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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爱的人总是充满前行的动力。2020年
5月，我加入牡丹江路幼儿园建设工作，从建筑设
计方案审议到跑各部门办理各项手续，从此没有
了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

2020年 8月回到通州幼儿园本部工作，主管
新园建设工作的同时，分管本部的宣传工作、课程

建设工作等，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进一步体会到
创业不易：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南通，与装修设计师
商讨方案细节；深夜与景观设计师线上推敲方案；
白天咨询专家、晚上研究食堂布局图纸；每日巡查
工地，协调各种问题，敦促进度和质量……忙完这
些，再去修改审核宣传报道及课程故事，办公室的

灯光总是亮到很晚……
回望二十六年成长之旅，是什么在支撑我一

如既往辛勤耕耘不止？我想，唯有一个字，那就是
爱。未来，我会继续怀揣热爱，为幼儿园的建设与
发展播洒汗水和努力！

每个老师都是一面旗帜，爱岗敬业的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四有”好教师的真谛。

“双减”就是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致力于
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
生活者。

“谁用全身心去执着地寻求美，美就会悄悄地
飞进他的心扉。”我和孩子们一起体验难忘的蓝印
之旅。孩子们用笔描绘蓝印花布，围绕蓝印话题进
行探讨，唱蓝印花布歌。孩子们写的蓝印花布小
诗，字里行间尽是在发现美、欣赏美、理解美、分享
美、创造美。

运动会开幕式上，我们将笑脸洒在中国的版
图。赛场上他们挥洒拼搏的汗水，就算再累也全力
以赴。800米跑道上，汗水迷了她的眼，疲倦袭了她
的心，但她没有停下，即便摔倒，也毫不犹豫地站
起。她顾不得双腿的疼痛，坚持向终点奔去，用她

的乐观和坚毅诠释着当代青少年的责任担当。
那场还未开赛似乎就已预见了结果的大合唱

比赛，我们出奇制胜，班长捧回了一等奖第一名的
奖状，大家喜极而泣。四十六个孩子，四十六枝花，
四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
更加笃定要用心陪伴孩子走好人生的这一小段旅
程。

经过“五育”熏陶的孩子，看人看事看世界变得
不一样了：他们眼里充满了色彩，心里装进了无限
可能，而我的生命空间也成了盛满幸福的容器。

“双减”背景下，拥有一种对孩子成长的心态，
每天一点点改变，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成长。教师
最曼妙的成长是孩子成长中的成长，成长永远比成
功重要。

张桂梅校长对她的孩子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读书，走出大
山。”我的孩子相比之下是幸运的，他们已经走出了大山，看到
了繁华，所以，我对他们说：“努力读书，回家乡。”

这个想法萌生自几位贵州省罗甸县扶贫干部的一次来访。
那天，罗甸县布依族的扶贫干部来到我们学校，详细抄录了新
一年级罗甸孩子的基本情况。我的班上有一个罗甸的布依族男
孩儿家乐，那些扶贫干部在教室窗外，远远地看家乐上课。临
别时对我说：“老师，我们那边很贫穷，但这些年发展得也很
快，但总归比不上你们这里，你们的教育好，千万麻烦你们多
关照！”

这句话乃至他们说话的语气，我终生难忘。读过黄文秀等
许多优秀扶贫干部的事迹，那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艰
辛和坚韧。面对他们，我没有什么话说得出口，唯有以真心拥
抱真心，以诚挚回应诚挚。我给孩子们讲扶贫的故事，讲他们
遥远的家乡飞速发展的故事，然后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以后
也回家乡，和这些叔叔阿姨一样。”

二年级期末，我们谈起理想，很多男孩说想做航天员、解
放军战士或是研究新冠疫苗的科学家。家乐站起来憨憨地说：

“我想做主播。”原来，他多次在家看到父母手机上的助农直
播，得知这些主播能够帮助老家的乡亲卖出很多农副产品，觉
得他们很了不起。这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这样的理
想，真好！

三年级的他们有了巨大的改变，学习上的，生活中的，心
里的……但我清楚地知道，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这场幼小衔接
已经逐步成为一场关于读书、关于乡村振兴的衔接，我的旅行
还在路上。

成长永远比成功重要
实验中学 羌燕

深耕教育近二十载，我一直在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应该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教育才

能真正助力师生共同成长？“双减”给了我最明晰的方向！

今天的“减”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增”。
如何优化时间管理，特别是课后服务时间，
这是值得我思考的新的“增长点”。

作为班主任，我注重学科协调。每天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
历史各科作业总时长不超过3小时。班级课
代表通过自荐产生，他们都希望自己代表
的那门学科效率第一，所以格外关注老师
布置的作业量和难度，如果超出时间或者
难度过高，会及时和任课老师沟通，希望
得到适当调整。

有一天，历史课代表火急火燎地跑来和
我说：“羌老师，我的历史作业已经多次最后
一个才能收齐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于是，
我指导学习委员担任学科协调员，每门学科
轮流做“老大”，学科间获得新的平衡。

作为语文老师，我也及时进行作业优化
设计。重个性，分层设计，有必做有选做；重
弹性，形式多样，有常规有实践；重效能，及
时反馈，不仅在课堂上安排整体答疑，还利
用课后服务时间进行个性化答疑。

让孩子做喜欢的作业，做真正需要的作
业，做能胜任的作业。作业的时长减了，学
生的睡眠增加了；作业的负担减了，学生的
活动多了，自信增加了；作业的批改量减了，
教师钻研教材的时间增加了。为学生做着

“减法”，为自己做着“加法”，这对学生来说
是“催化剂”，对我而言是“助推器”。

有段时间我急于成功，眼里只有分数，时间久
了，孩子失去了自主权，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
也说不出自己今后要走向何方。“双减”告诉我：“成
长比成功更重要”，教育的最大作用应该是帮助孩
子发现自我、唤醒自我。

我努力摒弃“以分数论英雄”的观念，回归教育
最本真的模样，用正向反馈让孩子看到自己，并鼓
励他们勇敢地朝一个更好的自己走去。“教育的效
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为了让
这种评价能够持续深入地作用于孩子的未来发
展。严蓉校长和我一起家访，家校同频共振，相向
而行。在交流中达成共识：要过滤掉对孩子的“抱

怨和不满”，留下让孩子感觉“舒服”的、甚至是“兴
奋”的信息。只要孩子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慢慢
就会把这种积极的反馈转移到学习、生活中来，体
会到成长的快感。

小枫同学原本是课堂上的“捣蛋鬼”，通过家访
我们心意相通，如今的他有了可以看见的、可以感
受到的、发自内心想要得到的目标，这一目标成为

“推”的力量，使承载着他成长的车轮快速前进。
当结果不好时，我的正向反馈也一定会回溯孩

子的努力过程，这种评价正是鼓励他们做“更好自
我”的最好方式，在此过程中我也遇见了“更好的自
我”。

爱就一个字，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通州幼儿园 唐晓燕

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为热爱，所有的坚持和努力才会有意义，所有平淡的日子才变得美好可期。工

作26年，我把一个教师对孩子、对幼儿园、对幼儿教育的拳拳热爱化作一行行坚定的脚印，用平凡的实际行动，在美丽的童梦

园里全心投入，执着前行——

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高老师特别和蔼可
亲，从那时起，我心里暗暗下决心：长大了也
要做老师，做一个像高老师那样让学生喜欢的
好老师。

为了能尽快触及理想，中考志愿我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师范。1995年 7月师范毕业，为了能学
以致用，我果断放弃留在市区当小学老师的工作
机会。

因为爱老师，所以选择教师作为职业；因为实
现了自己儿时的理想，所以更加热爱这份工作。
很幸运，我的职业选择实现了“选我所爱，爱我所
选”的完美结合。

（一）爱教育、爱孩子

在我心里，爱是关心和呵护。小姑娘身体不
舒服吐了我一身，我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骑车载
她回家，小脸蛋靠在我后背的那份温暖，让心底柔
软的小姑娘惦记二十多年。孩子身体情况特殊，
小伙伴们躲避、家长抗议，我没有厌弃，做好家长
沟通、思考更好的个别教育方案。

在我心里，爱是接纳和宽容。面对入园哭闹、
拳打脚踢，猛咬一口，不气不恼，家长多年后仍感
动歉疚；关注离异家庭孩子的情绪，与其亲生父
母、继父母等多方沟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到留守家庭家访，指导祖父母做好家园配合，让外
出的父母安心工作；接纳并引导家长正确认识孩
子的多动或自闭，让家长幡然醒悟，开始矫治……

在我心里，爱更是理解和支持。无论是在材
料贫瘠、条件简陋的入职初期，还是在生机蓬勃的

课程游戏化改革时期，努力观察孩子的言行、研究
他们的需要、提供恰当的支持，带领青年教师开展
相关的研讨和实践。

在我心里，爱还有更深层次的表达。党员关
爱行动中有我的身影，青年教师志愿服务有我共
同谋划，学雷锋、关爱残联特殊儿童、为重症孩子
捐款等活动倾注了我的心血。从 2009年开始，我
陆续加入十多家乡镇幼儿园的市优、省优创建或
复审的帮扶工作，早出晚归、尽心尽力，为全区学
前教育均衡发展贡献所能。

（二）爱工作、爱园所

幼儿园是我们成长的土壤。在这片沃土上，
我所有的爱与信念，苦干与实干，逐渐擦亮我教育
生命的底色。

从1995年到2017年，我在通州幼儿园默默耕
耘22年，门卫师傅常常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园的人，

并笑称我是典型的“六认真”。
2017年暑期，张宏云园长跟我说，去虹西分园

吧，那里需要你。于是，义无反顾奋战三年。第
一年，我既要做好教育教学管理，又要担任班主
任兼带新教师，很多工作只有晚上去完成。第二
年，繁重的市优及省优创建、日常教学管理、宣
传等工作，让我天黑前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第
三年，特殊的疫情防控时期，策划线上课程，修
改大量新闻报道及课程微信，收集、整理、上报
数据，指导结对园进行课程设计，时常连续工作
到深夜。

长期的熬夜硬扛，曾让我因颈椎压迫而晕倒，
也曾突发心脏不适手脚发麻。虽然医生命令休
息，但考虑到幼儿园人手紧，我做完CT和心脏监
测后，又回到岗位，边吃药边工作，把对幼儿园深
深的爱融入这默默的坚守。

走好特殊的幼小衔接路
袁灶小学 杨楠

我的学校毗邻南通国际家纺城。在这里，我遇见

了53个孩子，我把他们称作53朵小浪花。他们从贵州

来，从新疆来，从河南来，从江西来，从福建来……

汇流于小镇袁灶，饮同一江水，吹海上来风，抱团成

长、勇敢奔腾。

班上不少孩子家里没有课外书，有的孩子跟随父母住在蔬
菜大棚里，到了晚上舍不得开灯，更别提读书了。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阅读世界，我跑新华书店、逛网店，陆
续自费购买了三十多本童书、一整套历史绘本、一批红色经典
读物，还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书架……班级图书角就这样有了
雏形。起初，孩子们不认字，也不爱看，我就读给他们听。孩
子们最喜欢听《犟龟》，听我模仿不同动物的声音和那只看起来
傻乎乎的犟龟说话，当听到犟龟终于慢吞吞爬到了动物王国的
首都，参加了狮王二世的登基庆典时，孩子们高兴得开怀大笑。

“上了路，就一直走，总会遇见盛大的庆典。”书中的这句
名言，我故意没有读。当我看到孩子们下课后争相过来借书
时，我相信，这句话不用教，也会流入他们的心里。

买书、共读、教读，在城区学校，在大多数家庭，也许都
是由家长完成的。我无法让忙于生计的家长抽身，那就自己来
做这些事情。每天的阅读课我绝不占用，一定留给孩子自己读
书。为了一本有吸引力的、同伴推荐过的好书，有时候孩子们
会抢着来借。而我也鼓励他们：试着再翻翻那些第一眼“没看
上”的书。对于这些孩子，教室里的每一本书都很重要。

如今，小浪花们三年级。开始有孩子从家里带课外书来
读，甚至还贡献了几本给班级图书角。入学时种下的种子，渐
渐生根发芽。

夏依达是一个从新疆转学来的维吾尔族孩子，汉语基础薄
弱，起初连话都不敢说。我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支了一张小课
桌，只要有空就把夏依达拉到身边补习落下的功课。她学得并
不快，我也不断提醒自己：别急，慢慢来。维族孩子从小所处
的语言环境与汉族孩子不同，面对夏依达，我尝试探索一条更
适合她语言习惯的学习路径，把汉字之美展示在她面前——

“每个字、每句话都是一幅画。你看，‘国’这个字，国字框里
面藏着一块玉，这是说我们的祖国有宝贝呢！”用这样的方法，
日积月累，夏依达的认字速度很快有了提升。

这天，我听夏依达读课本上的古诗。跟着我读了几天之
后，这一回她一个字也没有读错。我立刻拿出手机：“来，再读
一遍，老师要给你录下来！”

她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经我再三鼓励，她才捧起书
轻声地再一次读起来。可能是担心读错，她读得慢了些。但吐
字清晰多了，竟给我一种别样的享受。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这稚嫩的声音从
天山南麓走来，在阳春三月长江北岸的油菜花田里回响着，也
在我的心田里久久回响着。让维吾尔族的孩子爱上语文、学好
语文，这一刻，我相信是可以的。

有一首小诗叫《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可能是牵一群小蜗
牛去散步。但这没什么，只要向着明亮那方，我愿意慢慢走，
欣赏路上的风景。

时间优化：改变节奏，
创生新平衡

评价优化：正向反馈，创生可持续性

活动优化：融合五育，创生新幸福感

职业甄选，因爱而来

执业追寻，为爱坚守

创业实践，携爱前行

领读，以托举的姿态

慢慢读，好好读，相信你自己

努力读书，为了回家乡

赓续百年初心 担当育人使命
“童·梦”四有好教师团队成员成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