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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婉丽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
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
始道高。”没有人一出生就很优秀，
没有人一从教就是名师，所有优秀
的老师都像小松树一样，是在岁月
的磨砺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幸
运的是名师团队的老师要比一般
老师成长得快、发展得好。名师梯
队建设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修建了一条教师
专业成长的高速路。

开阔教育视野，激发成长欲望

我在长期深入学校观察、研究
一线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过程中，
发现一些教师之所以不思进取、满
足现状、教学方法传统，是因为教
育教学理念落后，缺乏专业引领，
找不到突破教学瓶颈的有效方法
而对自己“失望”，不敢“奢望”上
进。一次在和一个年轻老师交流
中，我鼓励他要积极上进，努力向
更高级别的教学能手奋进。老师
说自己的课讲得不好，教学业绩一
般，连校级教学能手都不是。我说
课讲得不好可以改，没人天生会讲
课。你的教学语言和教学组织能
力都不错，年轻帅气，是学生喜欢
的类型，如果你有成长的欲望，我
可以帮你。听了我的话，老师的眼
睛一下子变亮了，他说他愿意成
长。于是我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帮他制订了一份个人成长计划，指
出他在教学上的优势和劣势，提出
改进的对策和措施，向他推荐了一
些专业书籍和优秀课例，并把他拉

进我的省级名师工作室群。进入
工作室群后，接触到那么多优秀的
老师，他表示自己要快速成长，对
得起名师工作室成员的称号。我
要求他认真研读新课标，领会课标
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准备一节公
开课，并给他提供教学设计模板及
样例，帮他修改教学设计和课件，
联系教研组长给他安排校内公开
研讨课。由于教学理念新，符合新
课标中的活动型学科课程的要求，
这节课展示得很成功。体验到成
功 的 喜 悦 后 他 的 成 长 动 力 更 强
了。我指导他进一步修改完善本
节课，以工作室的名义参加送教下
乡活动。在送教活动中，他和同伴
的展示课深受听课师生的好评。
以后又给他提供了几次送教机会，
他变得一次比一次自信，一次比一
次 课 讲 得 好 ，越 来 越 有“ 名 师 的
范”，讲课视频被推送到市级公益
优课平台。一年以后，他获得了
省、市思政大练兵教学标兵荣誉称
号，并借助工作室平台，参加了市
级教学能手评选，以优异的成绩被
授予市级教学能手称号。他的成
长经历成为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的
成功样例，以他为榜样更多的年轻
教 师 步 入 了 专 业 成 长 的 快 速 干
道。在教师培训中，我多次以他的
成长经历做为案例，激励老师们开
阔视野，更新理念，积极上进，在专
业成长的道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名师示范引领，提升教学技能

通过在一线教师中开展问卷

调查，我发现中小学老师对名师
示范课、课例赏析式讲座的喜欢
程 度 远 高 于 纯 理 论 型 的 专 题 讲
座。有老师说，听一个上午的课
改理论专题讲座，不如听 2 节名师
示范课+专家点评。为快速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养，我们以名师工
作室为依托，借助国培、省培、市
培等平台，利用工作室主持人首
席培训专家的便利条件，以教师+
教研员+高校教师为阵容，从师
德 、班 主 任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解
析 、新 课 标 解 读 、思 政 课 教 学 研
究、课例赏析、名师示范课、教学
经验分享、教师心理调节等方面，
全方位开展教师培训，快速提升

参训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水平，取
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此过程
中，把工作室教学水平好、研究劲
头足、积极要求上进的老师推荐
为授课教师，也大大加速了这部
分老师的专业成长速度。工作室
成员吕老师，在一次教研活动中
开玩笑说，正高级教师评审条件
太 高 ，自 己 这 辈 子 都 不 敢 奢 望 。
我告诉他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只
是 你 目 前 积 淀 不 够 ，望 尘 莫 及 。
按照正高级教师评审文件的具体
要 求 ，一 步 步 积 攒 资 料 ，补 齐 短
板，不断提升自己的参评能力，等
到 条 件 具 备 了 ，就 可 以 参 评 了 。
为帮助他获得市级以上讲课、讲

座的证书，根据他的实际条件，为
他安排了几次适合的国培、省培
讲座，他非常珍惜授课机会，准备
得很充分，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
果，也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一
年以后，他提出要参加正高级教
师职称评审，在精心筹划、认真准
备之后，顺利通过。吕老师的成
功事例激励工作室更多的老师向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进军，有几
位老师已经“破冰”成功。

搭建成长平台，加速专业成长

青年教师成长快慢，与有没有
专业引领、有没有成长平台密切相
关。有道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没有平台就缺乏目标。小陈是从
事中学思政课教学工作才一年的

“青葱”教师，由于一时没有合适的
参赛教师，学校推荐他参加市级创
新课堂大赛。初生牛犊不怕虎，在
名师指导和个人努力下，他竟然冲
出重围，进入市级大赛。透过屏幕
观察他的课堂，感觉是个适合赛教
的好苗子。市级评审结束后，我有
幸成为参加省赛的中小学思政学
科的赛前指导教师。在交流过程
中，我把推荐他参赛的缘由及担心
告诉他，并把微型课设计及创新课
堂大赛的注意事项、教学设计模板
等提供给他，指出他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及努力的方向，鼓励他认真备
赛，展示最好的自己。在名师引领
和区级教研团队的精心指导下，经
过多个不眠之夜的勤奋耕耘，小陈
老师取得了省级创新课堂大赛一

等奖的好成绩（一等奖的比例低于
参赛教师总人数的 10%）。在之后
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市级评比
中，他又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作为高中思政组的宣讲教师之一，
在全市巡回展示。小陈老师等这
些95后教师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
了专业引领和成长平台是教师专
业成长的助跑器。

共享成长成果，辐射带动提升

名师梯队建设的功效就在于聚
集一个个星星之火，使之成为可以
燎原的火种，点亮更多的生命，照
亮越来越多的人前行的道路，打造
星 火 燎 原 满 天 星 的 璀 璨 美 丽 夜
空。工作室内实行名师引领、资源
共享、同伴互助、争先创优。每次
国家级、省级、市级大赛优胜者的
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
资源，都成为后来者学习和借鉴的
蓝本，助力他们踏上成功的阶梯。
为提升团队成员的整体素质，我们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借助国
培、省培、市培、区培等平台，积极
开展新课标培训、新教材试教公开
研讨课、中高考复习教学专题培
训、名师示范课、同课异构观摩研
讨课及公开展示课等活动，通过公
开展示、评课议课、专家点评、专题
讲座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名师的
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
全体成员的教学技能和水平，真正
让名师工作室成为名师成长的摇
篮，让越来越多的老师步入名师梯
队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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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接手了一个班级，孩子
们比较活泼，表达欲望强烈，一张张
小嘴巴巴地总是说个不停，就连上
课也不停歇。

对此我想：一定要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找一个能让学生心服口服，
且感同身受的办法，让他们自己认
识到课堂说话是很不好的行为，从
而自觉自愿地管住自己的嘴巴。

很快，到了班会课，我告诉孩子
们：“今天老师想找两个同学跟老师
演个情景剧，请大家仔细看，然后作
出点评。”他们欢呼雀跃，叽叽喳喳
地表示很感兴趣。于是我找了一个
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来参演。

剧情很简单：女孩儿走过来兴致
勃勃地跟我分享她遇到的开心事，
可是我却一脸冷漠，毫不在意地转
过身跟旁边的男孩儿小声说笑，完
全无视女孩儿，更别说听她说话了。

剧情交代清楚之后，我们就开
始了表演。教室里，孩子们看到我

们三个的样子，笑得可开心了。可
就在表演才进行到三分钟左右时，女
孩儿就已经满眼含泪、眼眶通红、声
音哽咽了。这时，教室里也开始安静
下来，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她身上。

我抚摸着女孩儿的头，问她：
“为什么哭了？”“心里太难受了，好
伤心、好伤心。”她带着哭腔继续说
道：“感到很尴尬，觉得自己没有被
人尊重。”话音刚落，滚烫的泪水就
从她洁净的脸颊上滑落。我轻声安
慰她，让她坐下平复一下心情。

这一刻，教室里出奇地安静。
我告诉同学们：“你们都是特别

聪慧，且心思灵敏的孩子。老师想
告诉你们，我刚才和两个同学表演
的剧情，其实就是咱们平时课堂情
况的缩影。老师在上面声嘶力竭地
讲课，你们和周围人窃窃私语、相谈
甚欢。那一刻，老师的心情和感受
就跟这个女孩儿说的一样——尴
尬、难受、伤心。老师想问问大家，

在你的生活中，你可曾有过这样的
经历？你难过吗？伤心吗？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学会聆听，保持安
静，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

听罢，孩子们都默默地低下了
头，仿佛认识到了自己往日的不妥
之处。可那个女孩儿还在不停地啜
泣、流泪。不知是入戏太深，还是共
情能力太强，以至于许久都不能转
换过来。

下课后，我赶紧把她叫到办公
室，拉着她的手询问原因。她这才
说：“刚才那个情景让我想到了老师
这些天所受的委屈，也让我想起了
前几天我就是这样开心地告诉妈
妈，我因为作业写得认真整齐，被老
师选为小组长了。可是，当时妈妈
只顾着跟姐姐说话，根本没有搭理
我。我心里可难受了，感觉妈妈只
爱姐姐，不爱我。”

听了女孩儿的话，我心疼地把
她拥入怀里，替她擦去眼泪。安慰

她：“老师完全理解你的难受和委
屈，但你要相信妈妈肯定不是故意
不理你的，有可能姐姐当时说的事
情比较紧急。下次，要跟妈妈说事
情时，可以等姐姐说完了，你再说。
这样，既尊重了别人，也防止别人无
暇倾听，给自己造成难堪尴尬的局
面。你要相信，妈妈和姐姐一定是
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和姐姐
就是妈妈的手心手背，两边都是肉，
妈妈哪有不疼爱的理由呢？”

女孩儿渐渐停止了哭泣，情绪
逐渐平复下来，且频频点头。

“把委屈说出来，心里也就释怀
了。以后，有心事就跟老师说，让老
师做你的树洞吧！”我继续开导她。
听后，她彻底甩掉了脸上的泪花和
乌云，开心地离开了办公室。

送走她，我赶紧与女孩儿的妈
妈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告诉她：“姑
娘长大了，心思也变得敏感起来。
她不再是以前的小不点儿了，以后
的沟通交流，应该多关注孩子的情
绪变化和心理需求。这样才可避免
亲人之间心生隔阂。”电话那头妈妈
也表示欣然接受。

到了下午上课，我发现孩子们
的课堂纪律比之前好了很多，女孩
儿的脸上也布满了暖暖的阳光。我
知道今天上午的教育正在渐渐奏
效，但我也深知好习惯的养成并非
一朝一夕。这才刚刚起步，后面的
路还很长，还得继续坚持。

□冼丽君

学习桂贤娣学习桂贤娣，，学做学做““大先生大先生””
笔者在指导学生学习《卖

火柴的小女孩》一文中的词语
时，学生们基于所学新词联系
生活经验，提出了一些非常有
趣的问题：比如“火柴”是谁发
明的？“蜡烛”是谁发明的？“蜡
烛 ”二 字 为 什 么 都 带

“虫”？……这些问题真把我给
难住了，于是我灵机一动，安排
大家课后查找答案，才算化解
了尴尬，保证了教学进程。

课下同学们带着好奇上网
查 阅 资 料 ，果 真 都 找 到 了 答
案，眼界大开。

▶问题一：
“火柴”是谁发明的？

张同学说，据记载，最早的
火柴是由中国人在公元 577 年
发明的。时值南北朝时期，战
事四起、物资短缺，尤其缺少火
种，烧饭都成了问题，于是皇宫
后妃和一班宫女发明了火柴。
当然中国古代的火柴还只是一
种引火的材料，在马可·波罗时
期被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此基
础上发明了一种现代火柴，被
我们称为“洋火”。

“洋火”能摩擦生火，1826
年由英国人沃克发明，但早期
的这种火柴有两个致命缺点：
一是白磷遇热容易自燃，非常
危险；二是白磷有剧毒，造火柴
的工人容易中毒身亡。直到
1852 年，瑞典人伦德斯特罗姆
以磷和硫化合物为发火物，且
须在涂上红磷的匣子上摩擦才
能生火，安全火柴得以面世。

▶问题二：
“蜡烛”是谁发明的？

李同学说，“蜡烛”起源于原
始时代的火把。原始人将脂肪
或者蜡一类的东西涂在树皮或
木片上，做成了照明用的火把。
大约公元前 3 世纪出现的蜜蜡
可能是现代蜡烛的雏形。

从现存文献看，中国出现
蜜蜡的时间大致与西方相同，
而蜡烛的普及却经历了很长历
史时期。《西京杂记》记载，汉朝
时南越向高帝进贡的贡品中就
有蜡烛，说明当时的蜡烛极为
稀少。南北朝时期蜡烛的应用
仍主要在上层社会，而非一般
百姓家。唐朝时还专门设置官
员管理宫廷蜡烛。宋朝时蜡烛
仍比较珍贵，明清以后才逐渐
走进寻常百姓家。

和现代蜡烛相比，古代蜡
烛烛芯由棉线搓成，因无法燃
尽而炭化，需不时地用剪刀将
残留的烛芯末端剪掉，这无疑
是一件麻烦的事。

1820 年法国人强巴歇列发
明了可以完全燃烧的烛芯，但
蜡烛材质仍是有许多缺点的动
物油脂。1825 年法国化学家舍
夫勒尔和盖·吕萨克取得了生
产石蜡硬脂蜡烛的专利。后来
人们又从石油中提炼出石蜡，
理想的蜡烛由此普及。

▶问题三：
“蜡烛”二字为什么都带“虫”？

王同学说，先说“蜡”。据

考证，“蜡”与“蛆”古时音义相
同。清代学者段玉裁说：“蝇生
子为蛆，蛆者俗字，䏣者正字，
蜡者古字。已成为蛆，乳生之
曰䏣，曰蜡”。“蜡”就是初生还
没长大的“蛆”，故而从“虫”。

“烛”，本写作“燭”，从火蜀
声。汉字简化后，声符“蜀”被
简化作“虫”，变成“烛”。为什
么“蠋”从“蜀”呢？有人说，

“蜀”其实就是“葵虫”（也有人
说是类似葵虫的蚕虫）。古时
先民们制作火把、火炬，大多用
苇麻做内芯，用布包裹起来，再
用绳子一圈圈缠绕起来，样子
很像葵虫“蜀”，人们便用“蜀”
来意会这样的火把和火炬，即
用“蜀”形之“火”来表示“蠋”这
个东西。

也就是说，最早的“蠋”并
非现在的“蜡烛”，而是一种火
把、火炬。“蜡烛”发明以后，

“蠋”才被用于称谓“蜡蠋”，但
语义上已发生改变……

新课标强调，“语文课程实
施 从 学 生 语 文 生 活 实 际 出
发”，“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
象力、求知欲，促进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勤
于 思 考 ，乐 于 实 践 ，勇 于 探
索”……教学中学生的质疑和探
究，不仅解了学生之惑，更让师
生大长见识。

言及于此，不禁想起自然
界中的“共生”现象，即不同的
生物生活在一起能相依生存，
对彼此都有利，恰如相依为命、
互利共赢的海葵和小丑鱼。回
到课堂上，老师教学生学，学生
其实也在教老师不停学习提
升。教师与学生之间，又何尝
不是一种“共生效应”呢？师生
之间智慧碰撞、优缺互补，终有
所获、彼此成全，这大概就是

“教学相长”的真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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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近距离聆听全国十大教书
育人楷模、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模范班主任桂贤娣老师的
讲座，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她的从
教生涯，就是“大先生”最好的模样。

把自己教小

桂老师的讲座全程没有课件，
说到激动处她把脚一跺，说到得意
处她像小企鹅一样把身子一转，嘴
里不时蹦出她的口头禅“乖乖！”62
岁的桂老师俨然还是个孩子，一个
活泼灵动的“超龄”儿童，只有把自
己当成孩子，时常葆有一颗童心，才
能眼里有孩子，心中懂孩子，行中爱
孩子。作为小学教研员，我多次下
校视导，发现所谓的“公开课”都是
提前有所准备的，课堂上师慈生敬，
教师卖力地“表演”，一会儿化身“导
游”，一会儿变成“魔法师”，总之，

“公开课”上的教师是如此的可爱，
学生对答如流，氛围一片祥和。但
是，一下课，撤走了摄像头、搬走了
后排椅、送别了听课者后，我时不时
听到教师在教室里开始了“河东狮
吼”，跟不配合的学生“秋后算账”，
每每此时，我只好低着头，绕开这个
尴尬的场景。我常常反思，究竟“公
开课”要“公开”什么？仅仅是一节
好课吗？不是，是教师的全方位、高

素质的展现，是课堂内容之外的东
西，是除了知识之外更有育人价值
的东西。这样的教师我为之汗颜，
他们的学生我为之心疼。老师们的

“童心童真童趣”竟然只是一番表演
罢了，他们的眼里做不到有孩子，像
孩子的课堂表演行为，也只是暂时
的。桂老师“老顽童”式的动作、语
言、微表情，是刻在骨子里的师者气
质，是经年累月践行的“桂式烙印”，
我们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
的像个孩子，与孩子平等对话。

把孩子教好

我常常想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有“每日三问”，桂老

师有“每周三问”：你爱你的学生吗？
你会爱你的学生吗？你的学生感受
到你的爱了吗？这三个问题引起了
在座每一位老师的反思与共鸣。

桂老师的教育理念——“因生
给爱”，给了我们莫大的启发。她绘
声绘色、幽默风趣的育人故事——

“桂式家访”“梳辫子”“比书包”“塞
牙齿”诠释了什么是“因生给爱”。
她认真研究每一位孩子，给予孩子
恰到好处的爱，有方法、有技巧，更
有温度。

随着年岁渐渐虚长，我才慢慢
领悟到桂老师的教育之道。太多

教师在育人时存在简单粗暴的做
法，例如一人犯错全班受罚；学生
闹矛盾直接请家长；不管面对什么
样 的 孩 子 ，教 育 方 法 都 是 一 样
的。我曾遇见老师当众批评了一
位内心很敏感的女生，这个女生课
后哭了好久……诸如此类的事件
仍在发生。我也在校园见过，一位
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和孩子坐在某
个角落的地板上聊天谈心，多么美
好的画面啊！教学有法，教无定
法，育人也一样。我们要像桂老师
一样，深入了解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情况、家庭环境、个性特点、气质类
型、兴趣爱好等，不揭孩子伤疤，给
足孩子面子，倾听孩子的想法，了
解孩子的需求，才能真正帮助到孩
子，助力他们的成长。

做真教育

桂老师讲道，电视台在拍视频
时，为了节目效果，当时只选取了
30个孩子拍摄，另外30个孩子在外
面哭。拍什么视频花这么多钱，要
是给我，我可以为孩子做好多好多
事情。多么朴素却又如此让人动容
的语言，我听了当时眼眶就红了。
这是她发自肺腑的心疼孩子、珍爱
孩子。能够在公众场合，作为公众
人物，不畏世俗，敢说真话，需要多

大的勇气，多大的教育情怀。陶行
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
学万学学做真人。”桂老师就是这样
的大写的“先生”。

桂老师不管做什么，其指向的
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如今，新
课标、“双减”、减负提质等背景之
下，“大单元教学”进行得轰轰烈烈，
各种宣传从不停更，诚然，成就了一
批又一批的“名师”走出去，但是，对
于孩子的成长，又真正留下了什
么？“大单元教学”专家也在探索中，
懵懂的老师不知道能教出多少清醒
的孩子？学校各种宣传平台：从公
众号卷到视频号，对家长、孩子指导
的“干货”又有多少？这所做的一切
究竟是做给谁看？走得远了，不能
忘了是为什么而出发，好好根据学
情研究教学内容、研究教法，比所谓
的形式更重要；所有活动的开展根
据儿童特点精心设计，将五育并举、
核心素养真正落地。

桂老师的教育，是趣与暖的对
话，情与智的相融，真与义的担当，
梦与想的播撒。一个半小时的分
享，意犹未尽，听不够，学不够，同
时，也让我们深刻反思：做不够。

回归孩子本位，教好每一个孩
子，做真教育，真做教育。不忘初
心，学习桂贤娣，学做“大先生”。

——听桂贤娣老师《“慧”爱学生》讲座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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