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课磨课， 是上好一节课的
必经之路。 上学期初，学校推荐我
参加区评优课， 作为一个还在 3
年考核期内的“菜鸟”教师来说，
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初生牛犊不
怕虎”，我决定要一试身手。 于是，
我早早便开始备课，信心满满。 可

是，试上结束，一片“狼藉”，我遭
遇了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滑铁
卢”。 我的教学设计好似被狂轰滥
炸过的战场，满目疮痍。 一时间，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继续教下
去。 比赛时间临近，修改教案又
迫在眉睫，我却如无头苍蝇一般，
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幸好，一位老
教师的话点醒了我： 好好地把课
文再读一读，熟读而精思，循序而
渐进，当你真正读懂了文本，自然
就知道该教给学生什么了。 当我
一遍又一遍地读完后， 渐渐地发
现了一些之前都没有注意到的细
节，语文书上的笔记也越来越多。
参赛的课文是《走一步， 再走一
步》，备课中的我也如文章中的主
人公莫顿·亨特一样，正在一步一
步靠近终点。 可是，零碎的知识点
缺少了一条串联起它们的主线，
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有一位骨
干教师给了我很好的建议： 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不如教他们

学习自读文章的一些方法， 那这
些知识点就都有了用武之地。 课
堂的主线明了， 一切顺理成章水
到渠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 其实，教学就是不断发
现困惑、不断反思的过程。

本学年度 ， 学校举行了以
“阅读点亮生活，书香伴我成长”
为主题的读书节活动。 作为本次
阅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我
有幸参与了整个活动前期的策
划准备、中期的活动开展和后期
的总结交流。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
能参与进来，我们选择了以班级
为单位汇报演出的形式，希望孩
子们能在表演和观看节目中，体
会到书本中那种属于阅读者的
意蕴之美。

我们班的孩子因为当时正在
学习《陋室铭》，对于作者刘禹锡十
分感兴趣，准备借此机会对他好好
研究一番。 孩子们利用空余时间，
又是去图书馆翻阅文献，又是上网

查资料，忙得不亦乐乎。 不到两个
星期的时间，孩子们就把脚本写好
了。 排练提上日程，在不断完善脚
本的过程中， 孩子们对于刘禹锡，
对于《陋室铭》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透彻。 不仅我们班的孩子如
此，其他班的孩子也是这样。 可以
说，读书节活动大大拉近了孩子们
与阅读的距离。

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这样说
道：“教育应是一扇门， 推开它，
满是阳光和鲜花， 它能给小孩子
带来自信、 快乐。 ” 每当夜幕降
临， 结束一天的工作， 准备回家
时，一声声“吴老师再见”又飘至
我的耳畔。“吴老师”这个称呼时
刻提醒着我， 时刻谨记一名教师
的那份责任。 因为最初的热爱与
梦想， 我选择了成为现在的吴老
师。 教育者， 非为已往， 非为现
在， 而专为将来。 为了将来的学
生，为了将来的那个吴老师，我会
加倍努力的。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
写道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
青草更青处漫溯。”我们做教
师，也是在寻梦，寻觅我们心
中的教育之梦。 为了圆教育
梦，我们要修炼自己，促进自
己的专业成长。我认为，教师
专业成长有三条重要路径 ：
在上课中成长， 在写作中成
长，在微课程研发中成长。近
几年，我通过研发微课程，加
快了自己专业成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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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一声“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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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教师的教学经验多么丰富、教学技
艺多么高超，在教学之前，都必须深入洞察
学情，走进每个学生的内心世界，使陌生的
学生变得“熟悉”，切不可“自私”地凭教学经
验、教学理解来实施教学，这是有意义教学
的第一步。 只有对学情保持深深的敬畏，才
能切实避免公开课教学中的“裸备”，才能使
公开课教学走向真正的专业与高效。

让教学不再“自私”，需要将教师的教学
诉求还原为学生的学习需求。 凡“艺高”者大
多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并将这些教学主张融
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在备公开课时总
是从自己的教学主张出发，根据自己对课程
和教材的理解确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并把这
些教学目标作为学生的学习目标。 如此，学
生的学习目标并不是由学生自己决定的，而
是由教师私自“统一分配”的，这种“统一分
配”的学习目标自然无法适合每个学生的学
习需求。 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多样的，这就注
定了学生的学习目标是多维与个性化的，教
师不能“自私”地将教学目标转化为每个学
生的学习目标，而应准确把握每个学生多维
的、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并将这些学习需求
转化为对应的教学目标，即教学目标应该是
由学习目标决定的。 我们切不可“野蛮”地为
学生确定学习目标、“粗鲁”地用一套统一的
标准来检测学习目标的达成度。 所谓“以学
生为中心”就是围绕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来
组织和实施教学，教学应该小心翼翼地抵达学生的心灵深处，只
有抵达学生的心灵深处，才能洞悉学生真正的学习需求；只有洞
悉学生真正的学习需求，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教学的根本使命
就是满足每个学生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

无论你的教学思想多么先进， 也无论你的教学主张多么独
特，在面对学生的时候，你都不应该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功力”，
而应该将教学建立在对每个学生精准的需求分析之上。是否清楚
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能否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而激发
学生更多的学习需求，已成为判断高品质教学的重要参照。

让教学不再“自私”，需要将教师的教学方法还原为学生的
学习方法，即由通常的“以教定学”还原为“以学定教”。凡“艺高”
者无不有精湛的教学技艺，他们极富亲和力的体态与表情、极富
感染力的语言与嗓音、极富创新力的设计与实施、极富掌控力的
节奏与驾驭……所有这些彰显出鲜明的教学风格、 散发出独特
的个人魅力，将学生与听课者深深吸引。学生的学习姿态比教师
的教学姿态更重要，陶行知先生早就教导，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
的法子。课堂固然是教师挥洒激情的舞台，但课堂更是学生展示
自我的天地，在太多的公开课上，我们看到的是教师靓丽的教的
身影，而学生学的身影却被忽略甚至模糊了，当我们“自私”地在
课堂上自我表现时，其实离真正意义的好课已经渐行渐远了，因
为人们更多地关注教师的“教”，而忽略了学生的“学”。尊重每个
学生的学习方式，让每个学生以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学习，教学的
个性化根本取决于学习的个性化，学生优雅的学习“姿态”才是
教学最重要的品质表达。

在微课程研发中成长

微课程的实施， 不只是制订
计划，也不只是开发教材，而是包
括了愿望、设计、材料、困难与克
服、犹豫与坚定、胜利与失败在内
的全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学生共同穿越，共同抵达，共
同成长。 微课程就是一段旅程，就
是师生用脚走出来的道路。

微课程具有三个特征： 首先，
微课程内容容量小， 便于操作实
施，实施时间短，见效快。 其次，微
课程具有鲜明的特色，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是传统课堂学习的
一种重要补充和资源拓展。 再次，
凭借微课程可以更加高效地推动
教师专业成长。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探索出
微课程研发的六大策略。

一、通过对课文的拓展，研发
出微课程。语文教材中的不少课文
是名著选段， 如五年级下册课文
《冬阳·童年·骆驼队》 选自林海音
的经典名著《城南旧事》。编者的意
图是， 教师要通过教学《冬阳·童
年·骆驼队》，带领学生读《城南旧
事》。 据此，我研发了“从一篇课文

走向一本书”名著共读微课程。 一
个学期，师生共读四本书，每本书
读一个月，上三堂课：导读课、推进
课、交流课。

凭借教材中的课文上导读课，
导读课的重要使命，在于教师如何
千方百计地让儿童喜欢阅读一本
本好书，进而让他们自主地、投入
地反复阅读。 简而言之，导读课须
达成的教学目标：教给方法，激发
兴趣。推进课旨在推动学生的阅读
走得更深更远。为了使阅读持之以
恒，见到成效，教师必须在阅读持
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为学生构建一
个平台，使他们可以及时分享阅读
心得，吸收新的观点，激发新的思
考。 简而言之，推进课须达成的教
学目标：深入阅读，促进思考。我凭
借互联网技术推进学生的阅读，与
“阅伴”合作，让阅读看得见。 通过
“闯关”的形式，用游戏化的手段，
让学生阅读时乐此不疲。互联网技
术与阅读融合带来了美妙的景象。
交流课是在学生阅读完一本书之
后， 以各自喜欢的形式汇报自己阅
读的收获。由于学生的喜好不同、理
解能力不同、个性体验不同，只要让
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道其知，
说其悟，谈其感，达到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目的
即可。简而言之，交流课须达成的教
学目标：分享感受，各抒己见。

二、利用地域文化，研发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地域文化是重要的
教育资源。 无锡梅园闻名中外，我
以梅花为载体，开发《梅花三弄》微
课程， 将 15 首梅花诗词纳入三个
篇章：梅花一弄：自然之梅；梅花二
弄：友情之梅；梅花三弄：人格之
梅，让梅花冰清玉洁的品性进入学
生的心田。

三、 围绕我国七大传统节日：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研发微课程。
每个节日来临，我为学生上一堂节
日文化课，带领学生感受节日的由
来、习俗、内涵以及节日在当下的
意义。 举办节日诗词朗诵会，在诵
读中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四、发挥自身特长，研发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每一个教师都有自
己的特长，有目的、有方向、有层次
地将自己的特长转化为课程。 我
喜欢灯谜文化，研发了灯谜课程。
每节语文课前两分钟， 采用三种
方式：老师出灯谜给学生猜，喜欢
灯谜的学生出灯谜给同学们猜，
老师与学生自己创作灯谜给同学
们猜。 学生们乐此不疲，在游戏中
弘扬了传统文化， 提升了学生的
道德境界。

五、围绕二十四节气研发微课
程，带领学生穿越春夏秋冬。 2016
年 11 月 30 日，二十四节气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中国
的第五大发明”。 在每个节气到来
的时候，我为学生上一堂节气文化
课，每个季节转换时节，举行告别
仪式。 通过二十四堂节气文化课，
学生在节气中观察生活、 感受生
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大
自然的勃勃生机，感受生命的生生
不息，培养学生敏感的诗心和科学
的严谨态度。春天的六个节气走完
了，我们举行了“告别春天，迎接夏
天”的仪式。 杜沂帆同学在告别仪
式结束后写道：“在这美好的节气
里，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然之
美，努力其实也是一种美。‘春度春
归无限春，今朝方始觉成人。 从今
克己应犹及，颜与梅花俱自新。’梅

花，这种傲骨的花朵，它的品质我
们应时放心中，让这努力、坚强的
精神陪伴我们度过小学生涯。 ”柳
青青同学写道：“春天的情感还不
止于此，看过催人奋进的，看过引
人深思的，但生活的小美好、小乐
趣还是不能缺少的。‘沾衣欲湿杏
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令人心旷
神怡的春风吹来，吹开了关于春天
的美好回忆。”我执教的《小雪》《清
明》《小满》节气文化课在“千课万
人”“现代与经典”等大型教学观摩
课中展示；《冬至》节气文化课新闻
报道在无锡广播电台播出；二十四
节气课程被《中国教育报》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在中小学扎根”
为题报道。

六、 依据学校举行的各种仪
式，研发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很多
时候，我们把仪式当成了一项任务
完成，于是仪式便失去了它的意义
和价值。 如果将仪式做成课程，效
果就会大不一样。 我研发了《杨柳
与送别》毕业课程，这一毕业课程
具有以下特色：在古典的氛围中营
造浓浓的离别情愫，珍惜彼此之间
相识、相知的缘分；将经典诗词置
身于送别的情境中，经典诗词在特
定的情境中复活，与学生的生命发
生共鸣； 体验古人离别的情韵，道
声珍重，别离是为了重逢。

微课程研发是教师专业成长
的重要路径， 我们可以从地域、特
长、节日、教材、节气、问题、仪式等
方面研发微课程，在微课程研发中
成就学生、成就教师。终有一天，我
们会“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
里放歌”。

（诸向阳，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
师，无锡市梁溪区语文名师工作室
导师，无锡市南长街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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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东北塘中学 吴辛夷
教师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人人皆知，但因受多方因素的
影响，教师的精神生活质量并
不高，很多教师长年在家与学
校两点一线间机械奔波，每天
在备课、上课、改作业（试卷）
中周而复始。长期疲惫而又单
调的生活状态，精神生活的缺
失，不仅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
量的教育，也影响教师的生活
质量，让部分教师过早进入职
业倦怠期。

打开教师精神发展的领
域，用多元文化促进教师精神
生活的多姿多彩，不仅是提升
教师幸福感的需要，也是提高
教育发展质量的需要。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任教的
学科，为了把自己的课上好，教
师要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究
教法， 但个别教师却忽略了对
自我学科精神的培养和学科魅
力的提升， 教学过程很难融入
学科精神的痕迹， 让教学变成

了冷冰冰的知识兜售。 教师的
学科精神， 是扎实的学科知识
储备、对学科知识的人文拓展、
以人文的姿态活化教材文本的
过程中的自我修炼。 在不间断
的自我修炼过程中， 学生在教
师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学科知
识， 而是教师以开放的姿态释
放出的学科感染力。

校园文化氛围是教师精
神生活的孵化器， 对教师精
神成长有着巨大的托举力。
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是为教
师营造提升精神生活质量、
提高职业幸福感的软环境。
例如，开展沙龙研讨、讲座、
论坛等活动， 为教师提供有
助于思想力提升的文化活
动； 关注教师办公室的软环
境建设， 让每个办公室都成
为丰富教师精神生活的场
域；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为教师提供多元化、高质
量的文化交流活动， 让每个
教师活出自己的精彩。

教师精神生活的多姿多
彩，需要教师有自己的业余生
活。 教师若没有自己的业余生
活，长期处于单调的工作状态
中， 即使收获着学生的成长，
但自己的生活并不精彩。 一个
精神生活丰富的教师不应该
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一定
要在工作之外有自己的兴趣
爱好，用丰富的业余生活改善
心态、调节情绪、缓解工作压
力、提高生活品质，收获精神
生活的丰富与幸福。

日前 ， 泰州市
高港区举行小学 、
初中跑操观摩评比
活动 ， 这是高港区
积极实施阳光体育
工程 、 增强青少年
体质的一个缩影。
陈武 谢道权 摄

“吴老师早上好！ ”“早
上好。 ”

清晨的校园，孩子们总
会热情地向老师问好。一句
句“老师好”，带着孩子们特
有的青春与朝气，开启我校
园生活的每一天。

这是我成为吴老师的
第三年，3 年的时光如白驹
过隙，一路走来，且行且思，
太多的心路历程，都写在了
菁菁校园的字里行间。

教师要有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
■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维煊

教师 的 精神生 活
是否丰富，不仅关乎教
师个人的生活质量和
发展前景，也关乎教师
对学生的影响力，关乎
教育活动所能达到的
高度及触及的深度，关
乎教育质量及学生的
长远发展。

特级教师成长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