体课 、
器乐课 、心理辅导课 、国学课等 。 更难能
可贵的是 ， 这些课程的设置摒弃了功利
性 ， 学校并没有想让孩子通过学习这些
课程达到什么标准 ， 只是想让他们通过
这些课程培养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
让童年有所不同。

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 学校不但减免
学费，在生活上也会尽力帮助。 2013 年学
校刚刚开学， 一位来自邻县的老人想把孙
子送入弘毅学校，可因为家庭困难，希望学
校给予照顾。在了解情况后，学校董事会决
定对全校学生进行“普查”，看还有多少学
生家庭困难或者情况比较特殊。 “普查”过
后，一共有 11 名学生被减免学费，生活上
也得到了许多关照。这件事后，学校专门成
立了“弘毅基金”，要求每名教师都要掌握
学生的家庭情况。 “办学就是为了能让孩子
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在弘毅学校，我不希望
哪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 ”殷继承坚
决地说。

作为校长 ， 孙洪强基本能说出学校
每个学生的名字和他所在的班级 。 不止

他 ，全校教师都将学生视如自己的孩子 ，
每个孩子的脾气秉性 、生活习惯 、特长爱
好 、家庭状况 ，都 “信手拈来 ”，并能最大
程度地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 。 七年级学
生小刘 ，文化课基础较为薄弱 ，课堂上经
常打扰小组里的其他同学 ， 但他音乐节
奏感很强 ，且富有爱心和责任心 ，善于与
其他同学沟通、交流。 班主任为了调动他
的积极性 ， 让他进入了学校学生自主管
理委员会 ，做 “弘毅小卫士 ”，组织活动 、
排练节目 。 小刘每一件事都做得一丝不
苟 ，取得成绩 、获得肯定的同时 ，他在学
习方面也进步了很多。

“让学校的每一处草木、每一个空间都
成为教育的圣殿。 ”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
学校专门为学生开辟了种植园， 让他们感
受播种、除草、浇水、收获的过程。学生在接
触自然、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体会到等待、
成长、守望的幸福。 “亲近自然，热爱生命，
学校能把这样的理念落到实处， 这是学生
的幸福。 一种教育、一个理念，可能会影响
学生的一生，感谢学校。 ”一名家长看着一
幅幅学生在种植园里忙碌的照片， 不无感
慨地说。

为师生打开另一扇窗

黑板上挂着彩色打印的 6 张配有物品
及价格的图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争先跑
到黑板前读出带有小数点的数字， 并尝试
排序……这是记者在三年级一节 “认识小
数”的数学课上看到的一幕。

“同学们通过刚才的 ‘读一读 ’、 ‘比
一比’环节，有没有发现今天的 ‘新朋友 ’
与以往的整数有哪些不同？ ”数学教师刘
志永让学生简单地进行辨认后 ， 开始了
新的一课 ， 学生依靠导学案进入了自学
环节 。 “在小学低年段 ，我们更侧重对学
生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 竭尽全
力地创造生活化的情境 ，让他们体验 、感

受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 。 ”身
材高大 、声如洪钟的刘志永聊起学生时 ，
却是一脸的柔情。

发现是一种能力， 善于发现的背后却
承载着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学生深沉的
爱。 刘志永就是这样一位“有心”的教师。

刘志永的班上有几个成绩一般的学
生，每次做作业都是草草了事。 有一次，刘
志永刻意拿一些字迹清晰、布局美观的学
生作业给他们看 ，不需太多的话语 ，这些
学生就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 一方面是
“成绩优秀 ”，一方面是 “作业认真 ”，很多
人认为的逻辑关系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作
业认真 ，但在刘志永看来 ，恰恰是后者决
定了前者。 一个细心的发现改变了学生的
学习态度。

教师要研究课堂、研究学生，学校领导
同样也要如此。 虽然行政事务占用了孙洪
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但他一直坚守在
课堂上。 作为学校课改的领路人，他坚信，
课堂上只要充分相信学生， 给学生足够大
的空间和舞台， 学生一定能释放出难以想
象的精彩。在外出学习或者培训期间，孙洪
强从不找同事代课， 而是让学生自己组织
课堂。 九年级学生李金鸿是他的得意门生
之一，曾经出色地组织过几次“无师课堂”。
“我觉得，没有老师的课堂有时候比老师在
的时候效果还好。 学习是自己的事，经过 1
年的实践， 我们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
做。即使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发动全班讨
论，实在不会再请教老师。 ”李金鸿谈吐间，
流露出满满的自信。

“负责、尊重、包容、关切”，学校形成的
这种良好的教育生态，让学生在“安全”的
氛围中茁壮地成长。 这也正体现了弘毅学
校的价值观———办有良知的教育。 正是有
了这样一个自由、温暖、向上的大环境，学
校才能够在“废墟”上涅槃重生，师生才得
以尽情地享受幸福的教育生活， 整个学校
才更加充满了生命与活力。

� 5 月 26 日， 武警安徽总队第
二支队六中队邀请安徽省庐江县
东燕艺术学校的孩子们走进警
营，开展“揭秘警营·喜迎六一”主
题活动。 图为武警战士在教孩子
们编织弹壳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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