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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师

我校地处江 南 古
镇 ，北依长江 ，南临太
湖 ，古名东舜城 ，是吴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
典型的江南水乡。 长泾
历史悠久，保存着梁武
堰千年遗址，留下了众
多明清建筑。 清纯的泾
水河哺育造就了众多
优秀儿女，敦厚的秉性
延续了家乡纯朴的民
风。 为弘扬古镇文化，
积极维护和拓展“江苏
省历史文化名镇”的影
响力， 创新德育形式，
培养学生合作探究能
力 ， 增强其社会责任
感，我们创立了德育特
色项目“幸福家园五小
工程 ” （小导游 、 小卫
士、小记者、小蜜蜂、小
志愿者）。

本项 目 聘 请 部 分
教 师 、社 会 相 关 人 士
作 为 辅 导 员 ， 初 一 、
初 二 全 体 学 生 择 优
竞 争 上 岗 。 “总 辅 导
员 ”负 责 活 动 的 全 面
计 划 、 安 排 协 调 、督
促 调 整 ，做 好 学 校 和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的 联
系 工 作 ，汇 总 并 总 结
“五 小 工 程 ” 活 动 成
果 ； “负 责 人 ”负 责 制
订 本 组 的 活 动 计 划 ，
并 对 组 员 开 展 培 训 ，
准 备 活 动 器 材 ，按 照
计 划 安 排 每 次 活 动 ，
保 管 “活 动 记 录 ” ，汇
总 活 动 成 果 ； “ 辅 导
员 ”负 责 组 织 具 体 活
动 ， 包 括 召 集 组 员 ，
指 导 活 动 ，提 供 安 全
和 后 勤 保 障 ，做 好 活
动 记 录 ，及 时 总 结 并
向 “ 负 责 人 ” 提 供 活
动图片 、活动成果 。

“五小工程”中的小导游负责景点导游、
解说 ；小卫士负责空气和水质量检测 、景区
周边污染源排查等 ； 小志愿者负责游客导
引， 维护环境卫生等 ； 小蜜蜂走访有关部
门 、人士 ，挖 掘 古镇 历 史 、人 文 、传统 、民
俗 ，了解发展动态，为小导游提供丰富解说
词；小记者负责活动采访 、宣传 、报道 ，撰写
新闻报道 ， 出版活动简报 ， 制作宣传版面
等 。 “五小 ”各分 4 组 ，每组 15 名学生，每个
双休日由一名教师带领所辅导的小组开展
活动 ，一月一个轮次 。 活动前做好培训 ，准
备好相关器材 ， 按照本组活动计划组织活
动 ， 并做好活动记录 ， 收集活动图片 、资
料 ，分阶段对活动情况作出总结并展示活
动成果。

自 “幸福家园五小工程 ”德育特色项目
实施以来 ， 学生志愿者们在总辅导员和社
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 结合景区的实
际情况 ， 制订全年工作规划和每月活动计
划。 一是根据景区旅游情况，培训小导游进
行义务讲解； 小蜜蜂走访有关部门、 人士，
挖掘古镇历史 、人文 、传统 、民俗 ，了解发展
动态 ，充分挖掘了长泾老饭店 、上官云珠纪
念馆 、陈大同米行 、张大烈故居 、长泾蚕种
场 、长泾人民大会堂 、廉珉轩图书馆 、汪家
石牌坊、 梁武堰、 惠济古桥等景点的历史。
二是根据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 充分利用
社区资源， 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如：健
康饮食宣传活动 、“一河两岸 ”垃圾清理 、泾
水河水质监测 、超市减袋活动 、绿色生活宣
传材料进社区活动 、 敬老院慰问贴春联活
动等 。 三是小记者开展采访 、宣传 ，撰写新
闻报道， 出版活动简报， 制作宣传版面等，
扩大宣传。

长泾镇申报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成功
和 “一河两街 ”改造工程竣工 ，进一步扩大
了长泾镇的知名度 ， 必将带来古镇文化旅
游事业的蓬勃发展 。 “幸福家园五小工程 ”
作为长泾第二中学的研究性课程和社会实
践活动 ， 自 2013 年实施以来不断深化 ，在
政府的关心 、 支持下 ， 依靠学校的严密组
织 、周密安排 ，教师的精心管理 、悉心辅导
和学生的热情参与 、开拓创新 ，“五小工程 ”
凸显学校德育的新亮点 ， 放大古镇文化的
新特色 。

随着学校 “幸福家园五小工程 ”的深入
推进 ，学生在学习 、挖掘 、整理 、利用乡土资
源的过程中锻造了品格 ，培养了交际能力 、
礼仪素养和心理素质 。 学校的课堂教学效
果得到了提升 ，增强了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
升华了学生的思想和道德境界 ， 广大师生
普遍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人
文主义教育 ， 思想上保持着积极健康向上
的态势 。学校德育内涵更加丰富 ，从单一走
向了兼容与多元 。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
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
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
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这是鲁
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
的一段话。 每逢教师节来临之际，我
总会想起这段文字，总会不由得联想到
我的老师。

我最崇敬的初中老师，是我语文老
师———徐祖培先生。

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但凡学校需要
写欢迎标语等，都是先生亲笔挥毫。 先
生上语文课，遒美健秀、形神兼备的板
书，令人惊羡！ 字如其人，先生为人刚正
不阿、坦荡无私。“父亲的德行是儿子最
好的遗产。 ”（塞万提斯语）先生的儿子
徐智勇，是杭州普悦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为了回报自己的母校
（江苏省金湖中学），2012 年他捐赠
1000 万元， 以其父之名命名设立“‘祖
培’教育发展基金”，助力家乡教育事业
发展。

先生上课特别有趣。 记得有一次上
语法课，他给我们讲条件复句，当讲到
充分条件 （“只要……就……”“既
然……就……”“凡是……都……”）与
必要条件（“只有……才……”“除非……
才……”）的区别时，他借助足球比赛中

的“越位”这一比赛规则来帮助我们理
解，讲得通俗易懂、新颖有趣。 这不仅
让我们掌握了语法知识， 也为我们普
及了足球“越位”的比赛规则。 这一堂
课上得轻松活泼、妙趣横生，至今我都
记忆犹新。

又如，教学《活板》时，为了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这句话———“若止印三
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
极为神速。 常作二铁板， 一板印刷，一
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
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先生设计了
这样好玩、有趣的问题：“宋庆历年间，
印刷工人如果要完成以下 4 项任
务——分别印制《静夜思》《诗经》《庆
历年宋词选》《东京邸抄》（注：东京，北
宋都城，今河南开封；邸抄，即邸报，中
国古代报纸的统称）100 本。 完成哪项
任务更能显示出活板的优势？ 请结合
课文内容作简要分析。 ”一石激起千层
浪，当时课堂上同学们兴趣盎然、畅所
欲言的样子，现在还依稀可见。 先生的
课就是这样的生动有趣， 总让我们心
生期待。 这大概就是贺拉斯所说的“寓
教于乐”吧。

徐老师教我， 教语文先要把字写
好。 把字写工整，最好写得美观一些，给
人以审美和艺术享受。 受先生的启蒙、
感染， 我那时就开始模仿先生写字，后

来自己尝试练习书法，并一直坚持到今
天。 现在，我同样教我的学生要“工工整
整写字”，力求做到“提笔即练字”“练字
即练心”。

徐老师教我，先做人，再做学问。 先
生只要朝讲台前一站， 不用开口讲话，
就俨然已经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先生虽是一位普通的语文老师，但他是
一座永远屹立在我心中的不朽的教育
丰碑。

徐老师教我， 语文课要上得生动、
有趣一些。 学生为什么会对知识的记
忆、体会不到位？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为
什么会深刻性不够？ 究其原因，主要是
缺乏教学活动的设计。在日常的不少课
堂教学中，学习过程严重缺失，只满足
于让学生接受一个现成结论， 而不是
让学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 不是让
他们体验、经历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比如阅读教学， 学生就好似生活在一
个被“压缩的时代”，一切以“快”为原
则，一切以“结论教学”为原则，一切以
“标准答案” 为原则。 文学经典阅读被
“读图”取代，个性化的、多元的、丰富
的阅读，仿佛都变成了“压缩式”阅读。
因此， 我们要精心设计一个个阅读教
学活动，让学生置身于文本之中，置身
于活动之中， 让他们尽情地享受自己
的阅读快乐。 唯有这样，我们的语文课

才能从单调乏味、简单机械变得有情有
趣、有滋有味。

先生已将语文教育的接力棒交给
了我们，我们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让
我们的学生收获“离开学校后有用的素
养”。 我们的教育不仅是为了传输知识，
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知识之外的能力、
智慧、人格与尊严。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
的那样，“所谓教育，就是一个人把在学
校所学全部忘光后剩下的东西”。

1989 年，我从淮阴教育学院（已合
并于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当时
竟阴差阳错地做了一名初中语文教师，
且一做就是 30 年。 其间，我如愿以偿地
被评为江苏省初中语文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 遥想当年，到乡镇初中报到，第
一天上班，校长征求我个人意见，要我
改教一门主课，我当时竟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改教语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
水击三千里。 ”现在想起来，当时改教语
文的底气、勇气、信心究竟源于哪里？ 毫
无疑问，就是恩师的人格魅力及其谆谆
教诲！

回眸自己三十年的语文教学生涯，
在我的语文课堂教学的血液中， 沉淀着
我的语文老师的 DNA。 行文至此，对先
生的感激、崇敬、怀念之情再一次油然而
生。先生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浮现眼前，催
我在语文教学之路上继续高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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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 管理者言

深秋时节，笔者来到常州市武进区
湟里初级中学， 正值下午的综合实践
课， 一群学生正在一片菜园里忙活：有
的拿着喷壶浇水， 有的在用铁耙松土，
有的蹲在一旁写观察日记。

菜园里长着萝卜、蒜苗、青菜等 10
多种蔬菜，泛着水灵灵的光泽。 湟里初
级中学校长沈加彬介绍：“菜园也是学
生的课堂，他们正在上‘开心农场’校本
课程。 真没想到从礼河实验学校引进的
课程，备受学生喜爱。 ”

自去年 9 月以来，湟里初级中学
与相邻的礼河实验学校结成西片初
中教育发展联盟， 使两校在文化融
通、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等方面形成
常态， 成为推动两校携手共进的新
引擎。

打通“瓶颈”，
凝聚两校发展合力

从地域上看，湟里初级中学与礼河
实验学校都是武进区西片的农村学
校，两校在校园文化建设、生源状况、教
学质量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湟里
初级中学以“博文约礼”为校训，坚持
“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礼
河实验学校在“礼和”文化引领下，确
立“敦亲、重义、诚信”的校训，提出“为
每一位学生提供值得终身回忆的优质
九年一贯制教育”的办学理念。 在办学
过程中， 两校既形成了各自的发展优
势，也遭遇了各自的发展“瓶颈”，制约
着学校的发展。

近年来，武进区教育局通过集团化
办学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 湟里初级中学与礼河实验
学校此前在办学上也有交流，但不够深
入。 在武进区教育局的推动下，两校结
成发展联盟，促进优势互补。

两校结盟后， 校领导不约而同地
思考， 怎样才能将两校的力量凝聚起
来呢？他们一方面发动教师献计献策，
寻找推动两校共同发展的着力点；另
一方面请来专家指导学校办学， 对两
校发展进行“把脉问诊”。诊断结果是，
两校存在一个共同问题： 文化内涵提
炼不到位，缺乏顶层设计和落地抓手。
随后，专家开出了“药方”———丰富两
校的文化内涵， 并提供了两校共同发
展的思路： 在各自的文化理念大框架
下，进行优势互补，做到和而不同，相
融共生。

依据这一发展思路 ， 两校结合
自身实际，制订发展规划，做到优势
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干部的管
理能力、教师的专业水平、学生的整
体素养、 课程建设水平以及教育教
学质量。

教研互动，
激活教师发展动力

去年 12 月，两校第一次开展以“同
课异构”为主要活动形式的教学研讨活
动，以美术、音乐、地理、生物、体育与健
康作为研讨课程。 湟里初级中学教师展
示的“博约课堂”教学模式令礼河实验
学校的教师印象深刻，感触很深。

原来， 湟里初级中学结合“博约”理
念，致力于研究“博约课堂”教学模式，并
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课程体系。 教师的课堂
呈现“广博”“简约”的特点，课堂前 35分钟
由教师主讲，后 10分钟是当堂反馈时间。

礼河实验学校校长朱建华对这一教
学模式十分感兴趣，遂尝试借鉴。但他没
有照搬照抄，而是结合学校的学情、文化
内涵，让这一教学模式融入学校的特色。
经过一番摸索，礼河实验学校提炼出“轻
负高效”的教学理念，并积极打造“礼和”
课堂。现在，每节课的第 35分钟，湟里初
级中学和礼河实验学校的各班教室都会
响起“您的授课时间已到”的铃声。 新教
学模式的引入， 更加激发了礼河实验学
校教师的教学动力。

在“同课异构”教学研讨活动中，礼
河实验学校教师充满活力的课堂氛围，
也令湟里初级中学教师耳目一新，并
开始反思自己的课堂。 对比两校的小
学科教学， 湟里初级中学教师深感学
校的课堂教学按部就班，沉闷呆板，于
是借鉴礼河实验学校教师的教学经验，
让课堂“动”起来。

如今，两校除了每年开展两次大教
研活动，还通过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
开展师徒结对活动以及轮岗机制，深
入地学习对方优秀的教学经验， 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 实现联盟校教师水平
的共同提升。

深度融合，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单人跳、双人跳、集体跳……湟里
初级中学是“全国花样跳绳大课间示范
校”，“花样跳绳” 大课间活动已成为学
校的特色。

每天上午一到大课间时段，湟里初
级中学的学生就拿起绳子奔向操场，
每个学生都动了起来。 礼河实验学校
受“花样跳绳”启发，丰富学校的足球
操形式，让学生“玩”出花样。 而湟里初
级中学觉得礼河实验学校的球操很有
特点，于是结合花样跳绳，编出了融入
球操精华的绳操，学生人手一根绳，跳
出了精气神。

两校互动越多， 交流越深， 受益
也越多。 为了培养学生爱读书的习
惯，礼河实验学校将两栋教学楼之间
的走廊布置成“图书馆”，打造成“范
蠡书院”。 学生经过走廊时，会停留下
来，看上一会儿书。“走廊图书馆”这
一创新做法，启发了沈加彬，于是湟
里初级中学结合实际情况，把图书馆
“搬”进了教室，让学生随手就能拿到
书读，并探索“博约”文化，促进学生
深度阅读。

对于两校来说，课程的深度融合是
共同关注的课题。 礼河实验学校的“和
乐” 田园课程是学校长期坚持的课
程。 参观了礼河的 12 亩“范蠡农耕
园”后，沈加彬寻思湟里初级中学也
开设这样一门校本课程，学生既能体
验劳动教育， 又能学习到蔬菜常识。
课程开设后，学生们争相报名。 每到
周三下午的校本课程时间，大家就迫
不及待地来到班级的责任田，锄草、
松土、浇水，忙得不亦乐乎。 最让学
生有成就感的是， 他们不仅了解了
各种蔬菜的生长过程，而且收获蔬菜
时，可以亲手拔出萝卜，挖出红薯，尽
情地享受劳动的喜悦。

礼河实验学校和湟里初级中学结
成教育发展联盟一年来，在各自的课程
体系建设上有了新突破，教师获得了专
业成长，学生享受了更完整的教育。 两
校相融共生，促进了学校全面发展。 今
年，礼河实验学校不断传来喜讯：常州
市义务教育新优质学校、 武进区中小
学课堂教学改革优秀项目评比一等
奖、 武进区素质教育质量评估一等奖
等荣誉纷至沓来，更有多名教师、学生
在各类比赛中获得殊荣。 湟里初级中
学也收获满满： 学校被评为常州市文
明校园，多名教师在省、市、区级教学
比武活动中获奖。

“接下来， 学校将继续与湟里初级
中学携手并进， 彰显教育联盟活力，提
升学校办学质量。 ”礼河实验学校校长
朱建华对联盟的未来充满信心。

相融共生 携手并进

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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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西片初中教育发展联盟建设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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