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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和我的 50 个
孩子用书信的方式告别。夜静时分，我
翻看他们的信，总是怦然心动。

吾师王琴，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窈
窕淑女也。其酷爱读书，常言：书籍可变
气质换骨相。 随师三载，深知其言之妙
哉，书中自有岁月，笔下别具情味……

这是孙诗梵用小古文写给我的信。
读师范时，我是小古文课代表，古

文老师讲《出师表》，声音哽咽低沉，泪
满眼眶。我想，我的课堂应该有古典的
意境美，有我独特的气质。当我走上讲
台，小古文也走进了我的课堂。

我在单元中嵌入小古文， 这是属
于我自己的课程。 通过常态化的读、
品、写、改，古典之美慢慢融入了我们
的生活之中。

有一次连续几个阴雨天， 男孩们
被“困”在教室里，没地方踢球。“小捣
蛋鬼”李益飞在走廊上踢起了足球，班
长上前制止。

李益飞不服气地说：“我踢球，与
你何干？ ”

班长立刻怼了回去：“此乃学习之
地，岂容你嬉戏？ ”

李益飞一脸委屈：“黄梅时节家家
雨，没法踢球好无趣！ ”

班长回道：“青草池塘处处蛙，走
廊之地不喧哗！ ”

……
两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理论得

“热闹”，我在旁边暗自偷笑。
古典的美，让争执都变得文质彬彬。
李睿健的信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
王老师，我是十足的“吃货”，记得

我第一次做即兴演讲时，就给同学们
讲北京烤鸭和日本寿司，你还说你成

了我的 “粉丝 ”呢 ！ 你带我们读苏东
坡 、汪曾祺……从书中找菜谱 ，真是
绝了！ 你还说你的梦想是开一家私家
厨房， 所有菜系都来自名家名作中。
我们可期待了。

这个小家伙， 是个地道的“美食
客”。 有段时间，我们在做苏东坡小研
究，恰好读到东坡肉、东坡肘子，我让
他去寻找文人墨客中的有名“吃货”。
他找出了苏东坡、汪曾祺、梁实秋，还
帮我找到了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我
选择汪曾祺的几道菜谱尝试， 以图文
并茂的方式在班级微信公众号推介，
顿时在班里掀起了“做有文化的‘吃
货’”之风，大家都来研究文学中的美
食、生活中的美食。

这阵风刮过之后，我又开始刮“写
有品位的板书”之风，用简笔画、思维
导图来设计每一篇课文的板书， 让语
文课更有艺术味；再后来开始刮“画有
深度的阅读图”之风，用阅读地图来进
行整本书的深度阅读， 让语文课更有
思辨味……

新教育人爱说“向着世界开出一
朵花来”，我和我的学生们说“向着世
界开出一朵有意思的花来”。

王老师，在您班上的这 3 年，您和
我们一起写作，我的每一篇文章，您都
像珍宝一样对待。 我的作文经常被您
选进班级公众号。 每次看到自己的作
文发布，我可激动了，妈妈还把每一期
都收藏了呢！ 您说我们得真正静下心
来思考，我是谁，来自哪里，又将去哪
里。 就像《苏菲的世界》里的苏菲一样，
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人生本质
以及未来的方向。

这是赵思缘写给我的信。

3 年时光， 我陪着他们一起发现、
一起写作、一起分享。 我们互相欣赏，
共同生长。

这两年，熬了很多的夜，也得了很
多的乐。编辑学生作文到公众号，从组
织主题活动到动笔写，再修改，打成电
子稿，一篇篇审核、编辑，每一个字的
打磨都为了让孩子们能得到更多欣
赏，让他们看到最美的自己。 孩子用笔
写出生活的过程如凤凰涅槃； 对我而
言，从不会编辑公众号，到逐渐熟练，
每一期的制作，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熬
过的夜、受过的累，都是我的财富。

仅仅一个学年， 我和孩子们便留
下了 10 多万字的文字，学校还专门为
我们出了两本书《绽放的海棠》《花开
的声音》。

……
学生们毕业前一个月， 我开始

给他们每人写一封临别信， 每封千
言，50 个学生，5 万多字。 写得很累，
常想放弃。 可新教育告诉我们，坚
持，就会有奇迹，我劝自己一定要坚
持下去。 后来，常常是睡到半夜两三
点，突然想到某个孩子，便立刻坐到
电脑前开始敲击键盘。 那一个月，我
整整瘦了 10 斤，真成了第一封信中
的“窈窕淑女”。

我的一封封临别信， 孩子们的一
封封回信，我们彼此祝福、珍惜。 这怦
然心动的幸福，恰似知识的汇聚、梦想
的践行， 这点点滴滴温暖着我和孩子
们，我们的班级成了一片幸福的海，我
永远难忘的幸福海。

（作者系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教师）

难忘那片海
■王琴

2019年 7月 12日 星期五

本本报报地地址址：：南南京京市市草草场场门门大大街街 113333号号 邮邮编编：：221100003366 广广告告登登记记：：3322000000000000223388 承承印印：：江江苏苏鸿鸿兴兴达达邮邮政政印印刷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地地址址：：南南京京市市栖栖霞霞区区和和燕燕路路 444400号号 印印刷刷投投递递质质量量监监管管中中心心：：002255--8866227755668899 订订阅阅：：全全国国各各地地邮邮局局 定定价价：：118800元元

理想的教育路在何方？我在困顿迷
茫中遇到了新教育。 我终于明白，理想
的价值不在于实现，而在于召唤；地平
线的意义不是抵达，而是上路；远方的
本质不是激情，而是坚持。 怀着这样的
信念，我决定上路，去实现属于自己的
使命。

2016 年，我从一个单体校的校长转
任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
长。 这是一所由 3 个各有特点的校区组
成的集团校。 怎样才能让 3 个校区美美
与共、 各美其美？ 我决定以文化为学校
塑魂———扎根学校发展历史， 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一座“精神的大厦”。

校园文化的本质， 是为师生构建一
种生活方式。 新教育提出， 让全体师生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在这样
的背景下，基于“儿童是金”的教育哲学，
映照着“童心文化”，我们以“读懂童心，
顺应童性”为办学主张，让全体师生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书式生活”。

倾听生命拔节的声音
2016 年 12 月 6 日， 是姜堰实小校

历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著名童话作家、
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迟慧女士走进
校园，见证了一个 9 岁孩子的新书发布。

故事的缘起，是那年国庆节，四（2）
班的高老师留给了学生们一项特别的
假期作业———读迟慧的《大象学校》，创
编一个童话故事。 假期后的一个下午，

我应高老师之邀， 怀着好奇的心情走进
了他的课堂。 一个叫胡禹舟的男孩朗读
了自己创编的童话， 他流畅自信的叙述
以及奇妙的想象给了我无限惊喜。课后，
我鼓励高老师深入研究儿童文学创作的
理论， 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指导小禹舟的
文学创作。96 天，3 万多字，一部《小象历
险记》便在一个 9 岁男孩的笔尖下诞生，
并在地方报刊上连载。

后来， 我们有了给学生出个人专辑
的想法。 编辑、绘图、设计……老师们挑
灯夜战，精心创作，反复与学生沟通，一
遍遍修改， 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定
稿， 付梓出版。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
道：“一本书，美好了一颗童心，美丽了一
个校园，升腾起一份梦想……”

2017 年 8 月，小禹舟受邀赴上海参
加迟慧女士的新书发布会。让我们欣喜
的是，他的图文作品赫然出现在迟慧的
新书中。 于是，“禹舟现象”在实小校园
乃至整个姜堰蔓延开来，有读完《明朝
那些事儿》后，制作穿越类绘本《梦回明
朝》的；有读完黄蓓佳校园系列小说后，
萌生记录小学生活故事的； 有从网络
“游戏植物大战僵尸”中获得写作灵感，
撰写网络小说《黎明的战场》并公开出
版的……

在孩子们无限延续的写作热情中，
在教师们孜孜以求的教育行动中， 姜堰
实小的“私人定制小作家” 课程应运而
生， 且正努力地向实小的每一名学生敞

开大门， 这为拥有文学梦的少年们提供
了圆梦的舞台。

“书式生活”的路途上，我们以私人定
制的方式，在文字里记录教师们童心绽放
的芳华，倾听孩子们生命拔节的声音。

铺就家校共育的前进之路

教育转型发展的当下， 家庭教育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时代， 如何
让家长自觉步入家校共育的行列之中，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姜堰实小推动家校共育的举措之
一，是开展“家庭实验室里创意种养”活
动，让家长与孩子在自己家中共同培育
植物或饲养动物， 并坚持写好观察日
记。 以罗塘校区二年级家长认领的“A4
纸上的种植”实验项目为例，家长和孩
子一起购买种子、播种、照料、观察，直
至收获，整个过程中，有的家长指导孩
子种植，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想办法解
决问题， 有的家长有意给孩子制造困
境，培养孩子耐挫力……

一场种养， 就是一场主题生命教
育。 透过孩子们的文字，我们看到他们
的好奇心在生长、 探究意识在萌芽，看
到他们对父母养育的感恩、对生命脆弱
与坚强的感慨，以及失败后的坚持和成
功后的喜悦。

此外， 我们还从学生的阅读出发，组
织开展了“招募最美‘童书代言人’”活动，
培养和谐的亲子、师生阅读关系，同时让

家长参与到家校共育的行动中来。
“招募最美‘童书代言人’”活动向家

长、社会各界和知名作家发出邀请，招募
有志于从事阅读推广的公益志愿者。 站
在儿童文学的高度， 从国内外众多儿童
文学作品中遴选出 60本经典童书，构建
童书分层阅读体系。 由此，“12 岁以前实
小 60本经典童书阅读” 计划鸣笛起航。
一本书(实小经典童书 60 本)、一群人(知
名作家、家长、社会义工、种子教师、“小
书虫”)、一段美好时光(周六下午、寒暑
假)、若干场次的“童书讲堂”，每一期阅
读活动都五彩缤纷。

有参加活动的家长曾给我们留言：
“每次活动都能带给我心灵的触动，颠覆
了我许多陈旧的家庭教育观。”我校的义
工教师徐海云在教后感中写道：“一本
书，一间教室，一段温馨时光，拉近一程
爱的距离。 这是一个全新的课堂， 她唤
醒了我的责任意识， 让我对爱与担当有
了更深的感悟。 ”

在姜堰实小这座诗意的园子里，我
们是领读者，领读自己，领读孩子，领读
生命的精彩；童书代言，我们遇见了最美
的自己，和孩子一起陶醉书香，守望一步
一步的成长。

把“最好的礼物”献给童年

朱永新教授说过， 课程的丰富性决
定着生命的丰富性； 课程的卓越性决定
着生命的卓越性。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卓
越课程的研发与实践，践行着“你创新，
我买单”的承诺。

在实小城南校区，沈老师的《没头脑
和不高兴》阅读分享课上，学生们都在七
嘴八舌地讲述着自己的感受， 唯独小悦
悦默不作声，她在玩弄着一幅贴画作品。
这幅作品用碎布、 海绵纸等材料再现了
“没头脑”和“不高兴”两个主人公背倚大
西瓜看月亮的场景。 经过了解，沈老师发
现小悦悦是因为怯于表达， 才和妈妈一
起用手工贴画的方式， 把自己对故事人
物的感受和理解“做”了出来。

沈老师从中受到启发， 鼓励其他学
生也动手将自己阅读中喜爱的人物故事
重新展现。 这种“做”书的方式让童年阅
读在趣味中走向深入， 我们给它取了一
个特别的名字———“手指上的阅读”。 在
学校的支持下， 沈老师踏上了这门课程
的开发之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个学生个性化的阅读成果表达，
遇到了一位拥有“有差异无差生”教育
理念的教师，遇到了学校“你创新，我买
单”适度授权的课程管理模式，便有了
一个卓越课程的创生。 这样的课程，温
暖了童心，点亮了童年，突破了儿童阅
读的现实瓶颈，激发了学生参与的主动
性， 展现出了童真里无尽的创造力、想
象力和审美力。

卓越课程是献给孩子童年的最好
的礼物。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开发了
专属于实小学子的“三季”（入学季、成
长季、毕业季）课程。 例如，毕业季课程
以“我和自然”“我和未来”“我和母校”
“我和初中”“我和世界”主题，形成了五
大模块：一顿共享的自助餐、一宿难眠
的露营、一周难忘的师生远足、一台温
情的光阴故事、一场跨界的对话，将幸
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图景定格成师生们
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一朵花的使命是让自己开花。 我们
以新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为自
己的教育承诺， 奔赴一场特别的师生相
会。 在这里，发现儿童是我们的使命；共
读共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相信种子、相
信岁月，是我们的心灵密码。 在这里，我
们向着幸福完整的生命出发， 抒写属于
我们自己的生命传奇。

（作者系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校长）

天上有多少
星星， 地上就有多
少流萤。我是“新教
育萤火虫” 泰州分
站的一只小小萤
火虫， 提着一盏写
着“理想”二字的灯
笼，飞呀飞，一飞就
是两个春秋。

2017年暑假，
我在北京新教育
“萤火虫之夏”教
师研训营遇见儿
童文学作家、新父
母研究所所长童
喜喜。 从那时开
始， 我有了一个
“萤火虫 ” 的梦
想———点亮自己，
烛照他人。

终于，2017年
9 月 6 日，“新教
育萤火虫” 泰州
分站在第二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三

水校区正式安家落户了。 我们的宗旨是：
培养新父母，孕育新孩子。 于是我们有了
一个响亮的名字———新父母学校。

学校成立伊始， 仅有义工 10 余人，
开发课程、组织家长、备课上课、宣传推
广……工作繁杂， 大伙儿却忙得不亦乐
乎。 不竭的行走，我与我的同仁们一起追
逐梦的远方。 扎染课、感统训练课、心理
体验课、 绘本阅读课……丰富的课堂记
录下了亲子相依、相随、相助、相守的温馨
画面。 1000多场线下活动，让和谐的亲子
关系在沟通与懂得中得以建立与强化。一

位父亲每个周六都带着女儿参加活动，在
活动中认识到孩子成长需要的是陪伴、鼓
励和等待。 于是， 他与孩子一同阅读、书
写。 去年，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著作《举目
见日 见贤思齐》得以出版，这位父亲成为
更多父母的榜样，家中二年级的女儿也追
随爸爸，有了出书的理想。

一路走来， 义工队伍渐渐壮大，32门
优秀课程覆盖了城区所有学校。姜堰区张
甸初级中学的徐秀忠老师负责每期的课
程公告与总结， 制作优秀学生习作链接，
至今已经制作了 1000 多期微信， 很多个
深夜，我都能看到他的 QQ 头像还在闪烁
着。兴泰中心小学的徐兴国老师每周六上
午带着相机穿梭于授课现场， 或半蹲，或
弯腰，或踮脚，按下快门留下精彩的瞬间，
回家再花三四个小时筛选剪辑。 两年来，
他的电脑里留存了 6000 多张活动图片。
而这，都是我们一路走来的珍贵记忆。

时常有人问我：“每个周六你们都牺
牲休息时间来工作， 有没有额外的报
酬？ ”要说报酬，还是有的，那就是家长脸
上洋溢的自信，孩子雀跃的脚步，我们义
工相逢时的微微一笑， 我们牵手同行轻
唱《萤火虫之歌》的心有灵犀。

萤火虽微， 却是自然界唯一与星子
相呼应的光。 因为一群人的无私付出，姜
堰新父母学校去年被评为“十佳萤火虫
分站”，获得“泰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创新成果奖”， 更成了姜堰区
9000 多名家长心灵栖息的乐园。 萤火闪
烁，汇聚最亮，我与我的小伙伴们甘愿做
一颗颗小小流萤，慢慢飞过树梢，飞往云
端，飞向理想的星空。

（作者系泰州市姜堰区第二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教师）

﹃
萤
火
虫
﹄
的
梦
想

■
陈
冬
梅

一朵花的使命是让自己开花
■高金凤

编者按 2003 年，泰州市姜堰区成为全国第一个新教育县域实验区。 十余年来，与新教育
相遇、相知、相伴、相守，“人本和谐”的价值理念已深深融入了姜堰教育的血脉，并深刻改变着
姜堰教育的容颜。 一路行走，姜堰教育人怀揣满腔虔诚，用动人的笔触，抒写着教育天地里属
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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