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送走了第一届高三毕业
生。我有幸成为高三教师中的一
员，深感自豪和幸福。回想起高二
第二学期接班到高三毕业的五百
多天，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故事，都
将成为我永恒的回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2024年1月初，我和老师们
收到一封“快递”。小心地拆开信
封，是“高三年级高 2023 学年第一
学期教师教学评估表”。令我意想
不到的是所任两个班打出的综合
评价满意率极高。“教学评估表”第
一栏是“教学评价”，包括“课堂环
节”和“教学其他环节”两个部分，
问卷主要体现在“教学态度”“教学
方法”“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效果”

“作业批改”“课后辅导”“关爱学生
程度”等七个小项，观察量表中七
个小项的打分结果，两个班评定均
为“A”，总体评价满意率是100%。

且行且珍惜，回想教学片段，
我突破了课堂教学的瓶颈，赢得
了学生的信任和爱戴。掌握好
学情，设计好主题，做好教考衔
接，将知识学习镶嵌在有趣的真
实情境中，巧设问题串起思维的
风铃，充分打开学习过程，触发
学生深层的情感体验和高阶思
维的教学，真正让大单元教学落
实落地，赢得了学生的好评。第
二栏是“喜欢这些老师的原因”，
让学生从表中罗列的 8 个小项里
选出自己喜欢的原因。阅读学
生喜欢的原因：“幽默风趣”“方

法得当”“课堂气氛活跃”“和蔼
可亲”位居前四位。“认真负责”

“知识渊博”“爱学生、有耐心”
“ 管 理 有 序 ”等 原 因 不 甘 落 后 。
究其“喜欢这些教师的原因”，无
不反映出在“三新”背景下，学生
喜欢老师的原因从单一走向多
元化，“幽默风趣”是好老师基本
的素养，一个老师的素养决定着
学生的素养，不无道理。

“教学评价表”直切教学要
害，牢牢抓住了评价教育教学质
量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喜
欢”，只有喜欢化学老师，才会对
化学感兴趣。其二是“管理”，三
分课堂七分管理。不论是课堂教
学还是课后答疑，不仅仅是说教
问题，更是“精准”问题。刚接手

高二化学时，部分学生没有养成
把零碎知识进行归类整理的习
惯，课堂上只是满足于听讲，考试
时会受到知识限制，答题时因丢
三落四失分不少。基于此，讲课
时我及时采取不同手段从方法和
技巧上加以引领，或 PPT 随堂展
示，或用手绘画张贴在教室，或用
口袋中的小卡片随时个别问诊，
切实关注到了每一个学生，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新教材、新课标、新高
考”描绘了新时代大美课堂，吹响
了新一轮课改的号角。我们要弘
扬教育家精神，踔厉奋发，真抓实
干，不负时代，谱写新时代化学教
育新篇章。

□□张忠孝张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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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悄然而至，校园里的
银杏树像是被施了魔法，枝头
挂满了金黄的叶子。透过清晨
的阳光，银杏果在枝头闪烁着
微微的光泽，似乎随时准备掉
落下来。

课间，我正在办公室改作
业。突然，小邓跑过来，脸上
满是焦虑：“段老师，体育课自
由活动时间，有人拿银杏果当

‘炸弹’玩，丢在同学身上，臭
烘烘的。”

“银杏‘炸弹’？”我有些诧
异地看着她。

“是啊！”她皱着鼻子继续
说，“那个银杏果一砸在身上，
味道实在受不了，大家都跑得
远远的。”

我 不 由 得 叹 了 口 气 。 银
杏果的外皮不仅气味刺鼻，还
有毒性，如果直接接触皮肤，
可 能 会 引 起 过 敏 或 者 灼 伤 。
我知道，这种情况不能直接批
评那些顽皮的学生，要让他们
真正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我努力思考着如何处理这
个问题。突然，我灵机一动，想
到了一个办法。

中午的阅读课到了，我拿
着五颗捡来的银杏果走进了教
室。正准备开始自主阅读的学
生抬起头，目光齐刷刷地聚集
在我手中的银杏果上。

“银杏‘炸弹’来了！”小军
最先反应过来，带着笑意喊道，
班里的其他学生也跟着笑了起
来。看得出，他们对体育课玩

“炸弹游戏”的事情心知肚明。
我不露声色地扫了小军一

眼，把手中的银杏果放在讲台
上，故意一字一顿地问道：“同
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白果，银杏的果实！”小雅
举手答道。

“没错。白果是银杏树的
果实，但是它的外皮很特别，大
家知道吗？”我接着问。

“臭！”班里几个学生齐声
答道。

“可你们知道吗，它的外皮
除了臭之外，还含有多种有毒

成分，直接接触可能会使皮肤
产生不良反应。”我边说边打开
提前准备好的视频——关于银
杏果外皮毒性的科普短片。

屏 幕 上 ，一 个 专 家 正 详
细讲解着银杏果外皮的毒性
如 何 通 过 皮 肤 吸 收 ，引 发 过
敏反应。画面中展示了银杏
外 果 皮 中 的 化 学 成 分 ，以 及
皮肤接触后的过敏症状。学
生们本来笑嘻嘻的脸逐渐变
得 严 肃 ，一 种 难 言 的 震 惊 在
教室中蔓延。

刚才还在喊“炸弹”的小军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他立刻举
起手来：“老师，我……我早上
玩过银杏果，我要去洗手！”

小军走后，我语重心长地
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我
们遇到的银杏‘炸弹’其实不是
玩具，它有危险的成分。如果
对它不够了解，可能就会给自
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接下
来，请大家写下对银杏‘炸弹’
的认识，以及在这件事情中学
到了什么。”

学生们低头沉思，纷纷拿
起笔开始写作。10 分钟后，几
位学生自告奋勇地分享了他们
的文字。

小雅写道：“我以前觉得银
杏果只是臭臭的东西，没想到
它的外皮有毒，以后再也不会
乱玩了。”

小军也发言了：“今天我明
白了，不该乱拿银杏果开玩笑，
原来它真的对身体有害。”

学 生 们 的 文 字 带 着 灵 气
和思考，比起单纯的教育，这
样的方式显然更能触动他们
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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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
话在鲁老师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
释。鲁老师不抽烟、不喝酒、不打
牌、不下棋，爱书如生命，爱报如珍
宝。任何书籍、报刊，他都爱不释
手。他说：“天天泡在书海中其乐无
穷，使我的晚年生活愉悦、充实又丰
盈。”《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巴
渝儿歌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文艺报》等都是他经常读的。每
一份报纸，他都认认真真阅读，读
完后整整齐齐存放。常翻常看，常
看常新。

鲁老师一辈子都在阅读，一生读
书，花开结硕果。2020 年疫情期间，
80 岁的他，发表抗疫诗、儿歌等 54
首，评论和散文 15 篇，免费辅导小学
生发表儿歌 29 首。21 首抗疫诗歌及
儿歌手稿被西安市档案馆收藏。他
还荣获了重庆市巴南区文联颁发的
抗疫儿歌“爱心奉献奖”，以及西安市
教育局、碑林区教育局颁发的“百姓
学习之星”称号。

笔耕不辍育桃李

鲁老师虽已84岁高龄，但他依然
坚持写诗，写了几十年的诗，共撰稿
4000余篇，发表儿歌千余首，出版《儿
歌大王儿歌选》《鲁迁散文选》等 17
部著作，免费辅导学生 65 年，辅导的
学生不计其数，学生作品屡见于各级
各类报刊。

今年暑假，我专程去拜访了鲁
老师。在他那并不宽敞的屋子里，
目之所及都是一摞摞的书，墙上挂
满了一面面锦旗、一幅幅字画，桌子
上摆着一本本荣誉证书……我知道
这些书是鲁老师的珍宝，是他一生
无法割舍的爱。锦旗、字画、证书都
是社会各界对鲁老师的肯定与赞
誉。最让我震惊的是靠门处存放的
那一本本手稿，我随意翻开一本，里
面密密麻麻记载着鲁老师创作的儿
歌，每一首都有编号，题材涉及方方
面面，部分儿歌上用不同的符号进
行了批注修改。鲁老师还有一本专
门记录每月创作的小本子，几乎每
日一首，有的月份甚至创作了 35 首

作品。看到这些，崇敬之情油然而
生。我很难想象一位患有罕见病——
格林—巴利综合症几十年的 84 岁老
人是如何一字字书写，一首首创作，
完成一本本手稿的。如何几十年如
一日，从不间断。

大爱无言暖人间

他虽腿脚不便，却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他把自己的写
作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青年教师
们，从不要他们的“一粥一饭”。他
免费辅导学生 65 年，从不收家长一
针一线；他将自己的书籍免费赠送
给省内外各个学校，从不收学校的
一分一文……他用自己的光和热温
暖着人间。

“大先生”之大，大在有大德、有
大爱、有大我，有心系国家民族的大
情怀，有无私奉献守初心的大担当，
有桃李满园不自满的大作为，有抗争
病魔不气馁的大无畏。“大先生”之
大，在于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去感染身
边的每一个人。而鲁老师就是这样
的“大先生”。

□□龙廷忠龙廷忠

对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认识及思考对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认识及思考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国务院
确定的教育教学领域最高级别
的奖项，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科学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并列，每四年组织一次。省级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参照国家级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标准，
每两年组织一次，主要是为国家
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进行遴
选准备。只有获得省级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或一等奖的，
才有资格参加国家级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奖的遴选推荐。特别
幸运的是，我参加了安康市首届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获特
等奖，并被推荐参加陕西省第十
三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评
选，荣获特等奖。在此，我将自
己对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点
滴认识和思考总结如下，以鞭策
自己，鼓励同道中人。

一颗种子的力量

最早知道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奖是在几年前，一名同事获得陕西
省第十一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
等奖。两年之后，在陕西省第十二
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他
的教学成果荣获特等奖，我对他产
生了深深的敬佩和羡慕，对这个奖
也多了一份了解的想法和参与的
期待。直到有一天，因为获得过市
级优秀课题，我也有资格参与市级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未知
才一点点变为已知，那一颗好奇的
种子即将发芽。

培育“成果”

接到通知那一刻，我并不确
定选题和内容，大致浏览了《安
康市第一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奖申报表》（以下简称“《成果申
报表》”），对其中的“成果概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
过程与方法”“成果创新点”等栏
目如何填写，我竟是一头雾水。
最终，我以申报结题的市级专项
课题为素材，开始准备填写《成
果申报表》，此时各种困惑交织
在一起，佐证材料除了一张荣誉
证书，其他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
东 西 。 换 个 主 题 ，可 能 素 材 更
多 ，视 野 更 开 阔 。 有 了 这 个 想
法，我一遍遍梳理自己曾经参与
和主持了哪些课题，曾经发表过
哪一类主题的论文，最后聚焦到

“学科核心素养”上。2018 年以
来 ，我 相 继 参 与 了“ 家 国 情 怀 ”

“史料实证”和“学科核心素养”
等课题研究，素材丰富，研究时
间较长，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扎
实，顿觉豁然开朗，文思泉涌，写
作思路由模糊到逐渐明晰。

在一遍遍修改中凝练主题

主题有了，方向也确定了，需
要将骨架和内容尽快完善。按
照自己的初步想法，在一次次修
改中完成了《成果申报表》。导
师及时反馈并给出了中肯的建
议 ，按 照 她 的 要 求 ，推 翻 重 来 。
我开始观看学习“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的相关视频，下载打印论
文进行研究，关注往届评审专家
公众号，从一点一滴学起，领会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申报的规
范和要求，明白了成果申报要突
出育人导向，注重解决问题，推
进理论创新，成果需要经过实践
检验并应用推广。从标题的确
立到报告主体的撰写；从凝练主
题到构建教学成果报告逻辑框

架，凸显特色和亮点，围绕成果
主题筛选材料，按照解决问题的
逻辑主线进行梳理。《成果申报
表》和《成果报告》在一遍遍修改
中臻于完善。

一项教学成果想要在评审中
脱颖而出，除了指向明确，立意高
远，还要凸显成果价值意义。如我
原本申报的主题是“基于落实学科
核心素养的县域高中历史课堂教
学的创造性实践与研究”，为了申
报 2024 年省级教学成果奖，在导
师的指导下，我将主题改为“基于
素养导向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实
践探索”，将冗长繁琐的主题变得
短小精悍，成果指向明确，一目了
然，立意明显提升了一个层次。

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完善“成果”

成果获奖不是终点，推广应用
才是出发点与落脚点。教学成果
是长期研究、实践探索的结晶，需
要积累大量的素材资料。好事多
磨，历经五年的实践检验，从理论
学习到实践运用，从点点滴滴到系
统全面，在运用中总结、反思、提
炼，并不断修改完善，这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累积的是时间，获得的
是一本本厚重的资料。成果必须
围绕主题进行梳理，与主题相关的
特色和亮点要重点凸显出来，以激
发评审专家的阅读兴趣。

成果报告不能写成课题报告
和经验总结，要按照成果主题梳理
逻辑框架体系，整个报告按照“问
题的提出—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
法—主要成果（解决问题的理论与
实践）—主要成效”串联起来，一脉
相承，环环相扣，各个部分紧凑衔
接，前呼后应。

如我的成果报告中，解决的

主要问题和成果的主要内容按
照“聚焦学科素养，强化学科的
育人目标；聚焦学科素养，涵育
学 生 的 实 证 意 识 ；聚 焦 学 科 素
养，优化课程的教学策略；聚焦
学 科 素 养 ，提 升 教 师 的 专 业 能
力”等几个方面搭建框架体系。
这样的论述落入泛泛而谈的俗
套，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苍白无
力，产生不了应用推广的价值和
意义，成果更不会解决教育教学
实际问题。因此，在导师的指点
下，我将逻辑框架体系进行了调
整和优化，从确立基于核心素养
的教学目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
整合教学内容、设计有助于核心
素养形成和发展的教学过程、采
用多种多样的历史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五个方
面进行课程方案实施，以促进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真正扎根课堂，
从而彰显学科育人本质，提升教
育质量。修改后的成果内容突
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具有
实践性、推广性和指导性。

五 年 多 的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过
程，漫长而艰辛，从 2023 年 6 月开
始的申报，到11月完成网络申报，
从县上，到市上，再到省上，流逝
的 是 时 间 ，留 下 的 是 宝 贵 的 财
富。在一遍遍实践中，我对之前
的困惑有了更深的体会，认识到
教学成果不同于课题研究成果，
教学成果更注重实践性，而课题
研究成果更注重理性认识。当
然，教学成果是建立在课题研究
的基础之上的，有长期的教学实
践探索且效果显著，是经过不断
的总结反思，提炼而成的，能真正
指导教学，培育学生素养，提升教
学质量，从而推动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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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我有幸前往武汉
参加“国培计划（2024）”——陕西
省项目县教师自主选学试点研修
项目指导团队第一次集中培训，
随着对“国培计划”的深入了解，
我的心中渐渐充满了期待。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
出类拔萃。”参与“国培计划”的
都是区内学科教育教学及教育
管理的佼佼者，他们的言谈举止
尽显名师风范。中国教师研修
网项目管理中心首席专家张国
强教授说：“如同士兵向往将军
的荣耀，教师亦应怀抱成为名师
的梦想。”我自 2019 年获得省级
教学能手称号以来，个人成长一
直处于瓶颈期，也曾迷茫徘徊
过，现在我明白了自己专业成长
需要外部助力与内部发力。在
多元的学习时代，资源虽丰，但
热爱学习之心最为宝贵。高涨
的职业热情，科学的教育理念，
精湛的专业技能，独特的教学风
格，才能累积丰硕的成长业绩。

我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
中，每一场讲座、每一次研讨都让
我受益匪浅。王金涛教授的第一
场讲座《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的教师发展与培训创新》犹如头
脑风暴，听得我酣畅淋漓。

教与学的“两张皮”、教学评
价的单一化、教学与评价的二元
分离等一直困扰着我，学校的学
科教研也是薄弱环节，在张春霞
老师的讲座中我找到了答案。教
学目标是核心，教学评价依据教
学目标制定标准，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进行检测和反馈。教学评一
致性确保了教学的目的性和针对
性，使教学过程更加科学合理。
未来社会不需要会解题的人，而
是会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评课议课并不只局限在理
念、内容、过程上，教师和学生的
课堂表现还要运用多种工具和
方法进行有效观察。课堂观察
不仅仅是看学生的表现，更重要
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学生
背后的学习需求和困难。聆听
武汉名师的专题讲座，每一场都
让人拍手称快，原来教学评一体
化可以这样理解，原来大单元教
学可以如此清晰，原来主题式校
本研修这样进行，原来跨学科学
习并非难事。

培训的最后一天，我们深入
参与了工作坊研修计划制定的专
题培训，第一次作为活动设计者，
压力颇大。我和张来生老师、马
永青老师一致确定主题为“基于
新课标的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基本
能力的提升”。上午制定计划下
午分享，尽管时间紧迫，我们仍努
力确保活动安排、预期效果以及
坊主、坊员与组长之间的内容分
工明确。

现学现用，用 AI 工具迅速将
研修计划的文字稿转换为 PPT，
在分享时获得了张教授“优秀课
件”的赞誉。这既是对我们形式
创新的认可，也促使我们反思研
修计划的深度与实用性。

随着工作坊活动的推进，我
们重新审视并优化了研修计划。
我们强调计划的实用性、操作性
和任务分工的明确性，确保每位
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在研修
过程中，我们注重过程导向结果，
不仅关注个人成长案例的积累与

精品课的打造，还确保整个研修
过程都紧密围绕提升教师教学能
力的核心目标。我们深知，新课
标下的教学要求教师不仅具备扎
实的专业知识，还需掌握跨学科
教学能力，并关注学生的核心素
养发展。因此，我们的研修计划
致力于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能
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与发展。

在制定研修计划时，我深入
梳理了研修内容和目标，确保每
位教师都能明确方向并积极参
与，同时鼓励每位教师建立属于
自己的成长案例。我特别强调了
教学反思、听课笔记和评课稿的
重要性，以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
能力和语言素养。通过参考教师
们的研修计划案例和模板，我制
定了一份既具操作性又富有针对
性的研修计划。

在后期的研修过程中，我们
注重群体学习，鼓励教师之间相
互交流、共同进步，并选取优秀
代表作为榜样，以此激发全体教
师的职业热情和奋斗激情。同
时，作为坊主，我致力于构建积
极向上的团队文化，做好教师研
修的伙伴，共同推动研修计划的
落实。

2024“国培计划”是我教育
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
就像一个强大的加油站，为我注
入了满满的能量。在这个加油
站里，我汲取了知识的营养，收
获了成长的喜悦，也明确了自己
的责任和使命。我相信在“国培
计划”的引领下，我将在小学语
文教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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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参加陕西省第十三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

笔耕不辍笔耕不辍 大爱无言大爱无言
育 人 故 事 大大 生我 心 中 的先

——记记““儿歌大王儿歌大王””鲁迁鲁迁

研 修
思 旅

初识鲁迁老师是在五年前，在第四届陕西少儿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上。他拄着拐杖，
被工作人员搀扶着走进会场，座位在我的旁边。第一次见面，便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热情
的老人。随着了解的深入，他留给我的印象更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