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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

打开自主成长的另一扇窗

段艳霞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6月9日，8位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老中青教师聚集在一起，没有场地，没有仪式，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
前的草地上举办了第一次读书沙龙，由此宣告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正式成立。这8个兴趣相投的教师，凭着对成长的渴望和对教育的热爱携手
走过7年，并逐步壮大成为8个相对独立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发起人，段艳霞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共同体打开了教
师自主成长的另一扇窗，让教师们在工作与家庭中幸福行走，在育己育人中快乐成长。”

……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我们从家里上办公

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
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
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
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
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飘洋过海呢？

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 黄昏的时候，路旁
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签坐在车上，手里挽着
网袋，袋里有柿子。 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
天黑了，女人脚旁的灯渐渐亮了起来。

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
像烘山芋。

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 味道虽不见得
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以人
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寒天清早， 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
扇出滚滚的白烟。 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 煤炭
汽车行门前也有同样的香而暖的呛人的烟雾。 多
数人不喜欢燃烧的气味———烧焦的炭与火柴，牛
奶， 布质———但是直截地称它为 “煤臭”、“布毛
臭”，总未免武断一点。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
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
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
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
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 做母亲的不惯
受抬举，多少有点窘。 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
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
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
见红圈滚动，流丽之极。

……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 灯光辉煌，

制造糕饼糖果。 鸡蛋与香草精的气味，氤氲至天明
不散。 在这“闭门家里坐，帐单天上来”的大都市里，
平白地让我们享受了这馨香而不来收帐，似乎有些
不近情理。 我们的芳邻的蛋糕，香胜于味，吃过便
知。天下事大抵如此———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
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 喜欢被
教训的人，又可以在这里找到教训。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
远的地方，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 太阳地里，

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
“不早了呀！ 放我回去烧饭罢！ ”众人全都哈哈笑
了。 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
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 ”她的声
音平板而郑重，似乎对于一切都甚满意，是初级
外国语教科书的口吻，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听在
耳朵里使人不安，仿佛话中有话。 其实并没有。

站在麻绳跟前，竹篱笆底下，距我一丈远近，
有个穿黑的男子，戴顶黑呢帽，矮矮个子，使我想
起《歇浦潮》小说插图中的包打听。 麻绳那边来了
三个穿短打的人，挺着胸，皮鞋拍拍响———封锁中
能够自由通过的人，谁都不好意思不挺着胸，走得
拍拍响———两个已经越过线去了， 剩下的一个忽
然走近前来，挽住黑衣人的胳膊，熟狎而自然，把

他搀到那边去了，一句话也没有。 三人中的另外两
个也凑了上来，兜住黑衣人的另一只胳膊，撒开大
步，一霎时便走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
见捉强盗。 捕房方面也觉得这一幕太欠紧张，为了
要绷绷场面， 事后特地派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到场
弹压，老远地就拔出了手枪，目光四射，准备肃清
余党。 我也准备着枪声一起便向前扑翻， 俯伏在
地，免中流弹。 然而他们只远远望了一望，望不见
妖氛黑气，用山东话表示失望之后，便去了。

空气松弛下来，大家议论纷纷。 送货的人扶
着脚踏车，掉过头来向贩米的妇人笑道：“哪儿跑
得掉！ 一出了事，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哪儿跑得
掉！ ”又向包车夫笑道：“只差一点点———两个已
经走过去了，这一个偏偏看见了他！ ”又道：“在这
里立了半天了———谁也没留心到他！ ”

包车夫坐在踏板上，笑嘻嘻抱着胳膊道：“这
么许多人在这里， 怎么谁也不捉， 单单捉他一
个！ ”

幸灾乐祸的， 无聊的路边的人———可怜，也
可爱。

路上的女人的绒线衫，因为两手长日放在袋
里，往下堕着的缘故，前襟拉长了，后面却缩了上
去，背影甚不雅观。

……
附近有个军营， 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

迄今很少进步。 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
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 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
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惟有
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呶的，疲乏的“人的成
份”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 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
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
特别的浓厚。 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
之欲出”。

初学拉胡琴的音调，也是如此。 听好手拉胡
琴，我也喜欢听他调弦子的时候，试探的，断续的
咿哑。 初学拉凡哑林，却是例外。 那尖利的，锯齿
形的声浪，实在太像杀鸡了。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
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
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 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
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选自《张爱玲全集》06《流言》，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张爱玲（1920—
1995）以小说创作著
称：《倾城之恋》、《半
生缘》、《小团圆》、
《色·戒》，等等。近年

来，张爱玲的作品越来越被读者
和研究者所重视。看她作品中沉
重苍凉的人生况味，这样的重
视，良有以也。
《道路以目》是一篇散文。道

路以目，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人生态度；类乎朱光潜的“慢慢
走，欣赏啊”和宗白华的“美学散
步”。但，又不是纯然的审美；这
里有张爱玲式的锐利、波俏、冷
凝和刻深。

以教书育人为务，这样的文
字，“何涉于我哉”？我们也许无
妨读，可以读，甚或应该读。对生
活，不那么马虎、潦草和苟且，而
是习惯性地、一以贯之地、认认
真真地关注、体贴和凝视，好。

（任余）

随看
随想

道路以目
每周推荐 张爱玲

下午户外活动的时间到了，中班在《汽车
嘀嘀嘀》的主题下开展骑小车的游戏。教师提
供材料自行车 20 辆，红绿灯各 1 个，模拟交
通场景。

游戏开展了 7 分钟，3 个孩子骑着小车
驶离车道，停到停车场，离开游戏；6 个孩子
不按照车道的箭头指示行驶， 逆行或者驶离
车道；4 个孩子停在车道上东张西望，没有继
续前行的意思。人行道的停止线前，老师拿着
红灯、绿灯比画着，停止线前停着 7 辆车。 此
景持续了 3 分钟。

王老师从器材室搬出三块木板， 并排放
在天井通向走廊的三层台阶上， 合并成一张
大板， 依据原有的天然地形打造成一个可以
由天井通向走廊的坡路，坡度约 75 度，可以
通过一辆三轮车。

木板铺好后，孩子 Z 骑着小车转头看看，
继续前行离开。3 分钟后，Z 转头回来了，他尝
试骑车过木板，右脚蹬左脚踏，车子顺利上到
木板上，然而只前进约 40cm，车子便向下倒
退。 再来一次，反复 5 次，嘴巴里念叨着：“哎
哎哎，怎么回事？ ”在他骑小车上坡道的一会

儿工夫，坡道旁边围上来 5 个孩子。 “我来，我
来。 ”第二个孩子 L 骑着小车上坡道，遇到同
样的问题。

王老师将木板下移至第二个台阶， 使坡
度下降。 Z 骑着小车向前冲， 车头冲过去约
1.2 米，老师在他背上轻轻一推，车子顺利由
天井驶入走廊，“耶！ 我上来了。 ”

孩子们不再围在坡道周围 ， 一溜烟全
都跑到坡道后面 ，自动地排成一排 ，所有车
辆全部参与进来。 一个跟着一个，在老师的
帮助下上了坡道。与此同时，孩子 H 站到坡
道上方 ，拉住每一辆上坡小车的车把 ，顺势
一拉，车子上来了。王老师说：“H，你真是爱
帮助人的好孩子 。 ”H 纠正说 ：“不 ，是爱帮
助人的交警。 ”

孩子们上坡下坡持续到游戏结束，约 15
分钟。

只多了一块板，却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在
对骑小车游戏的观察中我发现， 随着时间的
推移，孩子们对持续的骑车、加油、等红绿灯
等游戏环节的兴趣逐渐消退， 于是骑车的孩
子少了、马路上的秩序没了，这说明孩子当下

的发展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此时，教师需要随
机应变，及时改进游戏环境与材料，为孩子进
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这一块板，让我们看到孩子的自主。 孩子
有天生向上的“内在生命力”，在整个骑小车
游戏中，孩子决定自己玩还是不玩，自己决定
在哪骑（模拟马路或是走廊或是坡道），自己
决定如何骑（是否上下坡、是否需要帮助、是
否独自进行）。 教师通过一块板的提供，将孩
子从原有固定在模拟马路骑行中解放出来，
自己做主，按照自己的意愿游戏。

建构主义认为，幼儿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
班的幼儿开始萌发初步的规则意识，孩子们在
原有的骑小车游戏中已经建立秩序、 互动、动
作等经验， 且有汽车上下坡的建构类游戏经
验，在与新添置坡道的互动中，进一步建构上
下坡的腿部力量控制、身体的协调能力、人际
帮助的互动、有序排队的意识、安全自护的调
整等经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银河
幼儿园）

作文推荐会
每次批阅学生作文， 我总会从中选出几篇佳

作，让小作者站在讲台上读给全班同学听。 但久而
久之，我发现每次读作文的学生总是文笔较好的几
个。 如何让更多的学生体验到作文展示的快乐呢？
一番思考后，我决定进行一次新尝试。

一天，上作文讲评课，我宣布要在班内创办一
份杂志，稿件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作文。对此，学生们
表示既惊讶又新鲜。 我把话锋一转说：“不过，老师
很忙，挑选稿件的任务恐怕一个人无法完成。”接着
便有学生说：“老师，我帮你。 ”“我也帮你。 ”……全
班学生都举起了手。“好吧，那就让所有同学都来帮
我吧！ 帮我选稿子的同学，我们称之为编辑。 ”学生
们听了很兴奋，但是到底如何操作呢？

看到学生们疑惑的眼神， 我有模有样地说：
“好，下面咱们就开一个编前会，由你们来推荐第一
期杂志的稿件。 这份杂志分设三个栏目，分别是好
文、好词、好句。如何选择呢？你们先分小组，4 个编
辑为一个小组。 编辑先把本组内的作文看完，然后
推选出本组内公认的好作文，接着用红笔从剩下的
3 篇作文中找出好词、好句。 ”我话音刚落，全班同
学立刻行动起来。

“我感觉他这里写得好。 ”“我觉得这里语句不
通。 ”……学生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有的小组为
了一个词语而争吵不休，把我拉过去当“裁判”；有
的小组为了选出一篇好作文进行举手表决……

10 分钟、20 分钟过去了， 小组推荐已经完成，
展示即将开始。 在大家的掌声中，蒋雨晴代表第一
小组走上台，她写的《第一次偷吃番茄酱》被小组推
荐为好作文。 第一小组认为，这篇作文写得俏皮可
爱，生动有趣地反映了作者偷吃时的心理状态。 各
小组的好作文读完后，我忍不住夸奖道：“刚才编辑
们推荐的作文都很好， 看来大家的眼光不错嘛。 ”
“那当然喽。 ”“那么，欣赏完好作文后，再来欣赏好
词、好句吧……”

不知不觉这节课上完了。 在这节课上，几乎每个
学生的作文都得到了展示的机会，有的是整篇作文，
有的是一个句子、一个词。在这节课上，每个学生都收
获了掌声与肯定。 课后，我把学生推荐的好文、好句、
好词输入电脑打印出来并装订成一本小册子， 取名
为《奇迹班习作半月刊》（奇迹班为我们班名），发给学
生。 当学生们拿到这本“杂志”后，迫不及待地寻找自
己的作文。 此后，学生们每周都盼着写作文，盼着上
“作文推荐会”。 “作文推荐会”，成为我作文教学中的
一个必要环节，也使孩子们逐渐喜欢上了写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第五中学）

□本报记者 孙和保

只多了一块板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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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轮到我们班孩子做护旗手，我邀请 4
个平时比较活泼的孩子训练步伐。 小睿在班里很
活跃 ，看得出来 ，他很想参与 ，但是为了不出差
错，我没有给他机会。

看着小睿失落的样子，我忍不住心疼起来。 于
是，我在班里做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男孩都渴望穿
上迷彩服、扛上枪，感受“解放军”的威风与自豪。 而
我们班每学期只有一次护旗机会，一次仅有 4 个孩
子能当护旗手，多数孩子的心愿无法实现。 为了弥
补这一不足，我向孩子们征询意见，决定开展一次
以“迷彩服”为主题的区域体育活动。

在征询意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迷彩
服 ”的喜爱 ，说出了喜爱的理由 ，还讨论出各种
“迷彩服”主题游戏的规则。 紧接着，活动进入实
操阶段，我组织孩子们动手用泡沫地垫铺成一条
通道，用小椅子摆成一座小桥，用奶粉罐搭出几
个障碍物，用大型积木做了一个碉堡，配上海洋
球、迷彩服、冲锋枪。 一切就绪后，我一声令下，4
个孩子迅速穿上迷彩服（比平时穿衣服不知快多
少），扛上冲锋枪，带上炸弹（海洋球），轮流出发。
他们先趴在地垫上匍匐前进，再走独木桥，双脚
跳过三重障碍，来到投弹点，用力向前面“敌人”
的碉堡投放炸弹。 碉堡后面有两个“敌人”，他们
必须躲避炸弹，顺便把未投中的炸弹捡起来。 孩
子们在情境游戏中的兴奋与投入，完全映射在他
们童真快乐的小脸上。

游戏中，小睿主动提出要当“团长”，而且看
上去还真有点带兵打仗的气势。 在小睿的带领
下，孩子们严格遵守游戏规则，有秩序地开展活
动。 第一组完成任务，孩子们满头大汗，开心极
了，其他小组也跃跃欲试。

通过组织这个游戏，我才更加懂得，为什么我
们曾经费尽心思设计的游戏孩子们并不买账，因为
这些游戏没有结合孩子的兴趣，没有依据他们现有
经验，没有尊重孩子的当下需求。 陈鹤琴先生讲过，
“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 在游戏和日常
生活中进行的”，“我想象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化作
游戏，就要看教师的能力了”。 确实，教师在组织活
动时常常忘记问问孩子的真实意愿，问问孩子是否
快乐。 其实，只有孩子主动生发、自由参与、不断跟
进的游戏，才有生存价值与生命力。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新干县幼儿园）

小睿的“迷彩服”
□杨志红

今年中秋节，段艳霞在微信朋友圈发
出求助信息，“明天，2015年厦门台湾学习
共同体工作坊即将开始，工作坊需要一些
碟子当教具，我家里仅有的一些碟子远远
不能满足工作坊近百人的需求……”消息
一发出，朋友们纷纷回应，很快碟子就凑
齐了。 为了保证工作坊的活动效果，段艳
霞原本只打算招募 50名成员， 却不料有
近百人报名。 这些报名者满怀热情而来，

让段艳霞不忍拒绝，只好扩大规模，于是
出现了在朋友圈求助的一幕。

其实，类似这种不得不扩大规模的
活动对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来说
并不少见。 这个由一群热爱教育、怀有
教育理想的教师自发组成的成长团队，
因倡导过幸福而完整的教师生活 ，以
“共读经典、分享沙龙、追寻明师、行动
研究”的活动方式，吸引着厦门市教师

甚至台湾同行的注意。 厦门青年教师成
长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学习团队，不仅
欢迎教师参与， 而且鼓励家长携手同
行。 据不完全统计，厦门青年教师成长
共同体成立 7 年来， 大约有 5000 人次
参与过由共同体举办的活动。

7 年来， 共同体发起人段艳霞像滚
雪球一样壮大着 “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
同体”这支队伍，如今，创办共同体的“元

老”都已“独立门户”，创建了新的共同
体，但只要一个“召集令”，大家会迅速聚
拢在一起，为共同体的发展群策群力。 如
今的共同体成员，也不仅仅是一线教师，
还包括教育科研人员、学校管理人员、教
育专家等，老中青教师一起，激情与智慧
同在，理论与实践互补，共同探索“个人
反思、同伴互助、专家引领”的教师自主
专业发展规律。

从共同体活动的策划、确定专
家行程、会务的相关准备以及活动
期间的主持， 段艳霞都亲力亲为，
虽然忙乱，但她说这样才充实。 这
位说话总是满脸笑容的共同体发
起人，像一个邻家姐姐 ：细心又不
失韧劲，体贴中又顾全大局。

与现在的成熟 、 知性比较起
来，段艳霞也曾经迷茫过。 2002 年，
研究生毕业的她来到厦门市教科
所，成为一名教育科研人员。 由于
没有一线从教经历，也难有进修机
会，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让段艳霞
对自己的前途一度感到迷茫，内心
成长的渴望最终促使她决定到学
校“蹲点”。

来到学校 ，走近一线教师 ，段
艳霞才发现 ， 原来许多教师与她
有着同样的烦恼 ， 他 们 渴 望 成
长 ，却找不到方向 ，寻不到同伴 。
如何把这些渴望成长的教师聚集
起来 ，善思考的段艳霞 “不安分 ”
起来 。

“教师专业发展的主体是教师
个体，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是教师
成长的‘内力’，但教师自主发展并
非‘孤立发展’，教师团队之间的合
作、互助、共享也是教师自主发展
的重要‘外力’，教师专业发展应该
是个体与团队在 ‘合作互动 ’中构
建‘教师文化’的过程。 ”段艳霞不
断梳理教师个体与团队发展的关
系。 观念通，则一通百通。

2008 年 6 月 9 日 ，8 位来自
不同学校 、 不同学科的老中青教
师聚集在一起 ， 在厦门大学建南
大礼堂前的草地上举办了第一次
读书沙龙。 没有像样的场地，没有
庄重的仪式 ， 但成员们初步构建
了共同体的雏形 。 “我们的一小
步，迈开了教师成长的一大步 ，也
为厦门教育打开教师自主成长的
另一扇窗 。 ”当年已经 85 岁高龄
的厦门市原教科所所长徐报德如
是说。

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刘胜峰在
日记里写道 ：“教师成长共同体不
仅要关注教师专业成长，还要关注
教师的幸福生活。 通过共同体成员
间的交流与碰撞 ， 促进思想的产
生。 在共同体中，每位成员都是学
习者。 ”期待、兴奋、动力，共同体让
大家紧紧地靠拢在一起。

“共同体成立初期 ，我们并不
清楚应该走向何处 ， 不能勾画出
未来的轮廓 ，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
还是有了归属感 ， 有了一个温馨
的‘家’，在这个家里 ，我们彼此信
任、互相依赖。 每一步的尝试与努
力 ， 都让我们找到了心灵回家的
路 。 ” 回想当初成立共同体的初
衷，段艳霞感触颇深。

从此 ，共同体这粒种子 ，深深
埋在厦门教育的沃土，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鲜花、茶水、咖啡、甜点、舒缓的音
乐……这可不是参加 party，而是厦门
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的“世界咖啡式”
读书沙龙，6 至 8 人一组，每组围绕相
关主题进行会谈， 主持人组织大家讨
论、交流、分享，画图员依据组员发言
整理、归纳并构图。 会谈完毕，每组主
持人与画图员不动， 组员则相互 “漂
流”，在新的一轮会谈开始之前，大家
要重新认识， 并且简单交流上一轮会
谈的成果， 在多元观点进行链接后开
始新一轮会谈……如此循环， 让深度
的思维碰撞在轻松、 欢快的氛围中流
淌到每个人的心中。

然而， 这只是共同体开展读书沙
龙活动的缩影。

7 年来，茵茵绿地 、咖啡馆 、植物
园、 厦门大学校园……都留下了共同
体成员的足迹。变换的是形式，不变的
是每个人成长的自信。

共同体发轫于阅读， 也成长于阅
读，每位成员在阅读、分享中找到内在
的力量， 并通过共同体找到志同道合
的成长伙伴。

共同体成员们读得最多的是中外

教育经典。 2010 年 1 月，共同体共读
《学记 》，许多成员都为 《学记 》叫好 。
“无论什么时候读，都能找到引导教育
实践的依据， 都能与我们目前的教育
现实对接起来， 教育经典的魅力就在
于此吧。 ”火炬小学科研室主任游清兴
奋地与段艳霞分享感悟。 “师逸而功
倍”，实验小学教师李玲玲在《学记》中
找到了“减负”的理论依据……

7 年来，共同体成员们共同阅读了
《学记》、《教学勇气》、《静悄悄的革命》
等几十本教育经典著作，开展了近百次
沙龙分享活动。本着“自由、自主、开放”
的原则，每次沙龙话题不定，人员不定，
时间不定，地点不定，但在这“表面的不
定”中有着“内在的确定性”。

此外，共同体以“共同阅读”为主
要媒介，成立了教师、父母、儿童等三
类成长共同体，以“世界咖啡式”读书
沙龙为主要活动形式， 推动教师、父
母、儿童的阅读，在厦门掀起了一场静
悄悄的“阅读革命”。

今年， 为发挥共同体在厦门阅读
推广活动中的专业力量， 让阅读成为
学校亮丽的风景，让阅读走进教师、儿

童和家长的生活， 共同体在厦门推动
“阅读点亮学校”计划，活动内容包括：
协助学校成立一个 “教师读书俱乐
部”，开展一次“世界咖啡式”读书沙龙
活动， 为学校推进教师读书、 儿童阅
读、家长阅读活动提供一些参考等。这
次自发阅读行动除共同体外，有近 20
所中小学参与其中，甚至像柘荣实小、
城关小学、 长泰坂里中心小学等外地
学校也慕名而来。阅读是有力量的，一
群人的阅读交流更有力量， 共同体成
员在阅读中唤起内在的力量， 在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教育的 “微行
动”、“微改革”，带动身边更多教师、孩
子与家长们从阅读中汲取力量。

在段艳霞看来， 厦门青年教师成
长共同体最可贵的， 在于共同体成员
昂扬向上、活力奔放的“生命状态”以
及共同体传递的正向的价值观和文
化。面对复杂的教育环境，成员们没有
抱怨，而是致力于自身的改变，做自己
能做的事情， 以积极的态度与行动影
响身边的学生、家长，在共同体成员中
初步营造了一个虽小却充满正能量的
“亚生态文化圈”。

“先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再找出
其中的细节进行分解， 并做简单的读
书笔记……” 滨北小学六年级学生杜
镕宇在厦门外图书城的 “小杜叔叔儿
童书友会”上，与来自厦门不同学校、
不同年龄的小伙伴分享读书心得。 当
天，与他们一起读《斑羚飞渡》的是小
杜叔叔———湖明小学教师杜文斌。

如今，每周五、周六晚上杜文斌都
在厦门外图书城为孩子们讲故事，早
在 2009 年他就成立 “小杜叔叔讲故
事”公益角。 杜文斌是第一个“独立门
户”的共同体“元老”，“小杜叔叔讲故
事” 公益角也是共同体这棵大树结出
的第一个果实。

几年来， 共同体几位核心成员都
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与工作岗位，确
立了自己的行动研究方向， 经过不断
探索、努力，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化
学反应”———诞生了新的共同体。杜文
斌将 “亲子阅读” 作为自己的行动方
向，成立了“小杜叔叔讲故事”公益角；
实验小学教师潘品瑛创新家校成长模
式，创办了“小水滴成长俱乐部”；海沧
区育才小学教师谢淑美以班主任专业
化为研修内容，成立了“厦门市班主任
工作坊”……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
别人无法取代的。 让我们一起‘浪费’
一个晚上的时间， 一起分享家庭教育
中的点滴———我们是否有爱却没有行
动？或者行动了却不得法……今天，我
们只求一滴水的收获。今日的一滴水，
将汇聚成明日的一条溪。 ”潘品瑛声音
轻柔、甜美，只要与孩子、家长在一起，
她满满的爱就溢于言表。

在 “2015 小水滴父母阅读季”第
二期读书会上，一位妈妈分享的故事，
更坚定了潘品瑛前进的步伐。

一位妈妈希望女儿养成记录作业
的习惯，女儿总是忘记。 直到最近，妈
妈终于忍不住发火 ：“为什么没有记
录？”“不为什么，不想记。”女儿一脸不
屑。“那你中午在学校都干什么了？”妈
妈高举起的手，挥在半空。 “在午托班
看到一幅仕女图，写了这个。 ”

女妆
醉晕面颊点魇花，
胭脂芙蓉红面霞。
眉黛青影萱草色，
翠钿额间恋牡丹。

妈妈惊呆了，举起的手轻轻落下，
“自己是多么不了解孩子啊，以前总以
为她的脑袋长了草， 没想到却开出了
美丽的小花。 ”妈妈说得心有戚戚，情
有凄凄。

“每一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当大
家把家庭中的困惑、 喜乐聚在一个平台
上，有前车之鉴，也有了未雨绸缪，这就是
‘小水滴’的意义。 ”潘品瑛信心满满。

“带着家长读书，并不是教师职责
范围内的事，也不是学校布置的任务，
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无私奉献， 也探索
出一种新的学校与家庭合作的模式，
这就是共同体的涟漪效应。 ”厦门市教
育局副局长任勇评价道。

虽然“元老们”每个人都独立成立了
共同体， 但并不影响大家的相互扶持与
帮助， 每当一个共同体有好的做法与经
验时，大家也不会忘了向段艳霞“炫耀”
一下， 以便她在下一次活动中加以利用
推广。 当然，每个共同体举办活动，大家
也都相互“捧场”。在潘品瑛“小水滴父母
阅读季”第六期活动中，作为《断舍离》一
书的实践者， 游清作为活动的特邀嘉宾
现身说法，向家长叙说《断舍离》对她的
生活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这些或早或晚成立起来的‘共同
体’都秉承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的
核心精神，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在
工作与家庭中幸福行走，在育己、育人
中快乐成长。”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学校、
教师加入共同体或者组建共同体，段艳
霞要做的事情似乎更多了，对共同体间
呈现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态
势，她又有了新的期待。

共同体，
找寻心灵回家的路

阅读，共同体行走的方式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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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