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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致
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并号召全国
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
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一线
的一名小学校长，如何践行教育家
精神？我觉得做好学校发展的引
路人，当好教师提升的服务员，干
好学生成长的安全员是核心。具
体到工作实践中，用一句话概括就
是“立己达人，做教育的行者”。

“火车跑得快，还靠车头带。”一
所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长的理念引
领和方向把关，所以我一直把做个
专业型校长作为奋斗目标。从1998
年至今，在我 26 年的工作实践中，
有十余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和十余
年的管理工作经历，这些使我形成
了自己鲜明的教育思想：发展个性，
成就未来。为了落实这一主张，我
在师生中开展了一系列德育教学教
研活动，最终实现“成就师生的每一
种可能”这一教育愿景。

担任校长十年，我经历了三所
新建学校。2013年9月丰荫明德小
学建成，我任常务副校长。在丰荫
小学的三年，我认为教师是学校发
展的原动力，所以打造“T秀”课堂，
着力培养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成立
了一批“导师+”教师成长共同体，建
立了“三级六梯队”教师培养模式。
依托“导师+”教师成长共同体和

“321”集体备课，实现教师课堂跨越
式发展。同时，紧抓教师队伍建设，

探索出“一提升四赋能”的教师专业
成长路径，促进全员成长。

2016年8月，踩着一片泥泞，我
来到了人和小学，对学校发展也有
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认识到了文化
育人的重要性，因此在发展教师的
基础上，我将营造学校文化作为学
校发展的主要抓手，构建了“人和”
文化体系。在人和小学的五年时间
里，我将文化融入学校工作的方方
面面，将文化根植于师生心中，外显
于师生的言行间。五年时间“成全
人，至于和”的学校文化落地生根。

2021 年 7 月，因工作需要我又
一 次 踏 进 了 一 所 新 建 学 校 的 大
门。这一次，我非常清楚想要培养
什么人——“建设发展有个性的未
来学校，培养实践创新的未来人
才”。学校将党的教育方针细化为
各 门 课 程 应 着 力 培 育 的 核 心 素
养，构建了“成就课程”体系，提炼
了“成就课堂”教学思路。

“成就”在汉语词典上有两种
解释：一是作为名词，是事业上的
成绩、成效。二是作为动词，是完
成某种事业。之所以用“成就”这
个词，因为于师生而言可以是名词
解释，希望师生能够在教学上、学
习上有获得感、成就感；于学校而
言是一种行动力，希望学校能够成
就师生的每一种可能。学校的办
学理念是：发展个性，成就未来。
发展个性的教育是让每一个人的

优点更突出的教育。结合校情、教
情、学情我们探索出了发展个性的
三大原则：尊重差异、培养兴趣、强
调发展，最终实现让每个人个性发
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

如果说学校的发展理念是师
生发展的方向，那么课程、课堂则
是通往终点的轨道。为了实现发
展个性的教育，我带领学校老师立
足实际，依托国家课程，基于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构建学校“成就课
程”体系。包括“童诗童心”“思维
训练”“人工智能”“阳光心灵”“未
来领袖”“智慧论坛”六大主题课
程，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的
需求。以“成就课程”为载体通过

“三个课堂”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
全面提升。

“成就课堂”教学主张“以个性
阅读为核心的自主学习”理念，遵
循阅读、思考、表达三个基本程序，
坚持“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多学少
教”的原则，按照“预学—共学—延
学”的总体教学思路，形成以学生
活动和教师点拨为经、以任务导航
为 纬 的 纵 横 结 合 式 学 科 教 学 思
路。围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突
出充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的目
标要求，形成了学校特色“语文学
科——回归性阅读、数学学科——
儿童可视化数学、英语学科——五
环一主线、科学学科——四步探
究、体育学科——四环乐学、音乐

学科——四唱悦动、美术学科——
四美创意”的特色学科教学思路，
助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浸
润学生成长。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
人可以走得很远。我在带领学校
发展的同时不忘引领区域内的学
校、教师成长。“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无论是在管理上引
领——帮助区域内其他校长发展，
还是在专业上培养——支持青年
教师成长，我始终将“立己达人”作
为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种
乐于奉献精神的指引下，近年来，
孙斌斌“名校长＋”发展共同体先
后培养校长2人，书记1人，副校长
8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6 人，省级教
学能手 16 人，市级教学能手 8 人，
区级优秀教师、教学能手36人。

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的
伟大号召是一座鼓舞人心的精神
灯塔，教育家精神不只是一个精
神符号，也是精神引领下的具体
实践，渗透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
程中，让我们从小我的提升逐渐
走向大我的塑造。

在教育的路上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行者
用理想、智慧、激情、诗意和力量
充实自己的行囊
我坚信，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因为执着终能致远
……

□□栗栗 勇勇

写好教育故事

2024 年 11 月 18 日 至 21 日 ，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科 技 和 教
育 体 育 局 和 县 妇 联 举 办 丹 凤 县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能 力 提 升 培 训 活
动，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陕西
省 家 庭 教 育 研 究 会 讲 师 王 亚 楠
受邀来丹凤授课。初冬，首次降
温 ，来 自 全 县 70 余 名 教 育 工 作
者细心聆听王老师精彩的报告，
如 沐 春 风 ，收 获 满 满 。 特 别 是
19 日上午，王亚楠老师的《生命
列车与印痕解析》一课，精美的
PPT 课件直观吸睛，生动的视频
冲 击 心 灵 ，刷 新 了 我 对 教 育 的
认知 。

王老师讲道，心理学中的“印
痕”是指个体经历疼痛或痛苦的
一段无意识的时间，包括这段时
间里所有看到的、听到的、闻到
的、当时的情绪、身体的感觉等。
这些感知在以后都有可能透过再
刺激而引发非理性的模式复演。

在教育中，只有退痕才能最大程
度减少对自己和孩子的伤害。但
印痕容易复活，退痕何时了？所
以 最 好 的 教 育 ，应 该 是 无 痕 教
育。有心无痕，润物无声，这应该
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无痕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接
受教育的过程中，通过与教育者的
接触、交流、体验，与教育者的意志
产生共鸣，在情感交流中潜移默
化，不留痕迹地接受教育的一种思
想教育方式。

我的一个同事，家里书多，一
开始，他让孩子自由阅读大胆写
作，也就是孩子想读什么就读什
么 ，旨 在 让 孩 子 养 成 阅 读 的 意
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内
容限制，没有长短好坏之分。通
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孩子错别字
归零，语句通顺，孩子就会觉得原
来 写 作 文 这 么 简 单 。 他 告 诉 孩
子，写作文就是玩文字游戏，就是

用自己喜欢的文字、标点符号表
情达意。接着，他指导孩子有计
划地读书，着手写命题作文。引
导孩子读喜欢的书籍，指导孩子
写身边熟悉的人和事。让孩子明
白作文就是写自己的生活，写真
人真事，抒真情实感。最后，教会
孩子学会精读典范之作，指导孩
子加强片段描写，提高孩子的语
言 表 达 能 力 。 经 典 是 品 味 出 来
的，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孩子
在读写里找到了自信和快乐。这
位同事的教子方法，正是王老师
所讲授的无痕的亲子活动。

此次为期四天的家庭教育能
力培训也是这样无痕的教育模式，
王亚楠老师让学员敞开心扉，不用
做笔记，只需用心听，用心感受，在
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在快
乐中收获。

有人说，当孩子感觉到你在教
育他时，教育就失败了。我们把教

育意图隐蔽起来，不是没有教育
意图，而是不让孩子感受到压力
和被控制，从而产生逆反心理。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把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
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学生
意识到您的教育意图时，教育作
用反而难以凸显。”

一片渐变色的落叶，一朵冬日
绽放的花，一个真诚的微笑，一次
温暖的相遇，都可以成为教育情境
中的美好瞬间。以一种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去教育学生，可能是最好
的教育方式。在教师精心营造的
情境中，教育的主体——学生可以
自主思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
么。在和谐自然的环境中，能够得
到最大化的教育实效。无痕激趣，
无痕引领，无痕创设情境，无痕言
传身教，以一种自然和谐的方式实
施教育，让孩子发现最好的自己，
成就自己。

□□高高 鸿鸿

最好的教育是无痕教育研 修
思 旅

32024年11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胡 玥

美 编 / 赵 爽

电 话：029-87317259
E-mail：jsb_wb@126.com 成 长成 长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冰心
的一句话：“爱在左，同情在右，
走在生命的两旁，我们随时播
种，随时开花。”在我心里，每一
个孩子都是一朵会开的花，或迟
或早，或短或长。作为班主任，
应秉持赏识教育的理念，以肯定
和鼓励的眼光看待学生，用更多
的爱心和耐心静待花开。

今年接手了一个新生班，开
学第一节课，学生们便有礼貌
地进行自我介绍。这时，只见
一个矮小黑瘦的男生，吊儿郎
当地走上讲台。“我叫张大明，
毕业于某某小学，我最大的爱
好是打麻将。”当他说出爱好的
瞬间，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
在大家的笑声中他得意洋洋地
走下讲台。我努力压制怒火，
表情严肃地盯着他说：“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我们的爱
好应该健康、积极向上。”我心
里暗想，这个学生是我们班的
一个“刺头”吧。

课后，我从其他同学那儿了
解到，张大明上小学时就是班
上无法无天的“小霸王”，经常
和班上同学打架，上课与老师
作对，整天不做作业，学习和生
活习惯都很差。了解到他的父
亲早年去世，母亲改嫁后不愿
再管他后，我决定重新认识这
个孩子。

下 午 ，全 校 组 织 大 扫 除 ，
班上一个女生正在卖力地拖
着 地 ，只 见 张 大 明 走 过 去 轻
蔑地说：“瞧你这细胳膊细腿
的 ，还 能 拖 地 ？ 我 可 是 大 力
士 ，让 你 见 识 一 下 我 是 怎 样
拖 地 的 。”只 见 他 撸 起 袖 子 ，
抢过拖把，使劲地拖起来，不
一 会 儿 ，一 条 长 长 的 走 廊 在
他 手 下 变 得 干 干 净 净 ，他 自
豪地说道：“给你说我是大力
士 ，这 下 你 该 相 信 了 吧 ？”说
完 还 不 忘 得 意 地 看 看 我 ，我
顺 势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并 夸 奖
道：“你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
大力士呀！走廊在你这个大
力 士 的 手 下 焕 然 一 新 ，大 家
都应当向你学习。”劳动结束
后 ，我 在 全 班 同 学 面 前 对 他
大 加 表 扬 ，这 家 伙 瞬 间 一 副
满脸通红的害羞模样。

第二天上课时，张大明比前
一天收敛了许多。在课堂提问
过程中，我看到他多次有举手
的想法，但都把手举到中间又
缩了回去。于是我提了一个非
常简单的问题，就在他再次犹
豫缩手时，点了他的名字，在他
结结巴巴紧张地回答完问题
后，我对他大加赞许。下课时
我对孩子们说：“今天这节课老
师特别高兴，因为你们都能积
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尤其以张
大明同学最为突出，整节课都
特别投入，以后大家要继续加
油哦！”此时，张大明用不可置
信的眼神看着我。

有天下午放学，我看到张
大明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
里吃着泡面，看到我后他尴尬
地笑了笑。我掩藏起内心的
酸楚，装作若无其事。“我今天
从家里带了蛋糕，你愿意和我

一起分享吗？”他高兴地跟我
来到办公室，我特意挑了一块
大蛋糕给他，吃着吃着他竟满
眼泪光。“老师，您做的蛋糕真
好吃，我最后一次吃蛋糕还是
和爸妈一起过 8 岁生日时，自
那之后我就不再喜欢吃蛋糕
了。”我轻轻抚摸他的头鼓励
道：“现实的确很残酷，但请你
相 信 ，身 边 的 每 个 人 都 很 爱
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认
真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坚定地
点了点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大
明上课认真听讲，遇到不会的
题目也会积极主动提问，和我
之间也不再生疏，学习进步很
快，性格也变得开朗合群了许
多，有时他还会主动帮助班上
的同学。看到判若两人的张大
明我感慨万千，他让我懂得在
平时的教学中，老师一个肯定
的眼神，一句赞美之言，对于学
生而言，都是极大的激励。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
眼 里 有 牛 顿 ，你 的 讥 笑 中 有
爱 迪 生 。”的 确 ，每 个 孩 子 都
具 备 独 有 的 特 质 与 才 华 ，我
们 要 精 心 呵 护 每 一 个 孩 子 ，
让他们在爱和赏识的浇灌下
盛开、绽放！

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的习惯
相对好养成，但作文实在难教。
我家孩子从一年级起写小片段就
没怎么为难过，高中作文也常得
满分，这得益于我助孩子从小爱
上作文。

孩子的语文老师特别注重写
作，从一年级起就鼓励他们写一
句话主题周记。我往往会把周记
主题变成我家的周末活动主题。

这 一 周 的 主 题 是“ 寻 找 春
天”。周六上午，我们一家三口就
四处去寻找春天。郊区的路边，
全是勤劳的农人们种的各种作
物。我们下车，孩子就惊喜地叫

起来：“春天在油菜地里！”“是啊，
是啊，快看！”我引导孩子去观
察。孩子观察着，描述着，黄灿灿
的油菜花，飞来飞去的蜜蜂全是
他眼里的惊喜。

走两步，我们又到了蚕豆地
里，孩子又有一番新发现，那蚕豆
花是由紫变黑，像一只只竖着翅
膀的蝴蝶，又像一双双小眼睛。
这真是只有观察才能脱口而出的
句子啊！我跟在他后面夸赞：

“哇，你真会发现！你说的句子好
美啊！”孩子喜滋滋的。

再往前走，我们又看到了路
旁的樟树，孩子更是惊奇：“妈妈，
书上都说大树抽出了嫩绿的枝
芽，您看这棵树，新芽是红褐色的
呢，而且像一个包得紧紧的小花
苞，更像一颗小巧的心！”我更是
惊喜：“春天的新芽都有不一样的
色彩！你是火眼金睛啊！”

我们一边逛，一边看，一直
走到了河边，青草已经长得葱葱
茏茏，一群群山羊俯身吃草，一
个个垂钓的人甩着长竿，一条条
小蝌蚪在河里找妈妈，一只只小
虫子在水草上跳啊跳。孩子高
兴极了，我们戏蝌蚪，看垂钓，打
水漂……玩得不亦乐乎！与其
说是观察发现春天，不如说是进
行了一次春游。

回到家里，我们还在讨论春
天的发现。我暗暗地引导孩子按
地点顺序来说发现。我发现，因
为经历过，所以孩子印象深刻；因
为有发现，所以孩子的语句优
美。梳理过后，我就在孩子旁边
看书，孩子按思维导图把这些记
录下来。然后，我再提出修改意
见，最后，孩子把“春天的发现”抄
到周记本上。

周一放学，孩子高兴地说：
“妈妈，你看，我的周记上有笑脸，
有花朵，还有星星呢！”我一看，的

确，估计老师把所有能表扬他的
符号都用上了！

“老师还把我的周记在班上念
了呢！”孩子当时是多么骄傲啊！

“嗯，我们下回还一边玩一边
写啊！”我的话让孩子对周记产生
了期待。

下一周的主题是写一件事。
我们让孩子约上同龄的孩子一起
逛超市。每人给十元钱，自己决
定买什么，用完了就不能再要。
他们在超市里悠闲地逛，我们在
出口处略有担心地等。终于，他
们抱着想要的东西出来结账了。
回家的路上，他们聊在超市里看
到了什么商品，心动的商品又为
什么没买，怎样比较价格，怎样看
保质期……看来，又是一次很难
忘的学习之旅。

再下一周，写有趣的游戏。
我带着他和小伙伴一起自制泡泡
水，吹泡泡，在玩的过程中，看流
光溢彩的泡泡一个个产生，你的
像葫芦，他的像大花生，我的像乒
乓球……我们抖着衣服让泡泡落
在衣服上，鼓起腮帮吹啊吹，想象
自己的泡泡将飞到哪里去……玩
笑中，孩子又完成了一篇周记。

就这样，老师布置一篇周记，
我们就围绕着周记主题去玩，去
观察，去想象，去写作。孩子在这
个过程中学到了观察、发现、记
录、修改。周一老师的点评更是
让他对周记充满了成就感和期
待。久而久之，我渐渐放手，他也
能从自己玩耍的过程中选择材
料，运用修辞，做到情动而辞发。

自从打好这个基础，他后来
的作文我几乎都没有怎么操过
心。上了中学，他也乐在其中，曾
为引用一句合适的诗句而查阅半
个小时的资料。

我助孩子爱上作文，无他，先
玩后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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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有方

2020年，米校长因阅读王维审
的《寻找不一样的教育》深受启发，
随后，他要求我们每位教师每周坚
持写教育故事。米校长说，坚持每
周写一篇教育故事，如果他能做
到，希望大家都能坚持下来，如果
他做不到，大家可以放弃。

刚开始，我和其他大多数教师
一样，认为没有必要，校长是闲得
没事干，在给教师“找罪受”。本来
一天的课下来，我已身心俱疲，加
之写不完的教案，批不完的作业，
我有一百个不情愿，但迫于压力，
还是勉强应付。除此之外，米校长
会对教师写的教育故事进行评比，
每周挑选一篇教育故事，鼓励大家
进行“拍砖”，在学校教学研讨会上
交流，从教育故事的命名、立意、选
材、构思到提炼主题一一提出修改
意见，并择优推荐到《宁县教育》

《庆阳教育》等刊物发表。
我想，米校长既然如此坚持，肯

定有他的想法，不妨挑战一下，坚持
下来看看有什么效果。就这样，我
和同事一起坚持了一周，两周，一个

月，两个月……一年过去了，我对此
有了和最初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教育故事促进了我对教师职
业的认同，增强了我的职业幸福
感。翻开我的教育故事，其中《那
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这样写
着：“6 月 2 日，最后一节数学课，
我推开五年级教室的门，班上出
奇得安静，接着是一份惊喜，班上
的孩子一起敞开嗓门说：‘栗老
师，生日快乐！我们爱您!’然后，
有的将生日卡片塞在我手里，上
面写满了祝福；有的将橘瓣塞进
我嘴里，橘子好酸，心好甜；有的
将妈妈新暖的柿子放在讲桌上，
让我尝尝……孩子们拍着手，唱
着生日歌。那一刻，我的世界春
暖花开，我因孩子们的存在而感
到格外幸福。想想这些在我眼中
曾经‘顽劣’的孩子，如今变得有
情有义。想到自己对孩子那些

‘自以为是’的爱和盲目的批评与
指责，我心中不免有些惭愧。因
为教育故事，我与孩子们之间的
距离更近了一步。”

我们用笔讲述着自己与孩子
们的教育故事，在不断的经历和
记录中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从
而实现了不一样的成长。曾经，
我总以为我的主业就是传道、授
业、解惑，我不会去关注本职工作
以外的事。但是现在，我变了，其
他教师也变了，学校里的一草一

木，一人一物，都与我们息息相
关，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人人都会对这个大家庭尽一
份责任。每个人想着学校这个大
家庭，做到爱校如家，荣辱与共，
就能感受到主人翁所拥有的幸福
与快乐。如：文艺辅导员赵老师
的《我的拿手好戏》，通过对学生

“绝活”故事的记录折射出学校注
重“合格+特长”的育人理念；杨老
师的《家访吃了“闭门羹”后》系统
阐述了家校共育的有效途径和方
法；罗老师的《我当选了最差值周
教师》对照学校最美值周教师，找
到了差距，看到了努力的目标和
方向；我分享的《学校环境卫生的
出路在哪里》是针对学校环境卫
生打扫及时彻底但保持不好的问
题，提出的从罚到奖的转变，学校
环境卫生因此大有改观……有了
主人翁意识，教师自然会尽心尽
力干好学校的事情，甚至把学校
的事情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干。

经过三年的坚持，我由最初的
不情愿、被动应付，到如今持久地
自觉记录，每天细细感悟同事的温
馨小故事，用心捕捉每一个精彩的
瞬间，教育故事见证着学校每一位
教师成长的历程。于是，我逐渐爱
上了教育故事，并在教育故事中融
入了自己的独特思考，从事例走向
事理，这不正是一种教师自主成长
的有效途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