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广 角

创
建
班
级
新
生
活

■
常
州
市
北
郊
小
学

祁
馨

在常州， 到了
立夏， 家家户户肯
定要吃碗馄饨。 冬
至隔夜， 胡葱笃豆
腐的香 味 四溢 而
出。“二十四节气”，
浸润在每个人的生
活里， 更通过一次
次班级活动， 走进
我们班每个孩子的
心里。

遇见，与自然同行

5 月毕业季 ，
正是六年级学生铆
足劲拼命冲刺的阶
段， 可依旧没有消
减我们对“节气”的
热情。全班 51 名学
生围绕 “小满”，按
照各自 的 研究 兴
趣、 爱好特长热火
朝天地行动起来。

“观察小分队”
的小伙伴们制作气
温统计图， 感知气
候的变化； 走出学
校， 观察大自然动
植物的生长情况 ，
并用刻纸的方式记录下来， 还连续测
量正午时间的日影并总结了规律。

“种植小分队”的小伙伴们每天观
察自己种下植物的生长情况，绘出“自
然笔记”，惊叹于破土而出的小种子带
来的神奇生命力。

“养生小分队”的小伙伴们设计“小
满”养生调查问卷，并针对问题答疑解
惑，提出“小满”养生小妙招：晚上睡觉
开多久的空调合适，口干喝什么健康又
解渴……同学们个个成了养生小达人。

“美食小分队”的小伙伴们则利用
时令果蔬，展现“舌尖上的小满”。 教室
门口精心种植的黄瓜熟了， 同学们摘
下凉拌，是中午最期待的美食了。

我也不闲着， 在 4 个小分队的活
动中穿针引线，适时引导，看着各小队
有条不紊地活动着，喜在心里。 我与学
生一起丈量着时间的脚步， 感受 “节
气”的无穷魅力。

你我，与万物共生
在与“节气”亲密接触中，我每时

每刻都在感受着学生的生命成长。
瞧，调皮好动的小许画风突变，俨

然变成安安静静的美男子， 只见他手
中的刻刀翻飞，不一会儿，一幅“莲叶
图”新鲜出炉。

看到班上才女小吴手绘的芸豆自
然笔记，大家都惊呆了：芸豆的每日生
长变成了 Q 版连环画，妙趣横生。

平日的幽默大师小伟露了一手，像
模像样地做起了“糖拌番茄”，菜品一
出就被瞬间光盘，留我空有遐想，只能
从同学们满足的表情中想象着美味。

小王拿着自己的作品， 向所有同
学和听课老师自信大方地进行介绍，
已丝毫不见往常的胆小与犹豫。

我则在与“节气”的深入“对话”中
被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深深震撼，在活
动开展过程中聆听着学生生命拔节成
长的声音而感到欣喜。 或许，若干年以
后，这些孩子已完全想不起来小学毕业
考试的题目是什么？但这段历程肯定会
成为他们的生命印记。与其说我们在玩
转“节气”，不如说我们在享受生活。 在
活动中，我们与万物共生共长。

思索，与自我对话
从“遇见”到“成长”，我也在不断

追问自己：“二十四节气” 究竟能给孩
子们带来些什么？

根植“文化基因”，传播传统文化。
小节气，大学问。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
在孩子们的眼里， 更是在孩子们的心
里。 以“二十四节气”为载体，让孩子们
能触摸到四季的脉搏，让“节气”所承
载的文化气息弥散在孩子们的童年生
活中，那就是“中国基因”。 传统的节气
成为引领当代儿童生活的新风尚，让
学生在学会学习的同时学会生活。

丰富班级活动，激活生命成长。 叶
澜在教育信条里这样说道：“每个学生
都有独特性，都应得到尊重。 差异是教
育活动的资源， 不是必须消灭的 ‘敌
人’。 ”活动中，学生在不同的小队，各
自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个性化地记录
自然、感受自然，与自然对话，与自我
对话，在自主探究中习得学习方法，在
小队活动中学会交流合作， 进行最独
特的生命体验，收获着生命的成长。

■溧阳市燕山中学 刘振文

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的田野。 教育亦如此，有
“山重水复疑无路” 的黯然， 更有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我班“插嘴哥” 名声在外，捣
蛋，顶嘴，吵架，总之是肆无忌惮，
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科任老师私
下交流时， 提及他竟是“咬牙切
齿”，甚至有老师说“真祈求他一上
课就睡觉，耳根清净，不会把课堂
搅得乌烟瘴气”。

在上“理想与择业观”这一
主题班会时，我正激情澎湃地与
学生交流“你将来准备选择什么
职业”“你做出这一选择的依据是
什么”……“哎哎哎，哦哦，老……
师……”“插嘴哥” 阴阳怪气的声
音响起。“请你不要说话！ ” 我本
能地、武断地认为“插嘴哥”又来
捣乱了，欲息事宁人。“哎，老师，
老师，老师……”“插嘴哥”欲罢不
能。“闭嘴！ ”我有点恼羞成怒。 教

室里窃窃私语，同学们已经习惯性
预测“师生大战”即将开演。 怎么
办？ 我暗自揣度：不能让他把课堂
弄乱了、拐偏了，该怎样才能既避
免师生矛盾激化，又让课堂风生水
起、顺利推进呢？ 就在这时，“插嘴
哥”一下子站起来，“老师，其实我
想说， 像我体重 180 斤、 身高 180
厘米的大小伙儿，我不喜欢也不会
去做绣娘的， 而她（前排的小女
生），是不合适去做屠户的。 因此，
不难看出：我们选择职业或确立理
想需要考虑自身实际因素， 老师，
你说我说得对吗？ ”全班同学哄堂
大笑，“插嘴哥”洋洋得意，我顺水
推舟，向“插嘴哥”竖起大拇指，“真
心为你点赞！也为自己的武断向你
道歉，你用插嘴的方式把‘怎样选
择职业’阐述得生动形象！ ”教室里
响起掌声， 学生们笑而有所悟：选
择职业要立足自身实际，从自己的
爱好、特长、兴趣出发。课堂的僵局
峰回路转。

多用大拇指点赞，不用食指指

责，转角处有一风景叫“尊重”。
我曾观摩“播种习惯，收获成

功”主题班会课，为达成应有的德
育效果，走心的班主任是这样组织
班会课的：创设模拟法庭，课前产
生的审判长、书记员、原告、被告各
就各位。 法庭上，法官认真公正地
审判坏习惯，如作业拖拉、注意力
涣散、随地吐痰等等。 学生有模有
样，严肃认真。 到量刑阶段，他们发
现没有立法依据。 于是，活动进入
第二环节———立法, 紧急组成立法
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的成员立马行
动起来，问卷调查，查阅文献，广泛
征求民意，通过问卷调查，征集民
意,形成规则———《坏习惯处罚法》。
最后， 依法对坏习惯进行处罚，学
生们从中受到教育。

在活动中， 学生娓娓道来，头
头是道，虽不成熟，但都值得尊重。
“高手在学生间”，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匆匆过场， 不如用心走过场，
转角处有一风景叫“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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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中的三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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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淼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何为
初心？ 于我而言，就是我拿到师
范学校毕业证书时，我就立志要
做一个好老师。 如今，只想做好
老师的我，只知道心无旁骛埋头
赶路的我，不知不觉中跻身于江
苏省特级教师的行列了。 回首来
路，在我的成长路途中，对我的
人生起着重要作用的有以下三
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尝试
来自我的小学班主任
那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

候，班主任陈克老师选我去参加
一个集体舞表演，从来没有跳过
舞的我， 打心底里觉得自己不
行，于是打起了退堂鼓。 陈老师
说：“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你不
行？ ”对啊，不尝试怎么知道自己
不行。 于是，我尝试着学习跳集
体舞，学着学着，也就会了。 陈老
师应该早就忘记了 30 年前的这
件事，但是这句话，我一直铭记
在心。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母
校宜兴市实验小学任教，我迈出
了很多尝试的步伐：工作的第一
个月， 尝试向全校开放了语文
课，上的是《麻雀》；第二个月，尝

试向全市开放了少先队活动课，
主题是“庆祝长征胜利六十周
年”；第三个月，尝试主持了面向
全校 3000 多名师生和家长的一
场大型家校联欢活动……我深
深感谢那些敢于把尝试的机会
交给我的领导和前辈，是他们的
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无穷的勇气
和力量。

现在想来， 当时我这样一
个连“社会课”是什么都搞不清
的青年教师， 当领导说：“你去
试试参加市里的社会课赛教好
吗？ ”我居然会毫不犹豫一口答
应，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
也就是从这堂社会课获得一等
奖的那一刻开始， 我逐渐走上
了专业发展的道路。 很荣幸，我
经历了中小学德育课程发展史
上的两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变
革：第一次是《社会》和《思想品
德》两个学科合并，变成《品德
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第
二次是《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
的使用。 不管课程如何更名、教
材如何变革， 我都欣然迎接，勇
于尝试。 每当我遇到困难，觉得
做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对自己
说：“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你不
行？ ”于是，我振作精神换个角
度，硬着头皮继续前行：上公开
课、做课题、写论文、编教材、作

讲座、搞活动、带徒弟……我做
了很多以前觉得做不来的事情，
尝试了很多以前觉得“我不行”
的活儿：公开课成功了，课题获
奖了，论文发表了，教材出版了，
徒弟进步了，讲座、活动也都大
受欢迎。 我发现：不试，肯定不
行；试试看，也许就行了！

关键词二：认真
来自我的父亲

22 年前，我到宜兴市实验小
学报到的那一天，父亲送了我一
句话：“踏实做人，认真工作。 ”这
句话成为我工作的座右铭。

一直到今天， 我还记得第
一次开放的那堂少先队活动
课， 除了前期和孩子们一起精
心设计、再三讨论、完善细节，
当天我还为每个听课教师准备
了一份队活动程序手册： 三折
页的设计， 第一页有我精心手
绘的封面插图和主题标语，第
二页有队活动的完整程序，第
三页有我的设计理念和活动思
考，教师们看了赞不绝口。 我还
记得，工作至今我多次转岗，教
过 8 年语文， 教过 11 年数学，
同时兼职教品德， 现在专职任
教道德与法治，不管教什么，我
都有着厚厚的备课笔记、 详细
的教学反思、精彩的自制课件、
倾心的师生交谈……我认真对
待每一节课， 不管它是家常课
还是公开课。 在迈步踏进每一
个课堂的时候，我都问自己：今
天你的课堂能带给孩子什么？

我珍惜课堂里的每一分钟，不
虚度，不浪费，不功利，不浮躁。

认真对待每一件事，不管在
什么岗位，都尽力做到我能做到
的最好。 让“认真”成为一种习
惯，“优秀”也就会如影随形。

关键词三：时间
来自我的母亲

初三开始前的暑假， 母亲
让我剪短了头发。 她对我说：
“一天只有 24 小时，花在照镜子
上的时间多了，花在学习上的时
间必然少了。”于是，我就修炼成
了现在这样：不爱逛街，不会化
妆，不喜追剧，下班以后，就是备
备课，看看书，写写小文章，想想
工作上还可以搞什么“花样”。时
间是个常量， 就看你把它花在
了哪里。

白天的工作很忙碌，尤其是
走上管理岗位之后，行政事务占
据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我渐渐习
惯每天下班后留在办公室，为自
己空出半小时来看一会儿书，做
一会儿摘抄或者写读书笔记。 苏
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和郑杰的《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
议》就是这样每个傍晚看上三五
条，一个月也就读完了一遍。 我
渐渐习惯等儿子睡下后终于宁
静下来的夜晚，专门看教育理论
书籍，看得糊里糊涂，就一遍一
遍回看，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
和约翰·韦斯特一伯纳姆的《重
新审视教育领导力》就是这样每
个夜晚看了忘，忘了再看，慢慢

品出味道来的。 这样的夜晚，还
适合写各种各样的文字：教学反
思、发言稿、读后感……寒暑假，
更是读书和思考的好时候，梳理
总结上个学期教学中的体会和
感悟， 设计策划下个学期的活
动，做好详细的方案。 各种小说、
散文、诗歌、人物传记，甚至摄影
指导、信息技术类书籍也都是我
涉猎的对象。 因为社会发展太
快，孩子进步更快，我们只有不
停地学习，才能勉强追赶上他们
的步伐。

和读书相比， 我更爱做的
事， 就是用更多的时间和孩子
们在一起。 每当和孩子们“在一
起”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发自
内心的愉悦。我一直在思考：“道
德”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对儿童
生命成长的陪伴，对儿童个体心
理感受和道德体验的关注。 因
此，我提出了“基于生命关怀，
重视道德体验”的教学主张。 我
致力于知行合一的探索， 重视
对内在德性的培养； 我研究生
活轨迹的拓展， 关注对生命追
求的引导……

我相信，兢兢业业工作的每
一天， 认认真真上的每一节课，
静静心心看的每一本书，踏踏实
实写的每一篇文章，都会累积成
一个个向上向远的台阶，通向我
们的诗和远方。

（潘淼，江苏省特级教师，江
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对象，现任宜兴市实验小学
副校长。 ）

教育故事

早春二月，镇江市辛丰中心幼儿园的红梅竞相开放，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 为此，该园结合“梅花”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课程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观察能力与表现能力，也提高了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以及开发
课程资源的能力。 戴露 摄

教学手记

转角处的风景

教育感言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顾维娜

校园内，孩子们认真地
读着书， 汲取知识的营养，
如同一只只饥饿的小羊闯
进嫩绿的芬芳草地，这就是
教育美丽的样子。

课堂教学是美丽的。上
好每一堂课，就是让孩子们
嗅到斑斓世界所散发出来
的芬芳，让课堂变得熠熠生
辉。 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角色
感，何时帮扶，何时质疑，何
时激趣， 都得张弛有度、把
握分寸。 如果时刻牵引学
生，琐碎提问，学生的兴趣
和思考自然就消失殆尽。 教
学中， 教师对知识本身的
情，对学生表现的情，体现
在对学科发自内心的认同，
体现在对学生的尊重和鼓
舞。 在这样一节又一节课堂
的熏陶下，师生便有了同节
奏的疑惑、紧张、欢愉和收
获；在这样一节又一节课堂
的浸润下，学生就会拥有对
学习、对知识持续的动力，就
会少一些厌学，多一些主动，
少一些被迫，多一些自主。这
样，才能培养出具有终身学
习能力的新时代学生。

班级管理是美丽的。一
美，美在环境布置的丰富多
彩。 班级的不一样，特别是
班主任审美观点抑或教育
理念的不一样，首先体现在
班级环境文化的布置上。 男
班主任和女班主任不一样，
教语文的班主任和教数学
的班主任不一样，小学和中
学 不 一 样 ， 具 体 的 班 级
LOGO 也不一样。 每个班都
有每个班的样子，每个班都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样子。 二
美，美在班级制度的张弛有
度。 我们有《中小学生守则》
和“八礼四仪”的统一规章，
但是具体到各个班级，面对
不同的群体，应该有不同的

要求。 此班与彼班不一样，
低年段与高年段不一样。 三
美，美在班级风格的生态各
异。 不一样的班级，不一样
的风格。 有的班级课堂气氛
活跃，师生互动频繁，课堂
生态呈现出勃勃生机；有的
班级课堂沉稳凝练，师生沉
潜于自我探究，课堂生态呈
现出静谧深远。 四美，美在
交往文化的谦恭礼让。 一个
班级就是一个微型社会 。
“仁义礼智信 ， 温良恭俭
让”， 这些闪烁着人性修养
光泽的交往法则，是每一个
班级、每一个学生成长的共
同愿景。 班级文化是有张力
的，更是有影响力的，会用
一种熏染的方式改变身处
其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不
仅会影响其成长，在不知不
觉中为其烙上人生的底色，
内化为成长的品格，而且会
让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有“这
个班”的“味道”，以致影响
其他班级乃至整个学校的
文化创构，甚至于影响家庭
及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
在时间长河中，这样的文化
会发酵并酿出属于这个社
会的“味道”。

“筚路蓝缕 ， 以启山
林”， 教育艺术的朴素之美
是宽广而鲜活的。 在遵循教
育规律的同时，为孩子们打
开视界，引领他们在与万事
万物的融通中，冲刷思想的
杂质， 磨砺思想的锋芒，去
感受生命的深邃与美丽，去
凸显个体的自由与尊严，让
每一粒种子，在校园中自由
生根、尽情生长、恣意绽放。
如此这般，教育才会“活”起
来， 学生心田才会多一些
“微糖的气息 ”。 也只有这
样，向美的价值追求才会油
然而生，并指引、鼓励着孩
子们以更加柔软、温暖的方
式拥抱世界。 这，正是教育
的意义所在。

向着美丽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