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老师鼓励我，要多给草原
儿童播撒点儿童文学的种子。”来
自内蒙古的王雁君老师每次说起
这句话，都会热泪盈眶。

“在蒋老师的感召下，我要多
做一些让中国儿童文学传播到世
界的事情。”远在美国波士顿留学，
创办“789儿文谈”的李欢老师动情
地说。

蒋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位老师，
已期颐之年仍心怀教育，退休之后
创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无关
年龄，无关阅历，以强大的吸引力，
把这些儿童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从
天南海北汇集而来。

2023年8月17日，全国儿童文
学讲习会经过漫长的线上学习和
等待，终于在浙江金华芙蓉峰之
下，双龙洞之畔举行了线下开班仪
式。九十九岁的蒋风老师满怀对
教育的热忱，亲临现场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他回顾了讲习会从
1995 年筹办到现在，坚持了近 30
年，感谢大家把星星火种传递下
去，这是一种坚持的胜利，相信儿
童文学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的事
业一定会越来越兴旺。

为了来到活动现场，蒋老师
用了整整 16 分钟，从家中四楼一
步步走下楼梯，在助步器的帮助
下缓缓步入会场。虽然我是第一
次见到蒋老师，却有久别重逢的

激动，疫情期间每次网络学习交
流，他全程在线听课、点评，鼓励
学员坚持自己的梦想，循循善诱
的话语常常在耳畔回响。在接下
来的讲座环节，蒋老师坐在第一
排，倾听韩青辰老师题为《飞翔，
向着美好与光明那方》的讲座，全
程将近4 个小时，他一直认真听讲

没有中场休息。晚饭时间蒋老师
跟我们同桌进餐，他关切地询问
我们对授课情况的反馈，听到满
意的答复后，露出了孩子般灿烂
的笑容。等到我们到他家中登门
拜访，四壁的图书彰显着一个治
学者的严谨务实，简洁的起居环
境又让我感受到他作为教师的朴

实无华。
蒋风老师作为新中国儿童文

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第一个编写
了系统的儿童文学教材，第一个在
全国高校建立儿童文学研究机构，
第一个在全国高校招收儿童文学
硕士研究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
际儿童文学馆，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国际格林奖的人。
走进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儿童文

学馆，我们看到了一面手印墙，有82
级的汤锐、王全根，84级的方卫平，
93级的杨佃青，01级的胡丽娜……
数十个手印紧紧围绕在蒋风老师的
手印周围，他们从这里出发，把儿童
文学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蒋风老
师用自己七十余年的教学历程，对
儿童文学不遗余力地研究推广，出
版六十多本专著，把自己获得国际
格林奖的奖金拿出来，设立“蒋风
儿童文学奖”，鼓励青年作家和学
者在儿童文学方面取得成绩。退
休后，他用自己的积蓄创办全国儿
童文学讲习会，自费出版中国儿童
信息报，不遗余力地培养大批儿童
文学人才，仅2022年就有6位学员
入选中国作家协会。著名作家汤
汤就是在他的儿童文学讲习会上，
开始儿童文学的创作，其作品获得
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儿童文学
奖，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等在
海外发行。在蒋老师的带动下，讲
习会的老学员程东明等老师组成
义工团体，帮助新学员学习和交作
业，把一粒粒儿童文学的种子撒向
世界。

这就是蒋风老师用百年光阴
书写的一个教育者的传奇，他在访
谈中说，希望一天有 48 个小时，把
更多的时间奉献给毕生热爱的儿
童文学事业，希望自己的学生“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最辛勤的
园丁，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一片片
心田里播种儿童文学的种子，绽放
出美丽的花朵。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先生——
蒋风老师。

2023 年 12 月 21 日，浙江省特
级、正高级教师郭昶为我们作了题
为《为教而教，转知为识——名师成
长的科研之路》主题报告。久仰郭
老师之大名，今日却是第一次见。
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干货满满、收获
多多。要成为一名“名师”“特级”

“正高”着实不易，这一路的奋斗、一
路的研究、一路的收获……是未曾
经历者绝不能体会的。如何走好
专业成长之路，如何走上名师之
路，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想郭
老师的分享，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品
味、去思考、去践行的。

“有学生”是名师成长之根

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师因学
生而存在。心中没有学生的老师，
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老师。老师无
论走到什么位置、什么层次，心中
必须装着学生，必须对每一个学生
负责，对每一节课负责，要始终把

“研究学生”作为工作的第一要
义。朱永新说：“好教师的最大成
就，不仅是帮助最好的学生迅速成
长，也是帮助落后的孩子得到最大
发展。”学生成长了，才是老师真正
的成长。因此，郭昶老师在讲座中
强调要“勤学习”，要树立“为教而
教”的学习意识，要树立“因材施
教”的学情意识，要树立“学以致
用”的实践意识。只有教师不断学
习，才能以更好的教育方法、更科
学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的成长。

借用杜威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用
过去的方法教育今天的学生，那么
我们就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教
育不仅要面向当下，更要面向未
来。名师成长，更要成为学生“明
日”之师。

“有自我”是名师成长之本

陶行知说：“仿我者死，创我者
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特点。
名师成长需要模仿、需要借鉴，但
一味地“仿”、全面地“仿”，也只能
成为别人的“影子”。教育的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而
对老师而言，也是要成为更好的自
己。要真正成为自己，就需要创造
自我。如何创造自我？郭昶老师
提出了一个关键词——研究，要有

“穷则思变”的创新意识，要有“成
本突围”的钻研意识，要有“比较
分析”的思辨意识。而研究的对
象，就是学生、课堂、班级、学科、
学校……一切可以研究、值得研究
的“一切”。朱永新认为，一个人要
取得成功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
是追求成功，一个是相信自己能够
成功；一名理想的教师，应该不断
地追求成功，设计成功，而更重要
的是要撞击成功。而要取得成功，
唯有坚持二字。

“有学理”是名师成长之要

陶行知说：“教育的作用，是

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
好的路上走；就是要用新的学理，
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
有学理，既要守正，守住教育之
本、遵循教育之规律，又要创新，
坚持与时俱进、破旧立新。正如
郭昶老师说的，要树立“持续改
进”的发展意识、“处处皆教育”的
资源意识。新课程、新课标指引
新教学、新课堂，新教法、新学法
改变旧教法、旧学法，皆是教师当
学的“学理”。

“有影响”是名师成长之力

名师成长，不是孤芳自赏；名
师成长，不是自我陶醉。学生要
被看见，教师也要被看见。“有影
响”不是功利的“宣传”，不是满身
的“荣誉”，而是在学科专业的影
响、在教学理念的影响、在教学成
果的影响。著名教育家赞可夫
说：“没有个人的思考，没有对自
己经验的寻根究底精神，提高教
学水平是不可思议的。”要提高教
学水平，扩大影响力，就不能只把
思考停留在头脑里，而应该把这
种思考变成“研究成果”，让更多
人看见自己的思考，与更多人分
享自己的思考，正如郭昶老师提
出的“聚沙成塔”的物化意识。魏
书生在《家教漫谈》中提到教师要

“边教学、边研究”，走上科研之
路，成为研究型教师，才能更好地
助力名师成长。这既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过程本身，也是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过程。

“有设计”是名师成长之路

成为名师，并非偶然、也非必
然。但要想成为名师，必须要有自
己的“设计”，这个“设计”就是职业
发展规划，就是职业发展目标。姚
跃林在《安静做真实的教育》一书
中提到，“如果我们在从教的起始
点就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并努力实
施，专注于此，就一定能够成为富
有智慧而又快乐的好老师。”没有
规划，何来方向。教育不是“做一
天和尚撞一天钟”，教育不是“简
单、机械的流水线生产”。教育要
过“五彩缤纷”的生活，教育要过

“向往未来”的生活。有自我“设
计”的成长，是有目标的成长、有方
向的成长、有力量的成长；有自我

“设计”的成长，是有努力的成长、
有积累的成长、有收获的成长。

此时，我想起了罗树庚校长
在《迷恋专业成长：让教育充满智
慧》一书中提道的：“真正的名师、
大师应该属于那些潜心探寻教育
规律、心无旁骛进行学术研究的
老师；真正的名师、大师应该属于
那些被学生喜欢、被家长认可的

‘好教师’；真正的名师、大师应该
属于那些边教书边著书立说、什
么头衔都没有的‘无冕之王’。”正
如朱子所言：“主一无适便是敬”，
我们也能成为“名师”。

□蒋 健 向盼盼

我是一名教师，走上工作岗
位十多年了。在教书育人之余，
我有着自己的小爱好——做饭。
可别小看了做饭，都说人生大事

“吃喝”二字。哪样能离得了“吃
喝”？烹炒煎炸中也有着别样的
人生滋味。

身 边 人 都 羡 慕 教 师 这 个 职
业，殊不知做教师也有着不少压
力。备课上课、学业质量、带班育
人、家校沟通……哪一样都是压
力。可是，做饭却是一件让我在
工作之余解压和享受的事情。

平时工作忙，自然没有闲暇时
间为做饭而忙碌，简简单单就能对
付。可是，一到节假日，做饭就成
了我的“必修课”，不整个“三菜一
汤”感觉都对不起这大好假期。

做教师让我养成了早起的好

习惯，节假日亦是如此。几乎在
放假的头一天晚上我就会想好第
二天要做的菜肴，或者爱人和女
儿点些爱吃的菜。第二天，我就
赶个大早去菜场采购。看着新鲜
的食材，拎在手上，沉甸甸的，心
里满是放松。

回到家后，我娴熟地将各种食
材进行处理，蔬菜摘叶去除老的根
茎，一遍遍地清洗，荤菜切成适宜
的大小，然后装盘备用。一道美味
的菜肴离不开作料的加持，我的橱
柜里各色作料一应俱全，每每闻到
它们散发出的清香，总会让人心旷
神怡。针对不同的菜肴，我还会精
选恰当的作料相配，以期适得其
味。烧红烧肉，先要选购好的五花
肉，然后将五花肉焯水，焯水后的
五花肉要再次洗净，接着锅中倒
油，油热下冰糖熬成糖稀，倒入五
花肉反复翻炒，放入八角、香叶、
桂皮，倒入料酒、生抽、老抽……
当作料下锅的那一刹那，肉香混
着 作 料 香 ，彼 此 成 就 了 这 道 美
食。当红烧肉出锅时，那诱人的
香味瞬间充满了整个厨房。爱人
和女儿总是最先闻着香味而来
的，看到她们品尝时满足的样子，
还不时给我点个赞，心里别提有
多高兴了。还有糖醋排骨、清蒸
鲈鱼、油焖大虾、清炒芦蒿、青椒
土豆丝、油炸春卷、蜜汁藕……烹
炒煎炸，一年里我都会翻着花样
做很多。每一道菜肴的背后既散
发着食材的美味，也流淌着我对
业余爱好的别样滋味。

酸甜苦辣调出人生百味，煎
炒烹炸制作万千美食。业余时间
学做饭，跨界体验当厨师，用不一
样的视角看人生，人生大美就在
其间。

都说当班主任难，当中途接手
后进班的班主任更是难上加难，而
我便恰恰碰到了这样的差事。

因前任班主任病休，我临“危”
受 命 接 任 了 六 年 级 某 班 的 班 主
任。我早就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
该班主任因身体原因经常请假，致
使班内学生因缺少管理，出现了自
由散漫的风气，去任课的老师没有
不头疼的。

“上任”后的日子里，怀着忐
忑与忧愁，压力山大的我先找来
班长了解班内情况，特别是那几
个“ 兴 风 作 浪 ”分 子 的“ 活 跃 表
现”。对于他们，我知道光“强调”
效果是不大的，即使“口服”也不
一定“心服”，知己知彼才能“百战
不殆”。了解的结果使我大吃一
惊：学生们的确还不信任我。一
番考虑后，我在班会上宣布：“今
后要求同学们做到的，我先做到，
请你们监督我。从明天开始，包
括处罚在内我和你们都‘人人平
等’，谁也不例外。”

从此以后，我早到校后便到
班里转转看看，做操时我也和他
们一起认真完成。但班内有个叫
小涛的学生做操时经常故意出洋
相，惹得周围同学哈哈大笑。我
明白，他这是在故意难为我，背后
肯 定 有 同 伙 在 暗 中 打 气 甚 至 怂
恿，估计是想看看我对他们的态

度如何，否则一个人不会这么大
胆。针对这种情况，我收起了以
往惯用的“雷烟火炮”，进行了“冷
处理”，并理清了下一步的治班策
略——“攻心为上”。

于是在一次做完操后，我把
小涛单独留了下来练习，并当起
了“陪练”，他或许是没有想到我
的意外之举，到最后竟也不好意
思了，情急之下亮出了“豪言壮
语”：“保证今后一定认真做操！”
我顺势说道：“好，老师相信你说
的，说到做到才是一个男子汉的
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表
现也的确没让我失望。在后来的
一次班会上，我对小涛同学进行
了表扬。随后我和大家说：“老师
非常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同学
像小涛那样，一定会做出让老师
和同学们刮目相看的成绩来。”

在我的信任和“以身作则”的
影响下，那几个“活跃分子”收敛了
很多，于是我加紧了对他们的“攻
势”，到他们家里进行了家访，并与
家长定好了联合转化的措施。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班内的局面大有起色。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班
级管理的热情和班级凝聚力，我在
班内宣布：“希望大家对我的工作
多提建议，我保证言者无罪！”并对
建 言 献 策 者 和 有 贡 献 者 实 行 奖

励。慢慢地我感觉到师生关系比
我刚来时融洽多了，那几个兴风作
浪的“捣乱分子”的“恶作剧”也少
得多了。

多年的班主任经历告诉我：在
班级管理中应多换位思考，多站在
学生的立场上去解决问题。于是，
我特别注意激发和尊重学生的想
法，而非单纯地“我布置你执行”。
慢慢地，全班的创造力在各类活动
中被激活了，同老师“对抗”的学生
逐渐减少。

在以后的时光里，我不失时机
地根据“民意”制订班级规章制度，
包括经过讨论后全班高度认同的
奖惩规则，并培养了一批在学生中
有威望的得力“干将”，班级各项工
作逐步走上正轨。

经历班级的这些变化，我切
身体会到在班级管理中，只有将
学 生 的 心 理 变 化 和 需 求 摸 透 吃
准，然后“对症下药”、逐步引导，
才能用最少的精力和时间取得最
优的效果。在尊重、激励、唤醒或
民 主 意 义 上 实 现 学 生 的 自 我 管
理，着眼激发其上进心和荣誉感，
尤其是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
让管理因“智慧”的融入而少些冲
突、多些顺畅。

这不，经过两三个月诸多“攻
心”策略下的师生磨合，最近我班
还获得了“优秀班级”的荣誉。

□孟祥杰

“攻心为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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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够获取知识、开阔
视野、发展语言、培养思维、陶
冶情操、塑造品格，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阅读如此重要，近年来在校园、
家庭和社会上都引起了较大的
关注。相对于学校和社会，在
家庭中进行阅读指导，其最大
的优势就是可以基于孩子的个
体 特 点 进 行 个 性 化 的 阅 读 活
动。在我家里，我对儿子的阅
读就特别关注。

我 家 的 小 王 同 学 今 年 10
岁，学习成绩良好，兴趣爱好广
泛，个性开朗健谈，贪玩好动鬼
点 子 多 ，是 班 级 男 生 的“ 小 头
头”。很多人都说这个孩子天生
聪明，其实他的学前教育我们花
了很多心思，尤其重视对他的阅
读指导。

听读

上小学之前，我们并没有刻
意地让他大量识字，而只是在生
活中让他认识一些汉字。更多
的时间，是通过陪读绘本和听故
事 CD 的方式，让他“阅读”了大
量儿童经典书籍。大量的听读，
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培养了良
好的语感，也训练了他的想象
力、记忆力，为他进入小学学习
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趣读

儿童阅读能力发展最重要
的一点是培养阅读的兴趣。因
此，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挑
选了种类丰富、生动有趣、幽默
搞笑、情节曲折的书送给他阅
读。从风趣的绘本《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实在憋不住了》到《趣
味实验大百科》，从《聪明的阿凡
提》到《幽默笑话大全》，从《急智
故事300则》到《全世界孩子都爱
玩的100款纸飞机折纸大全》，从

《火车头》《火车迷》到《地铁开工
了》……只要是孩子喜欢的、健
康的书籍，家里都鼓励他读，读
后和家里人一起分享快乐。慢
慢地，小王同学感觉到阅读就是
一件身心愉快的事情，更喜欢自
己去阅读了。

朗读

大多数人阅读的时候会使
用默读的方式来提高效率，但朗
读 一 定 是 默 读 必 不 可 少 的 补
充。朗读适用于感情较为丰富
的文学性文本阅读，例如小说中
的经典对话、散文、诗歌，或儿童
故事中令人感动的片段。例如，
小王同学和爸爸一起阅读林良
先生的作品《爸爸的 16 封信》。
爸爸朗读一段，他朗读一段，在
抑扬顿挫的声调中，体会林良对
于孩子真诚、亲切、细腻、浓厚的
父爱。在朗读中，在文本理解
中，父子也加深了感情。

行读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印在书本上的方块文
字，如果能够和生活紧密结合，
孩子将在具体的情境中更加深
刻地理解文字。例如，在假期
出游景德镇之前，我们买来《陶
瓷 艺 术 鉴 赏》《景 德 镇 陶 瓷 文
化》等书籍一起阅读，为参观陶

瓷博物馆做好知识铺垫。在乘
坐高铁前往景德镇的路上，我
们又一起翻阅《中国地理——
东南丘陵》，了解动车的行驶路
线会经过哪些城市、山川河流，
可以看到哪些农作物。孩子在
旅途中，也是在最真实的学习
情境中。当文字能够对应活生
生的社会生活或者自然万物之
时，形象与抽象就能和谐地融
为一体，在孩子心中构建立体
而生动的世间画面。

较读

比较阅读，是培养孩子批判
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阅读方法
之一，也是帮助孩子克服碎片式
浅阅读的良好形式。我们常常
就某个话题，指导他阅读同一主
题或者同一作家的书籍。例如，
阅读《夏洛的网》后，再阅读《吹
小号的天鹅》和《精灵鼠小弟》，
说说喜欢或者讨厌这三本童话
中的哪些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
有没有自己或者朋友、家人的影
子。再如，阅读课本中的《小英
雄雨来（节选）》后，再读读《小英
雄雨来》整本书，再查找相关历
史资料，看看真实的雨来和书中
的雨来有什么不同之处。

总之，多样化的家庭阅读指
导形式，来自我们对孩子性格、
个性的分析、尊重，也根源于家
长对要通过阅读如何塑造孩子
的深刻思考。在家庭用心的阅
读指导中，小王同学无论是性格
还是思维都获得了自由、充分的
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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