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
无边无际的田野，
碧绿碧绿的田野，
躺在绿色的田野，

小草对着我们微笑。

2022 年六一儿童节前夕，陕
西省渭南市白水县林皋镇中心
校许道小学部分学生的原创诗
歌在西安市城区核心地带 250 多
个公交站电子屏上滚动展出，一
时间，白水县乡村孩子的诗歌点
亮西安的事情，在当地引起不小
震动，大家交口称赞。

许道小学地处偏远的山村，
隶属该县林皋镇中心校的一个
教学点，现有学生 115 名，教职工
13 名。该校大部分学生家庭贫
困，父母在外打工，从小很少接
触外面的世界，他们不善言语，
羞赧胆小。为改变这一现状，五
年来，该校开展各种阅读活动，
多形式引导学生阅读，用阅读打
开孩子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
在他们心中种下自信的种子。

让阅读春风化雨

走进许道小学，映入眼帘的
《猜猜我有多爱你》巨幅墙体彩
绘特别惹眼。彩绘中大兔子和
小兔子之间传递爱的故事，深深
感染着许道小学的学生们。

“用墙体彩绘链接绘本，让
孩子们在一抬眼间就能进行绘
本阅读，让阅读如随风潜入的
春雨一样，滋润孩子的心灵。”
校长刘永勤介绍道，墙体彩绘
就是让留守的孩子们懂得，虽
然 父 母 迫 于 生 计 不 能 陪 伴 自
己，但是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
一直都存在。

近年来，许道小学不断丰富
阅读机制，让师生广泛意识到阅
读的重要性，用阅读滋养学生的
灵魂，唤醒学生的潜能和神奇力
量。正如刘永勤所说，一个没有
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
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校园必
然是一所美丽的学校。

为方便学生阅读，许道小学
在每间教室都设有读书角，让教
室在布置上有阅读的影子，散发
出书籍的芬芳。教室里的黑板
报每期必须有关于阅读的内容，
让学生的阅读成果相互影响。

每天 15 分钟的师生诵读是
该校一道亮丽的风景。教师精
心挑选童诗童谣、优美散文、经
典古文、古诗古词等作为诵读内
容，带领孩子大声朗读，并教给
他们朗读的技巧，配合手势肢体
语言，尽可能地读出隐藏在文字
后面的情境氛围、感情韵味，最
终熟读成诵、成咏、成吟、成歌。
同时，每隔两三周，该校组织一
次全校诵读展示，旨在让班级之
间 相 互 学 习 ，共 同 提 高 。 2020
年，在陕西省诗词学会等四家单
位组织的陕西省第五届朗诵大
赛渭南赛区中，该校许孙妮老师
荣获优秀选手奖。

“每天晚上睡觉前 50 分钟，
学校会安排值周老师和所有住
校的学生一起在图书阅览室进
行阅读。”刘永勤告诉记者，学生
在阅览室可以自由挑选、自由阅

读，随意取放，学生在看完一本
书后，可以在书的扉页写上自己
的名字，也可以在有感触的段
落、章节处写下自己的感受，这
也成了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心灵
碰撞的一方天地。

“希望学生阅读，教师就得
先阅读，用榜样带动学生阅读。
最重要的是想要搞好阅读，教师
必须先读、会读，才能指导学生
读，与学生交流，与学生同频共
振。”刘永勤说。

通过教师共读活动，该校每
周三组织教师集体阅读并开展
读书交流、教师写阅读体会、全
校展评书注、演讲比赛等活动，
在阅读中感悟教育的真谛和方
法。近年来，全校 13 名教师撰写
阅读随笔近 100 篇，两位教师
取得儿童阅读指导师初
级资格，一位教师取
得 儿 童 阅 读 指 导
师中级资格，在
指 导 全 校 师

生阅读方面的专业
力量不断增强。

让阅读更具诗意

“输入性阅读只是阅读的第
一阶段，阅读的输出才能保持阅
读兴趣，将阅读引向深入。”刘
永勤介绍道，阅读的输出就是
让学生通过阅读活动，进行阅
读交流、讲书中的小故事和感
受、用话剧表演书中的某个小
片段、创作等活动，充分理解阅
读、延伸阅读。

课前五分钟讲故事已经成
为许道小学阅读活动的常态工
作。每节语文课前 5 分钟，让学
生将本节课的内容以故事的方
式讲给大家听，并在每学期末从
各班挑选优秀的学生开展全校
讲故事比赛，复述故事、讲故事
成了许道小学孩子们的必修课。

用阅读成果的输出，倒逼学
生阅读的输入，促进阅读的质量

提升。学校不仅要求学生能够
通过阅读活动养成写读书笔记、
写读后感、写日记和国旗下讲阅
读体会的习惯，还要求各班的老
师指导学生根据课本内容编排
情景剧进行汇演，把课本搬上舞
台，让学生通过表演加深对阅读
的理解，继而深入阅读。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培育学生的诗意情怀，许
道小学利用晨诵时间组织学生
朗诵童诗，进行童诗创作。

二年级班主任景张瑜告诉
记者，刚开始，孩子们写得乱七
八糟的，不得章法，经过指导，让
学生多阅读，勤动笔，孩子们创

作的诗歌虽显稚嫩，但越来越有
模有样。

为让学生们体会诗歌特点，进
行诗歌语言实践，许道小学不定期
邀请陕西省作协会员、渭南市作协
会员、白水县电视台等专家学者走
进学校，为师生分享阅读心得、写
作经历，现场点评学生们的诗歌，
拉近孩子与专家学者的距离，拉近
与书的距离，激发学生对诗歌的兴
趣，涵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提
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学校的阅读才刚刚起步，
道阻且长，让阅读成为孩子们一
生的习惯，坚信阅读的力量，让
孩子们拥抱阅读，诗意成长。”刘
永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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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的一个周一上午，西
安 市 临 潼 区 田 家 炳 中 学 九 年 级
（1）班的道德与法治课上，一场师
生互动正在进行。

“同学们说得很好，大家都要
记住，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关
心、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
基本义务……”在第九个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任课教师
张红红结合复习课“理解权利义
务”相关知识，将国家安全教育、
法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
们在集体讨论中深入理解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作为田家炳中学的一名思政
课教师，已经在临潼仁宗山区扎根
28年的张红红时刻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用扎实的学识、进
取的态度和执着的坚守，在三尺讲
台上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
小就目睹山区学校办学的艰难，
但 是 一 代 代 教 育 工 作 者 筚 路 蓝
缕，改变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农家
子弟的命运，中师毕业后，我义无
反顾地回到家乡继续前辈们的事
业。”张红红说。1996 年 7 月，不满
20 岁的张红红来到临潼区原仁宗
初级中学任教。彼时，学校里专
业教师缺乏，一上岗就被安排教
授英语课的他，遇到了工作上的
第一个挑战。为了不误人子弟，
一心想要把书教好的张红红白天
上课、晚上自学，坚信“要想给学
生一碗水，自己要成为一眼泉”。
他购买了70多盒磁带，用坏了6台
录音机，以弥补自己英语听力方
面的不足。一边上课，一边学习，
张红红坚持了 5 年，连续考了 10
次，终于通过了英语自学考试、取
得了大学毕业证，也顺利考取了
英语学科的教师资格证。

这只是他躬耕笃行的一个缩
影。从教以来，张红红大多数时
候都学到很晚，双休日、寒暑假对
他来说更是宝贵的学习良机。“有
时也想过放弃，但是一走到教室
看到学生们，我就觉得自己必须
要坚持，只有自己先学会、弄通，
才能给学生讲明白。”张红红说。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多年来，
张红红陆续取得英语、汉语言文
学、法律 3 个专业的大学毕业证书
和文学、法学 2 个学士学位证，还
取得了语文、英语、思想政治 3 个
科目的教师资格证。也因此，他一
直扮演着“救火队员”的角色——
学校里哪门课缺老师，他就带哪门
课。“教书是一件严肃、神圣的事
儿，哪怕有时只是‘替补队员’，也
要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才行，内
心的责任感督促着我一直在学习、
提升。”张红红说。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 2023 年“临潼好课堂 一人一
优课”活动中，张红红所授课例被
评为精品课例。多年来，他撰写的
教研论文、教学设计多次获得省市
级奖项；还参与或主持了多项市级
教育教学课题研究……

2017 年，张红红获得了“西安
市教学能手”称号。2020 年，西安

市临潼区张红红初中道德与法治
“名师+”研修共同体成立，成员辐
射全区所有初中学校。以此为平
台，几年来，张红红为数千名教师
进行了道德与法治示范课展示和
师德宣讲活动，实现了由一个人进
步到带动一群人成长。“在共同体
的交流研讨中，我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都有了进一步提升，去年我还通
过了市级教学能手的评选。”共同
体成员、田家炳中学教师李娟说。

2023 年，经过激烈角逐，张红
红获得了“陕西省基础教育教学
能手”称号。“参加市级线上选拔
时，我们学校网络信号不稳定、没
有专业场地，教育局帮忙协调我
才得以去城区学校录课。”张红红
说，“每次回想起参赛的经历，我
都会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仅仅
是为自己的成长和收获，更为背
后默默支持我的人。”

田家炳中学副校长毛强读初
中时曾是张红红的学生，在他的
印象中，时任英语教师张红红的
桌 子 上 经 常 摞 着 厚 厚 的 英 语 磁
带，虽然条件有限，但是张红红的
英语课堂总是能吸引大家沉下心
来听讲，张红红身上这种好学、善
于钻研的精神让毛强深受感染。

“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要学习名
师们的品德修养，张老师是一位
有良心的教师，是我们学校全体
教师学习的榜样，在思政课上我
们也会讲他的事迹，以此来感染、
激励大家。”毛强说。“从张老师办
公室门前经过时，经常能看到学
生们围着他请教问题；每天都能
听到他在听新闻联播、‘学习强
国’等上面的时事政治。”田家炳
中学数学教师胡晨宸说，“我还看
到 好 几 次 他 自 费 给 学 生 补 办 饭
卡，这让我很感动。”

田家炳中学位于骊山深处，是
临 潼 区 仅 有 的 一 所 山 区 初 中 学
校，也是西安市首批定点规划建
设的山区寄宿制学校。学生大多
数都是附近山区的农家子弟，留
守学生也很多，在校期间“老师就
是他们的父母”。担任班主任 20
多年来，张红红充分运用了启智
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只
有多到学生中间去，多到教室、食
堂、操场、宿舍去，和学生多接触，
才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发现他们
的闪光点。”他说。学生小郭（化
名）不按时交作业，对课堂不感兴
趣，但是喜欢运动，篮球打得很
好，张红红发现后便在讲课时挑
选更有思想性的内容，提问他一
些简单的问题，肯定他、增强他的
自信，对他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
慢慢地，小郭学习兴趣浓了，作业
也交得积极了。

曾经，为了劝说有厌学情绪的
东东（化名）返校，张红红几次跋
山涉水去东东家里劝说，家长不
理解对他破口大骂，但他没有放
弃，经过耐心说服，东东终于返校
上学，毕业后还去参了军……十多
年来，张红红成功动员了 40 多名
学生返校上学，方圆十几公里内
的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得益于辛勤的付出，张红红
先后获得了中国好人、陕西省岗
位学雷锋标兵、首届“西安之星”
（教育领域）等多项荣誉。前不
久，临潼区铁路中学邀请张红红
去做师德师风培训专题报告，他
将《平凡的世界》推荐给了与会教
师，鼓励大家在永无休止的奋斗
中充实自己……

“28 年来虽然一直身在山区，
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跋涉的脚步，
今后，我将继续用爱呵护山区孩子
健康成长，用心点亮每个学生的人
生梦想，用情当好乡村学生的心灵
守护者和发展引路人。”张红红说。

“我爱人已在紫阳帮扶一年
半，因为工作需要还得继续待下
去，我也渴望和家人一起开展帮扶
工作。”新年结束，陈维杰就向学校
提交了帮扶申请，跟随丈夫到了帮
扶地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自常
州市与紫阳县“组团式”帮扶结对
合作以来，两地不断深化教育人才
交流，越来越多的教育人才走进大
山，用心用情用力开展帮扶工作，
冯小强、陈维杰这对“夫妻档”便是
其中的代表。

2022 年 8 月，常州市新北区安
家中学校长冯小强得知急需选派一
批高中教师前往紫阳县开展教育帮
扶工作，当即响应号召，跨越千里到
紫阳开展教育帮扶。“首先我是一名
党员，要做好表率；孩子已经成年，
妻子非常支持我，家庭方面没有后
顾之忧，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帮扶工
作中去。”冯小强谈道，年轻时他便
热衷支教，如今赴陕南帮扶，算是续
写了自己的支教梦想。

来到紫阳中学，冯小强便迅速
适应环境、转变角色。身为常州市
教学能手、优秀教育工作者的他，并

没有立即投入到课堂教学中，而是
通过推门听课、随堂听课、评课议课
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的常规教研
活动，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结
合学校实际情况，参照常州市先进
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制出精准的帮
扶措施，努力打造“高效课堂”。

“我发现这里老师们的工作量
很大，同年级各班教学进度也不
同，所以我倡导集中备课和智能教
学，统一教学进度，在此基础上大
力推行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两项
改革，打造出‘五环节学案导学自
主高效课堂’模式，探索出‘四级六
部’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实现师生
的共同进步和学校全面发展，同时
对于高考备考策略，我们团队也有
针对性的培训。”此外，冯小强通过
前期调研、走进课堂、与师生交流，
对“小组学习”进行了剖析和大胆
尝试，在参与“同课异构”教学交流
时，分享教学感悟，运用新课程理
念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引导学生以
问题为导向自主学习，真正体现学
生主体地位，教学效果非常明显。

“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
输血支教、造血兴校，致力于提升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治学办校水

平。”根据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要求，冯小强援任紫阳中学校长，除
了处理好紫阳中学的日常教学事
务，安排好师生的活动，还要和常州
随时保持联系，搭好桥梁争取帮扶
资金。据他介绍，第一批前来帮扶
的11名帮扶教师在学科教学、教学
研究、教师帮带、学校管理等方面都
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2024 年 2 月，眼看第一批帮扶
的伙伴们即将结束此次旅途，对紫
阳高中教育牵肠挂肚的他充满了感
伤和焦虑，希望妻子也能加入到第
二批帮扶队伍中来。“每次打电话或
者视频，他总是会给我介绍紫阳的
山美景美人更美，紫阳政府、教育
局、学校领导对他非常照顾，说不虚
此行。”在妻子陈维杰看来，冯小强
积极响应号召，为两地教育发展略
尽绵力是值得敬佩的，也理应支
持。就这样，在冯小强的影响下，陈
维杰同样踏上了教育帮扶之路，作
为一名高中数学老师来到紫阳。

“陈老师讲课的方法和我们初
中老师完全不一样，我们像发现了
新大陆一样，课下陈老师也很和蔼，
我们都特别喜欢她。”因为陈维杰的
分层教学理念，原本成绩差的学生

对数学逐渐产生兴趣，纷纷被陈老
师的“魅力”吸引到了课堂中来。

“陈老师的课堂很有特色，教
学水平也高，既有提优辅导，也兼
顾差异化个性，还带来了很多新理
念，学生都愿意听她的数学课，我
们没课的时候经常去她的课堂听
课学习。”在“青蓝工程”的机制下，
陈老师的“徒弟们”长期被吸引到
课堂“取经”，提起这位“师父”，他
们更是钦佩不已。

“这对夫妻能吃苦，对人好，教
育工作也很有一套。”紫阳中学副
校长张俊说，“大城市的教职工能
安心扎根山区，真心做到以校为
家，全心扑在工作上，值得点赞！”

丈夫统筹谋划用心治校，妻子手
握书卷教书育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发光发热，尽心竭力投入帮扶工
作。提及此次的紫阳帮扶之行，冯小
强、陈维杰夫妇表示，跨越山海的帮扶
情谊，他们将并肩而行、同心同力，让
更多紫阳学子学有所成，让帮扶效果
助力紫阳教育惠及更多的家庭。

帮扶教师中，像他们这样的老
师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高超的教
学水平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不断提
升学生学习成绩，也帮助学校教师

不断成长。成立教学诊断研判工作
组、随堂听课评课、推动“五环节导
学案”教学改革、开展新高考备考讲
座及示范课、募集资助资金……帮
扶团队充分发挥名校优势和名师
优势，结合紫阳县情、校情，在学校
管理和内涵发展上精准指导，各项
教育措施有序开展。一年多来，紫
阳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治校
水平、教师队伍能力、学生综合素
养得到了明显提升。

据了解，为让帮扶教师们住得
安心、生活舒心、工作顺心，紫阳县
探索建立了“1410”工作机制（强化
党建引领、树牢“四个优先”、
实施“十大措施”），推进
帮扶工作有效落地。
在组织层面，保障一
人一套生活住房、一
月一次走访慰问、一
季度一场座谈例会、
一学期一次互访交
流；在学校层面，落
实一校一份框架协
议、一师一名结对徒
弟、一室一个帮带团
队、一周一节公 开
课堂、一月一项团

建活动、一学期一次风采展示。
“我们在紫阳工作和生活都很

开心，每人都有一套住房，入住前，
还有提前准备好的生活用品。教
育局和学校领导每个月都来看望
慰问我们一次，经常召开座谈会，
一对一给我们安排徒弟。”帮扶教
师们对这些措施纷纷表示满意。

“帮扶团队的先进教育理念和
方法，让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奋斗
激情得到很大改变，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专业素养在帮扶团队的带领
下进步速度明显加快。”紫阳中学
党委书记王继说道。

乡村教学点的诗意阅读
□本报记者 郭 鹏 席永刚

“我目前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因为我还不满十八周岁……”

“我们每个人都有维护祖国安
全、荣誉和利益的基本义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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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紫阳：帮扶“夫妻档”，续写“山海情”
□谢 梅 贺 帅

在
坚
守
中
跋
涉
的
人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