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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镇江市宜城中学家委会组织了近 50 位家长走进校园，观摩学校课堂教学。中午，家
长们到学校食堂用餐，体验学校的日常生活。 该校“家长开放日”活动，家校零距离沟通，提升了
家校共育水平。 曹阳 摄

教海探航

大自然：幼儿智慧的源头活水
■高邮市临泽中心幼儿园
查娟仪

幼儿与自然有着内在的
联系。 大自然是幼儿向往的世
界，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他们
的注意力，激发他们探索的兴
趣和欲望。 在保证幼儿安全的
情况下，幼儿园应该积极让幼
儿亲近自然，自由自在地与自
然对话， 体会自然的力量，感
悟生命，充实他们对自然和生
活的理解。

春日美好，草木多情，让幼
儿走出教室，走进田野，零距离
触摸春天，探寻春天的秘密。教
师不妨问一问：“你们找找共有
多少种花？”他们立即会兴奋地

找起来。 一个孩子大声地喊：
“这里有红的花！ ”其他的孩子
马上发现还有白、黄、紫、粉红、
橘黄等颜色。 孩子们一边采野
花，一边追蝴蝶。 来到小河边，
一起抓蝌蚪，并带回教室“自然
角”， 细心观察小蝌蚪的成长。
夏天， 与孩子们一起来到小树
林中听知了的鸣叫，观察地上
扛着行李的蚂蚁，抢在暴雨之
前匆匆搬家……秋天，带他们
到田间地头，观察农民伯伯种
植的红薯、芋头、毛豆、萝卜
等，孩子们看到了稻田里的稻
草人， 和水稻进行了亲密接
触， 也认识了镰刀与收割机
等。 同时，鼓励他们向农民伯
伯提问题，了解农作物的生长

情况。冬天，在雪地里与孩子们
一起观察雪花，了解雪花形状，
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一起尽情
地玩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
制作各种冰块、 冰花……幼儿
在充满着各种刺激信号的田
野中，运用已有的经验，与同
伴共同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
王国”，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世界。 此时，教师抓住契机，利
用田野资源的教育价值，提升
幼儿的综合素养。

教育家卢梭提出：“教育要
回归自然。 ”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我们应崇尚自然，秉承一种
教育的自然情怀， 这不仅仅意
味着传授知识， 更意味着一种
对待生活的哲学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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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有他自己的先天素
质和倾向。作为教育
者，我们要始终把学
生理解为他是一个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
点、有自己志向和智
慧的人，这样才能在
教育的过程中，对他
“另”眼相看，唤醒他
内心深处自我生长
的潜能。

乔是从县城转
到我班上的学生，据
说是因为在原学校
表现太过顽劣，成为
许多师生眼中的“另
类生”， 家长无奈之
下才让其转学。说实
话， 对于乔的到来，
我十分担心他会给
刚刚步入正轨的班级
带来不良的风气和影
响。因此，我特意在入
班前找他谈心， 对于
他的过往， 我一字未
提， 只是鼓励他尽快
融入新的环境， 为自
己努力，为班级争光。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
得， 乔在听了我的话
后，抿着嘴，用力地点
了点头。

或许是刚到新
的环境，又或许是我
与他的谈话起了作
用， 开学近一个月，
我没有发现乔的任
何不良表现，也没有接到任课老师反映
他的问题 。 “难道以前听到的都是谣
言？ ”坐在办公室里，我轻声地嘀咕着。
但是这不正是我所期望的吗？

又过了一段时间，学校要组织文化
艺术节， 要求每个班至少准备一个节
目。 领到任务的我头痛不已，因为我们
班上的文艺骨干实在是稀缺，每次这样
的活动，都是我一个人忙前忙后，结果
还是不尽如人意。当我把文体委员找到
办公室商量时， 以前愁眉苦脸的她，头
一次笑着说：“向老师，今年您不用担心
了，我向您推荐一个人，保证能完成任
务，如果您全力支持的话，相信今年艺
术节咱们班一定能拿个好名次。 ”

“谁啊？ 这么有才能，我以前怎么
没发现呢？ ”受她的情绪感染，我有些
调侃地说。

“乔！ ” 文体委员大声说道，“向老
师，您可能不知道，乔以前在县城读书，
学了两年的街舞，他曾经在我们面前展
示过他的舞技，跳得可好呢，您跟他谈
谈，一定没问题。 ”听了文体委员的话，
我有些惊讶地点了点头。

与文体委员沟通后， 我找到乔，向
他表明了我的意思。 乔沉默了好一会
儿，最后表示他考虑一下给我答复。 第
二天，乔主动找到我，十分愉快地接受
了这个任务，并就排练的一些细节与我
进行了协商，看着他那侃侃而谈的自信
模样，我欣喜不已，更对这次文艺汇演
充满了期待。

自从乔接了任务后，每到课外活动
时间，他都会把参演的同学带到操场进
行排练。 文艺汇演那天，当乔所带领的
团队在学校文化艺术节上闪亮登场时，
现场所有师生都被那整齐划一、强劲有
力的舞姿所震撼， 我班的节目不负众
望，获得了第一名。

当我把演出的图片和奖状发在家
校联系群时， 意外地接到了乔的母亲
打来的电话：“向老师， 感谢您对乔的
关心和信任，您知道吗，乔这孩子自从
到您班上后 ，经常回家夸您 ，说您没
有用老眼光看他 ，尤其是您让他表演
节目 ，他回家后告诉我他当时都有些
不敢相信 ，更有些忐忑 ，因为之前从
来没有哪个老师对他如此 ‘另 ’眼相
看……”听着乔的妈妈电话里的叙述，
回忆起乔到班后的种种表现， 我心里
的谜团终于找到了答案。

教育是什么？是唤醒，是激励，是鼓
舞。 世界上没有一朵花儿不美丽，没有
一个孩子不可爱， 他们都有自己的个
性、自己的花期。 作为教育者，要尊重、
了解和关注每个学生， 切不可主观臆
断，更不可惯性思维“贴标签”，要真正
俯下身子，走近学生 ，亲近学生 ，学会
“另”眼看待学生，或许我们的一句暖心
的话、一个鼓励的微笑、一个信任的眼
神，都会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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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合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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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李浩

人海相依

滔滔黄海，万千气象。 千百
年来， 渔民与盐民在这里繁衍
生息， 孕育了独特而厚重的海
盐文化。

我出生在黄海之滨的一个
小村庄，父亲是一个渔民，童年
的我常随父亲去海边， 海的气
息滋养了我。 也许是常年与海
打交道， 我从父辈们古铜色的
皮肤上看到的是豪迈、 善良与
包容。 童年的我多病， 险些夭
折， 父亲用出海捕获的鱼虾换
来粮食和营养品，执着地调养，
奇迹般地让我长成了健壮的少
年。 浑黄的大海养育了我，父亲
出海的渔船曾载着我的希望，
驶向我憧憬的远方。

上小学时，正值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我的启蒙老师是从
无锡来的许老师，她在我的眼
里既漂亮又温柔， 还有学问。
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我
们特别好。 在她的影响下，幼
时的我就喜欢读书，那时只要
有一点钱， 我都会去买书，先
是连环画，也称小人书 ，至今
我还保存了 100 多本，再后是
《水浒传》《岳飞传》等小说，在
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的
年代，这些书让我的童年充满
了欢乐。

或许是受许老师的感召，
或许是父母纯朴的愿望， 童年
时代我的理想便是做一名教
师。 1982 年，15 岁的我考上了
阜宁师范学校， 成为一名中师

生。1985 年中师毕业前夕，幸运
再次降临。 为培养高素质的小
学教育专门人才， 江苏省教育
厅决定从全省各所师范学校挑
选优秀应届毕业生举办首届三
二分段试点班， 我考入了无锡
师范学校首届大专班。 虽然为
求学离开了家乡， 但我对海始
终有着不可割舍的深情。 海的
博大，海的包容，海的磅礴，海
的深邃， 成为融入我生命的重
要基因。

无论走到哪里， 大海始终
是我的根、我的魂、我的梦。

凝汗为盐
1987 年 7 月， 我被分配到

盐城市第一小学工作， 开始了
我的教师生涯。 我先后担任了
班主任、年级主任、校长办公室
主任、集团副校长、盐渎校区校
长等职务， 中途曾被借用到市
教育局工作 5 年，教过语文，也
教过数学，教过一年级，也教过
六年级。 最大的挑战是教过多
年语文学科后， 因学校工作需
要，我改教了数学。 转科给我带
来了不小的压力， 挑战就是机
遇， 我也在这一次转科时开始
了深刻的思索。

我到底想做一个怎样的教师？
从盐城市第一小学老一

辈教育专家身上，我找到了前
进的方向。 苏丹、陈秀凤、蒋康
华……一代代在教育岗位上
作出卓越贡献的特级教师，像
海盐一样纯净朴实， 却又乐于
奉献、滋养生命，是我们这些年
轻人的楷模。

我要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

教师呢？
一路走来， 我坚持的准则

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知
道，只有不断地、持续地、多领
域地学习才能开拓自己知识的
领地，开阔眼界和心胸，提高品
位和能力， 才能将汗水凝结成
晶莹的生命之盐。

阅读点亮了我的心灯。 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 教学的底色
需要广博的知识来绘就。 博览
群书不但是提高自身素养的好
方法， 更是完成对生命本体定
位的矢量。 从沈从文的作品中
我品味到性灵的美好， 钱钟书
辛辣的幽默为我揭开俗世的画
卷，罗曼·罗兰的音乐小说更给
我以精神的感召， 先进的教育
理论专著和数学教育期刊，带
给我前瞻的专业视野、 先进的
教学思想与方法……读书、学
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它不断
改变着我的人生。 我为乐教而
学，通过学习尝到读书的快乐，
不断打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实践厚积了我的底蕴。 教
学中，我潜心钻研教学艺术，优
化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方法。 我
注重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设计
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指导学习
方法，让学生自学感悟；根据知
识的形成过程安排操作实践活
动，让学生经历体验，逐步形成
了“重探究、重感悟、重实践”的
教学风格与特色。 我执教的《梯
形的面积》《三步计算应用题》
《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数的意
义》 等数学课得到省市观摩教
师的一致好评。 我还先后应邀
去兴化、阜宁、滨海、淮安、新疆
等地送教。

科研提升了我的境界。 盐
城市第一小学这个平台， 让我
在教学技艺的提升上迈开了大

步， 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科
研是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我
迅速融入课程改革的滚滚春潮
中。 工作第二年，我就开始研究
如何运用电化教学手段优化课
堂教学， 其实验报告获盐城市
第二次电教实验报告二等奖。
随后，我又参加了学校的“语数
同步，各科配合”整体性教育改
革实验， 其实验成果获江苏省
优秀科技成果奖。 从“十五”到
“十三五”，我参与了国家、省、
市级二十多项课题的研究，从
数学发现教学， 到数学文化素
养，再到数学启·悟课堂，我对
数学教育的理解逐步走向深
入， 我的教育科研之路越走越
宽广。

一路行走， 像盐那样澄澈
无华、 执着坚毅的品质已深深
地融入了我的灵魂。

厚德如盐
走上教育管理岗位， 成为

特级教师， 带给我更多的是对
教育的追问与思考： 教育的本
真是什么？ 我追求的是怎样的
教育？

2009 年， 我开始分管集团
盐渎校区， 在学校文化整体架
构的过程中， 我对这些问题有
了逐步清晰的答案。

学校，以盐城之古称“盐渎”
命名，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海
盐文化”为学校文化的灵魂。 海
与渎的独特精神气象给了我深
深的启迪，一直以来的教育追求
有了鲜明的旗帜———合度教育，
这是我们凝练的“教师之本”。

生命之盐， 与教育何等相
似！ 生命不可以缺少盐，盐吃少
了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合度才
是生命的准则；教育，缺失、偏
向不行，过度教育也不行，合度
也是教育的准则。 根据这样的

理解与主张，我申报的“小学合
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经
过数年研究成功结题， 多篇主
旨论文发表。 随后，我又成功申
报了省教研室规划课题“未来
儿童： 小学合度教育的实践研
究”，让“合度教育”走向纵深、
走向高远。

从海盐文化中， 我们提取
了“明、勤、信、和、智、博”六德，
指引孩子从小明理明志、 勤朴
勤进、诚信自信、和谐和善、 尚
智益智、博爱博取。 6 年小学生
活，一年侧重一德，6 年养成“六
德”，为每一个盐渎学子“育晶
盐风骨、养海渎情怀”，为其奠
定坚实的人生基础。

如今， 在我与团队的共同
努力下，“海盐文化”“六德教
育”走向了系统的课程。《海风
盐韵》《“六德”润人生》校本教
材与主题鲜明的校园环境文化
已成为我们学校育人的重要课
程资源。 在此基础上，我还带领
团队开发了基于劳动教育和科
学教育的“开心农场”课程，传
承传统文化的剪纸艺术课程、
武术课程、空竹课程……

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与发展
需求，使我对“合度教育”有了
更深层的思考。 适合儿童的，才
是最好的。 于是，我们开辟了每
周半日的“选课走班”活动，将
特色课程扩大为全校近百个自
选课程， 给每一个孩子以自由
选课的权利。

“厚德如盐”， 镌刻在学校
的文化石上， 更镌刻在师生广
阔的心宇间。 怀揣着以海的湛
蓝与盐的纯净为底色的合度教
育梦，我将乘风破浪，高歌远航!

（李浩，江苏省特级教师，盐
城市名校长，现任盐城市第一小
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盐渎实验学
校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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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栋生

我曾和一些老教师讨论一
个话题： 一位教师在专业方面
能走多远？ 有两位退休的理科
名师这样说，从学科而言，语文
教师的个人发展空间比理科教
师大得多， 因为他的思想情感
体验远多于其他学科， 他的想
象力更丰富， 创造的机会可能
更多， 如果他有出色的表达能
力，他起的作用更大，特别是对
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影响。 他们
列举很多实例证明： 语文教师
向高一层次发展并获得成功的
人多于其他学科。

那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 所有的学科都值得

从业教师去热爱。 我在中学，看
到很多教师都很珍视自己的专
业，他们从自己的学科中获得
教学的乐趣 ，也获得生活的乐
趣。 一个连自己的专业都不爱
的教师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
教师的 。 有一次 ，我看一位体
育教师的教学笔记 ，惊叹于她
的文字表达能力 ，从说明文的
要求看 ， 她的语言简练准确 ，
我称赞她的语文水平高， 可是
她说 “我是因为喜欢体育才学
好语文的”。

我们从事的学科教学被认
为是一种 “专业 ”，如果我们所
做的一切无法给学生“学科”和
“专业 ”的认识 ，我们的教学可
能就是失败的。 1966 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就
提出 《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
对教师专业化作了明确说明 ，
提出 “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
的职业， 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
过严格的、持续的学习，获得并
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

术”。 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它既要经过学历教育， 还得不
断地学习 ，只有通过 “严格的 、
持续的学习”，才能提高专业素
养，保证自己的“专业”地位。 然
而， 究竟有多少同行认识到这
一点呢？

对受教育者而言， 每个教
师承担的教学只占他一生学
习经历中的一小部分。 在那样
一个阶段 ，教师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素养应当高于学生 ，非此
不足以为师 。 更重要的是 ，在
这个阶段 ，教师应当表现得比
学生更善于学习 ，因为 “教会
学 ”也是他的专业技能 。 在短
短几年的教学中 ，教师有可能
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 ：因为
他的风格 ， 因为他的专业素
养 ，因为他的教学素质 。 当然
还会有一种可能 ：因为他的不
学无术。

我想到， 教师应当是一盏
不灭的灯 ，而那 “开关 ”就在他
自己的手里。 这或许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去理解， 并有不同的
阐释 ：他的 “亮度 ”在于他个人
的修炼；如果他有“电源”，或是
不断充电，他就能一直发光，一
直在照耀着学生面前的道路 ；
教师的进德修业应当一直到教
育生命的终止。 当然，作为一盏
灯， 他未必需要一直亮着。 但
是，在他亮着的时候，他有可能
是耀眼的、夺目的，即使只有一
丝光亮， 也能照亮学生走过一
段路……

进德修业是个人的事 ，是
自觉的追求， 对一个劳动者来
说， 专业素养是他安身立命之
本。 而对一名现代教师而言，持
续的学习将使他保持精神的高
尚， 支撑自己作为一个文明人
的操守。

教师应当是一盏不灭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