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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比赛必有“板书晒一
晒”“美文秀一秀”“故事侃一侃”三
个基本项目，以此加强教师听说读
写的专项考核， 促进其全面发展。
所有比赛项目均实行“末位界定
制”———硬性规定每个赛项必须有
20%的不达标率， 考核不过关的教
师将由区教师发展中心统一进行
专项培训，直到再次考核达标。

“对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我
们没有搞花架子，主要是通过课程
引领、行动助推和机制创新，辅助
以‘末尾界定、校内公示、现场测
评、捆绑考核’等举措，从策略上推
动全体教师由‘被动成长’变为‘主
动成长’。 ”陈士文表示。

三全驱动，推动教师“站好讲台”
“广陵教师目前的培训活动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除常规培训外，
还专门开通了线上培训。一部手机、
一个账号，24 小时可登录全区任何
一所学校的无线网络， 这样既减少
了城乡之间奔波之苦， 还大大提高
了培训效率。 ”来自广陵区农村初中
的教师杜龙庆告诉记者。

为了将教师培训工作由 8 小
时之内转向 8 小时之外，由传统方
式转为线上线下，广陵区教师发展
中心专门建立教育城域网和广陵
教育校园网， 开发视频应用平台，
专门服务于全区 30 多间录播教室
的日常运转。 建立数字图书馆、中
心数字期刊阅览室、教育信息化公
共服务平台、 课程建设之窗等，海
量的图书数字资源及实体资源充
分满足教育教学和教师研训的资

源需求。“以书香广陵网上图书馆
为例，目前访问量已突破 240 万人
次。 ”广陵区教育局装备中心主任
柳毅说。

这种教师培训方式的变革，是
广陵区教育局全新开辟的“931”教
师研训路径的一个侧影。“931”中的
“9”即“九年一贯”，整体性提出“课
程文化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素
养提升”九年战略行动，目标均指向
教师的全面成长；“3” 即“三全驱
动”，突出全时空覆盖、全主体参与
和全课程推进；“1”即“一师多选”，
培训内容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从
学历培训、 学力培训转向创造力培
训，从学科培训、通识培训转向全人
培训， 给每名教师提供多样化的课
程供其选择。

为促进教师全面发展，广陵区
在教师研训内容与方式上下足了
功夫， 以研训教室的设置为例，除
了常规的研讨教室、 录播教室、网
络教室以外，还专门设置了语言表
达研训室、声乐韵律研训室、色彩
线条研训室、 翰墨书法研训室、体
能拓展研训室等，从而有效保障了
全人培训的正常开展。

“我是一名英语教师，除了常态
的学科培训之外， 还自主选择了健
体和书法培训， 这样可以促进自身
的全面发展。 ”杜龙庆告诉记者。

“我们的教师培训已经开始关
注‘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出更多人
文、艺术、思维等方面的课程，这种
全新的教师培训路径，将在很大程
度上整体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 ”
刘勇如是说。

再创教师研训“主动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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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宁中学班主任兼语
文教师张寅南的愿望很“简单”，
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把
每个学生培养成合格公民。 近日，
他的事迹在“南京教育好故事”巡
回分享会上传播， 感动了无数的
家长。

今年是张寅南工作的第 10
个年头。每天，他不仅要上好语文
课，还要跟普通人眼中的“问题少
年”打交道。

小丁去年从其他学校转来，
父母离异， 他和妈妈一起生活。
“小丁很叛逆， 每个周末去酒吧，
常和社会闲杂人员待在一起。 妈
妈想对他加强约束， 但又管不住
他。 ”张寅南回忆说，刚开学不久，

他接到小丁妈妈的电话， 赶到小
丁家的时候，屋里一片狼藉，小丁
妈妈脸上有好几道明显的血痕，
蜷缩一角不停地抽泣。当天，张寅
南和小丁妈妈一起， 把小丁带回
学校。回到学校，小丁情绪仍然很
激动，冲到校长室喊“我胳膊疼，
要去医院”，张寅南又陪着小丁去
了医院。

在医院，张寅南告诉医生，“是
我和家长一起带孩子回校时不小
心弄伤的”。 一句话，让小丁情绪缓
和下来。 之后，张寅南一有空就和
他聊天， 在学校里对他重点关注，
终于让他适应了校园生活。

有些学生觉得自己被贴上
“坏孩子”的标签，不仅缺乏自信，

还有点自暴自弃。 如何让他们走
出心理阴影？ 张寅南的办法是，
“让他们多参加活动”。

小马是他以前带的学生，虽然
调皮捣蛋，但动手能力强，张寅南
把他推荐到学校创客基地，亲自带
他训练，参加各种比赛。 一年后，小
马成了学校创客基地的核心成员，
并带着其他学校的队友参加比赛，
还在省里获了奖。 如今，小马已是
高一学生，积极乐观，和父母的关
系也融洽了许多。

“我们常说， 每转变一名学
生，就能幸福一个家庭，安定一个
社区。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些
孩子毕业后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合
格公民。 ”张寅南说。

张寅南的“简单愿望”
■本报通讯员 钱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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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育担负着为国育才的重任，也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 其中，工读学校、特教学校承担着部分特殊少年儿童的教育任务。 本期，我们和读者一起走进两所学校，关注师生们别样的教育故事———

“第一次给生活不能自理
的孩子擦屁屁， 第一次被发脾
气的孩子紧紧揪住辫子……工
作两年多， 我经历了人生当中
许多难忘的第一次。 ”钱启惠，
“90 后”， 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
育学校音乐教师。 2016 年初上
讲台， 她面对的是一群特殊孩
子。 与想象中的教师工作不同，
特校教室里的各种状况， 一度
让她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特校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心
智和身体发育差异较大的孩子。
每天，从拎着乐器篮走进教室开
始，钱启惠就要和小家伙们“斗
智斗勇”了。 她常常会被突然生
气的孩子抓伤； 一个简单的内

容，往往要重复几十遍，孩子们
才能勉强记住、理解。

除了要具备特殊教育的专
业技能外，特校教师还要倾注更
多的爱去关心孩子，聆听他们心
底的声音。 有一次，一个五年级
学生刚进入教室，就缩着身子流
眼泪。 钱启惠蹲下身轻声安抚，
过了好久，他终于开口：“从幼儿
园开始， 别人就觉得我是怪物。
我不惹老师生气，可我忍不住。”
孩子的一句话，一下子戳中钱启
惠心窝。

“我背过身强忍着不让泪
水掉下来。 ”转过头时，钱启惠
唱起一首歌：“白日不到处，青
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 ”钱启惠告诉孩子们：即
使是阴暗处的苔花， 照不到阳
光，少有人欣赏，但它依旧在角
落绽放。“我是音乐教师，可以
像歌唱家一样在舞台上放声歌
唱。你们是小朋友，也能像演奏
家一样吹奏竖笛， 长大尽所能
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就这样，
她领着孩子们一起唱起来……

“爱，是一次次被抓伤后的不
在意；爱，是春游时将行动不便的
孩子一级级背上楼；爱，是花费数
年时间教会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
上厕所……” 钱启惠用她的故事
告诉人们，岗位再平凡，事情再细
小，只要用心用情，就能如苔草那
样，绽放芬芳。

苔花若米 自有芳华
■见习记者 陆思洋

徐州市开发区中学实施“七个一”工程，深入开展“红旗映书香，党建进课堂”主题教育活
动，如开放一间红色书屋、开展一场红色诵读演讲比赛、开展一次红色文化征文比赛、读一本红
色革命书籍等。 党员教师自主带领学生上阅读课。 图为学生正在上红色阅读课。 李智梅 摄

“学生成长是教师起心动念
的起点与归宿，教师心甘情愿为
学生成长付出时间和精力”“教
师群体性的心灵改变，是课程改
革的前提”“还原师德的本来面
目，使其有利于改善教师个人的
从教力量”。 日前，在接受长三角
教育媒体联合采访时，浙江省金
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俞正
强金句频出。

让善良和努力“住进”日常
教育生活， 让德性自然生长，是
金师附小遵循的教师成长之道，
也映照出金师附小人独特的教
育格调与精神品相。

保持信任
给予教师安全感和舒适度

有着百年历史的金师附小，是
一所诗意盎然的学校， 走出了艾
青、圣野等著名诗人。 学校建有中
国首个童诗博物馆，培养了一批批
灵动、自由、奔放、勇敢的孩子。

相信世间的美好，保持人性的
温情，这是诗人的底色，更是教育
人的本色。 在俞正强看来，没有一
位教师会认为自己的师德不好，
“教师的工作讲究‘形’和‘神’，我
们只能考核到‘形’， 而教学中的
‘神’才真正体现到育人成果上。 ”

那么，师德如何升腾？ 俞正
强拿出“无用之用”的招数：保持
信任！“绝对地相信老师，不要总
想办法去管教师。 信任，会给教
师带来安全感。 ”

如此“无为”，教师是否“无
畏”甚至“底线下滑”呢？ 在采访
过程中，该校教师陆莎说：“安全
感来自被信任，在我校，所有管

理者都相信我们是善良的。 ”
校园里， 我们看不到推门听

课，看不到监控探头，看不到签到
打卡，只有对教师无条件的信任，
充分相信他们人性的美好， 充分
相信他们是向善的， 充分相信每
个教师内心都愿意努力。 金师附
小教师身上普遍洋溢的平和、欢
喜、积极气息，也说明了一切。

保持善良
培养教师自律和责任
“善良， 意味着自律和责

任。 ”俞正强说。
每年秋季一年级新生入校

时， 个个学生的眼中闪烁着自信
和希望。 可是，一年年过去，越来
越多的学生眼神慢慢暗淡下来。
“一年级的小朋友最先受到的挫
折不是来自学习，而是不会扫地、
不会整理本子， 我们没有教过孩
子怎么扫地， 怎么走路， 怎么吃
饭，却要求孩子们全都要做好。而
且，这种挫折会延续到学习中。 ”
站在学生的角度， 俞正强发现这
样的教育是不善良的。

于是，“十会十能”（会排队、
会听说、会求助……能敬、能善、
能俭……）应运而生，并成为金师
附小立德树人的标准。 俞正强认
为， 这样细节化的标准可以让小
朋友感受到，自己只要努力，就能
达成好结果， 并且自己的成长只
与自己有关，和别人并无关系。

学生如此，教师亦然。 学校
有维护学生权益的 5 条红线、10
条黄线。“踩红线，年终绩效奖全
无；黄线踩一条从年终绩效奖中扣
500 元，直至扣光。 ”按照螺旋式

上升的规律，学校每两年调整一次
红、黄线，敦促教师“往高处走”。俞
正强说：“不合格的老师去了别的
学校依旧是不合格，所以我们要做
的不是淘汰老师， 而是‘抬高底
线’，让教师不断完善自我。 ”

得自律者得自由。于是，每周
一次的教师例会，成为“我们一起
来开心” 的会议：“我要说声谢谢
你”“拼班感恩奖”“师徒结对话感
恩”“说说进步的人和事” ……于
是， 教师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校园
中，温暖着教师“闪亮的日子”；于
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表情、那
些味道，逐渐弥漫校园。

保持努力
给教师精神世界带来富足

信任不能无序，善良不是任
性。 金师附小以校园小语、教师
评价、案例宣讲、团队建设、制度
引领等方法，构建了真实可行的
师德标准。

多年前，俞正强班上有位学生
家长在报社工作。学生经常念叨老
师的好，家长有心宣传一下。 孩子
想了一宿，也没想到俞老师有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迹。 第二天，孩子
来问俞正强：“您带病上过课吗？您
经常备课到深夜吗？您大雨中送过
学生回家吗？您为了辅导学生而没
空照顾生病的孩子吗？ ”

“原来在孩子心中，‘师德’
竟是这样的图谱！ ”这个经历引
发俞正强思考：如何还师德以本

来面目？ 他说，“老师当得好，身
体一定好； 把别人的孩子教好
了，自己的孩子一定会好！ ”到金
师附小任职后，他开始引领教师
“外烁”“内修”齐驱并进。 组建羽
毛球俱乐部、瑜伽俱乐部、太极
拳俱乐部、书画俱乐部……成立
驴友团、摄影团、茶道班、插花
班、古琴班……渐渐地，教师变
得有趣、好玩起来，精神世界也
逐渐走向宏阔与丰富。

2018 年 1 月 19 日， 历时两
周的青年教师赛课结束，校级领
导、中层干部、教坛新秀等 40 周
岁以下的教师全部参与。 参赛教
师滕俊玲从中“脱胎换骨”：“这
次赛课让我重新充满洪荒之力。
我把赛课当作一次契机，静下心
来好好地磨了一节课，把这节课
打造成自己的品牌！ ”

学校成立种子书院，面向有专
业情怀、有教育追求、有核心问题
研究的教师， 每月开展一次活动，
静心交流，互相启迪。 时间为非教
学时间， 每位种子教师必须参加。
学校给予时间支持、 机会支持、经
费支持。 在这样的环境浸润中，贾
淑伟的《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气
质》一书出版了，滕俊玲的《行走中
的科学》课题立项了，陶伟仁的“创
客教学” 工作室横空出世了……
“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随着指向
学生成长的学术研究的深入，也成
就了金师附小“师德”之树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的美丽风景。

最近，一张省内某市街头的随
拍在朋友圈广泛流传。 照片中，一
个骑车的家长载着小女孩停在站
牌前， 小女孩面对家长背后贴的
“数学常用英文词汇表”认真诵读。

这张照片让人联想到朱自清
的名篇《背影》。 父母的背影，饱含
着对孩子的深情和期许。 不过，现
在又增加了令人感喟的焦虑与压
力。 如此分秒必争、见缝插针的情
景，很多家长再熟悉不过。 去哪都
随身带个小纸片， 夹个小册子，时
不时考几个单词，动不动问两句诗
文……为何家长甘愿孩子如此辛
苦？ 为何不能容忍孩子片刻的“无
所事事”？ 恐怕还是源于内心深处
的焦虑。 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 9
月 16日发布的 《中国家长教育焦
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中
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为 67 点，整
体处于比较焦虑状态。

导致“教育焦虑”情绪蔓延的
原因有很多，笔者分析如下。 一是
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在很多人看

来，要获取优质资源只能靠“拼”，
拼爹、拼房、拼工作，如今也要拼孩
子。 二是商业推手的炒作，一些不
良商家受利益驱使， 不断以学区
房、培训班等噱头，刺激公众神经，
增加社会焦虑。 三是“剧场效应”下
家长的无奈从众。 最典型的莫过于
各种家长微信群。 假如天天看到的
不是这家孩子报了几个培训班，就
是那家孩子拿了什么奖，那么，即便
对教育规律有所认知和理解的家
长，对此恐怕也很难淡定和坚守。

缓解“教育焦虑”，需要政府做
好顶层设计，力促教育资源均等化。
需要媒体做好正面宣传，抵制不良
炒作，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但更重要的是，家长能理性地看待
教育，更全面地评判孩子。每个孩子
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家长自我
意识的附属品。除了英语单词、数学
公式，他们也要看花开花谢、云卷云
舒。唯有如此，我们的孩子才能生发
兴趣，才会有奇思妙想，才能有机会
走得更远，看到更美的风景。

家长的背影不能只写满“考题”
■颜云霞

教育时评

让善良和努力“住进”校园
———浙江省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蒋保华

南京玄武向 61 名学生
颁发“励志奖学金”

本报讯（通讯员 石美芳）9 月
20 日，南京市玄武区 61 名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收到该区教
育发展促进会送出 的 大 礼 包———
“玄武区普通中小学励志奖学金 ”。
其中，21 名学生获一等奖 ， 每人奖
金 2000 元 ；40 名学生获二等奖 ，每
人奖金 1000 元。

据介绍，“玄武区普通中小学励
志奖学金” 由该区教育发展促进会
颁发，此后将每学年颁发一次，奖励
对象为该区各中小学及中等职业学
校、 特殊教育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一等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人
2000 元； 二等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
人 1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