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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２日上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督导评估研究
中心领导莅临天河区调研信息化工作。我应邀在调研会上做了题为
《云中寻梦》的发言，内容如下。

我是龙口西小学的江梅老师，任教语文和综合实践活动课。
生活中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月１６日我写了一首诗，题目为

《走过大海》，很婉转地感怀了自己昔日在 “天河部落”的幸福精神生
活，２０日就接到今天发言的通知。所以，与其说我将向大家汇报自
己基于 “天河部落”的专业成长历程，不如说是用这首诗呈现一幅幅
难忘的画面，分享我和 “天河部落”的故事。

回眸诗歌的小序，我这样写道：听闻我３年前撰写的教学反思获
奖了，打开获奖通知查看，竟还是一等奖的第一名。欣喜之余，脑海
里一片模糊：我彼时写了些什么？今日何以夺魁？

回想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间，我不知疲倦地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教学反
思、日志。这堪称我个人生命中的一个时代、一个奇迹。所以，我以
这样的诗句感慨：那一年／我向生命中的大海走来／海边热闹非凡／我
碰上了赶海……

这首诗里，“海”的隐喻既是人生的某种阶段，又是以 “天河部
落”为代表的教育信息化大潮。广州区域教研博客群——— “天河部
落”，诞生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３日，那一年的２月底，学校通知我们去
“出炉”不久的 “天河部落”注册。记得当年我和大多数老师一样，
很少接触电脑和网络，信息素养低下，所以拖到３月６日才请信息技
术老师帮我注册。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我摸索着发布了第一篇文章。
有一天，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小苏老师看我以蜗牛速度在电脑里写着
我的教学反思，戏称我为 “超级菜鸟”。

开通博客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博客上都只有那寂寥的几篇文
章。当时我的想法是，不好的东西，不要挂出去，免得让人笑话。不
过，期间我常在 “部落名人”的博客里搜寻教学资料，浏览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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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分享博主的教学经验和生活、工作感受。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

１０个月之久。用诗歌的语言来形容，就是：潮涨／潮落／我只会光着
脚丫／追逐着跳跃的浪花……

上海师大的黎加厚教授认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是教师的主
动参与，解决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是促进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

的确，多数教师成长的主体意识，犹如他们个人实践中的隐性知
识，藏在冰山之下。因此，教师自我专业发展意识的火花，需要手段
来点燃。教育博客的诞生和运用，恰好成为唤醒教师主体意识的有利
依托。

回眸本人自我专业发展意识的觉醒，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师傅、
伯乐、梦。

我们继续来读诗：有人自愿当了我的师傅／教我捡贝壳／摸海星／
捉会扎手的大虾……

我在 “天河部落”遇到的师傅，首先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
特级教师、鸢尾花团队的创始人———吴向东老师。他不仅引领我走上
教学科研之路，而且教我在生活中如何做事、为人。

参加吴老师主持的省课题没多久，我发到博客上的一篇教学反思
文章 《一节综合实践研讨课所引发的思考》，掀起了一场网络大辩论
（参与博文回复者十几人，回帖数２１２，文章点击率至今５１８３次）。这
是一次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性质之争，主辩是穆萨斯 （网名，人
称 “部落诗人”）和吴向东老师 （人称 “科学家”），他俩一个持 “儿
童经验论”，一个持 “系统论”，论争焦点在于鸢尾花 （ＩＲＩＳ）式的、
以阅读为引子的课程是不是综合实践活动。基于 “天河部落”的这次
“辩论游戏”，不仅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还迫使我分析判断、据
理力争———不啻接受了一场特别的洗礼。

“天河部落”还让我和天河区教研室原来负责小学语文的两位教
研员 （蔡小白、周卫华）结缘，亦师亦友。众所周知，新课程实践中
的重要理念之一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将个人反思、同伴互
助、专业引领三者有机结合，从而促进自己的专业化成长。“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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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上的群组博客和网络教研较好地帮助了我们实现这三者的有机
结合。特别是在专业引领上，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的差别，不少地方
的教师难得与专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但博客却能够消除地域差距，教
师可以直接到专家的博客上寻求帮助、指导。喜爱提携后进的热情专
家，有时还会主动来传经送宝。我有一篇名为 《由公开课 〈长城〉看
学习目标有效制定的重要性》的课例点评，是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参加完天
河区小学语文第二片 “出类拔萃组”的实地教研活动之后即兴而写
的。因为当时广州市和天河区教研室都非常重视教学目标制定的研
究，试图为一线老师指明有效教学的关键所在。所以，它发布不到半
小时，就被选为参考文章，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热烈的读帖、回
帖式的网络研讨中，蔡小白 （“ｃａｉｘｉａｏｂａｉ”）和周卫华 （“默然”）老
师主动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不同学校、甚至是不同学科的老
师也就研讨主题畅所欲言。群策群力之下，相关默会知识逐渐外显、
汇聚，“教学目标如何有效制定”的总体思路也水到渠成地得以呈现。

至于伯乐，主要指当时我们区教研室的张伟春主任 （“天河部落
酋长”）和科研办容梅主任 （“ｒｏｎｇｍｅｉ”）。

正如容梅主任在我的教育日志 《难忘的一天》中回复的那样，她
和张伟春主任会经常谈论在 “天河部落”上熠熠发光的新星们。有了
云中伯乐的关注，千里马们自然怀揣着希望。我的几十篇博文被盖上
“参考”的红印，这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坚持写作的外在动力。

最后是关于梦。我曾经在 《“天河部落”，圆梦之所》这篇文章中
提到：自从和部落、博客结缘之后，它们的魅力甚至大于山水之游
了。我牵挂着它们，在它们身上找到了寄托。这寄托，或许源于我内
心深处的一个梦。小时候，我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记者。可惜，才疏
学浅加上时运不济，我最终只做了一位小学老师。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十几年的平庸教书生涯转瞬即逝了。迷糊之间，一件令我惊喜的
事发生了。我的记者梦竟然在横空出世的 “天河部落”上得到了 “实
现”：我在它上面建立了博客，成了一位 “草根记者”。虽然是自封的
“记者”，却无碍于我文章的写作和发布…… “天河部落”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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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学时代的梦———写作。但我又要开始 “长跑”了，路的尽头，会
不会有被部落催生的、我至今暂不能明晰的东西在等待着我？我叫它
为 “第二梦”，不知对否？

为了找寻 “第二梦”，如我诗中所写的那样：人群散去／我还像个
小姑娘一样／在醉心的天地里／不知疲倦地玩堆沙。我在 “天河部落”
魔灯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上建设鸢尾花综合课程，利用它们完成我所主
持课题的实验任务，发展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

不知不觉，我仿佛拥抱到了 “第二梦”：２０１２学年被评为广东省
中小学教师工作室主持人，获得 “广州市优秀班主任”称号，所负责
课题的研究成果获广州市第八届教学成果二等奖；２０１３年该成果又
荣获广东省第八届教学成果二等奖；２０１４年五月，专著 《为高级思
维能力而教》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至此，回首当初的 “第二梦”，感觉就像朦胧的专业成长之梦
——— “天河部落”助我圆了此梦。但仔细想想，又未尽其然：专业成
长其实只是个人践行教育理想过程中的一种结果，它永远不能成为我
的目的。教育的梦想，仍旧在远方。生命不息，云中寻梦的脚步也就
不会停止。

这份发言稿，高度概括了我近十年的专业成长历程：苏醒———寻
梦———圆梦。依稀记得，２０１４年，我在全校教师会议上分享了个人
成长故事之后，校长调侃说：“你的 ‘梦’提得比习主席还早啊！”所
以，我以 《杏坛寻梦》为拙著之名，并不是随大流、赶时髦，并不是
跟着别人做梦、做与别人同样的梦。

一切都是真的。我曾做自己的梦，曾寻自己的梦；我们要做自己
的梦，要寻自己的梦。

我，永远在寻梦的路上。

江梅

２０１７年２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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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做科组长
2004 年 8 月 27 日 周五 晴转阴雨

今天，愉快的暑假结束了。这个假期过得比较充实，去桂林旅游一趟回来
后，读了两本专业书籍，在学习上给了女儿一定的辅导，与同事打了八九次牌。
最后，还备完了一个学期的教案———这恐怕要算最大的收获。

回到学校，老师们彼此嘘寒问暖了一番。九点半，全体教师会议开始了。宣
布完工作分工以后，郑蕙校长叫六个科组的老师分组选科组长。我们语文、思品
( 因思品只有两名专职教师，其他的是语文教师兼任，故这两个科组在一起) 被
分配在会议室，共十四人。大家刚一坐定，小 G就说话了: “我提议江梅老师做
我们的科组长。”我甚是诧异。虽然上个学期就有人鼓噪说郑校看中我了，以后
的语文教研组长非我莫属，但我根本没在意这个说法，也不相信会发生换科组长
这种事。最根本的是，我不想做什么教研组长。就在我愕然的表情中，一片赞同
声伴随着十几只手举了起来，还有人竟举了两只手!

我急了，喊了起来: “承蒙各位厚爱! 但我绝不会做这个科组长! 我不喜欢
做组织、协调方面的工作，不想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只想上好我的课就行
了。再说，小 G已经做得很好了。”然而，我激昂的话语很快被七嘴八舌的劝说
声淹没了。这时，L 主任进来登记被选人选，我马上用抗议的语调激动地劝阻
道: “不要写我的名，这是违背我本人意愿的! ”我还向她陈述了一大堆不愿做
的理由，请她转告郑校，L主任听后答应了。不到十分钟，我不放心，还是亲自
去找郑校。郑校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 ( 据她本人称，她对人的心理颇有研究)，
不管我找了什么借口，她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时，有家长来找她，我只好
满脸愁云地离开。回到办公室，有人来 “恭喜”我，被我 “臭骂”了一通。又
有人来劝我: “你推不掉的，因为你是她心目中的人选。”

接下来是烦琐的“大搬家”，我又因座位的事生了一顿气，不禁心想: 怎么
开学第一天就这么倒霉! 不久郑校来到三楼办公室，我再次表达了不想做科组长
的意愿。她把我拉到外面，又是戴高帽，又是攻心战。我平时自恃口才不错，到
了这个份上，唯有默不作声。

晚上回到家，我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做了一番反思: 我反应这么激烈，
到底为了什么? 想想，不外乎这几种原因: 一是不想取代小 G，使她不高兴; 二
是语文科的人际关系紧张，老师思想较复杂，协调、合作工作难做; 三是怕撰写
报告或经常外出影响教学，怕与外界打交道; 四是自身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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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不足以服众，更不懂搞教研活动……总之，怕吃苦、怕工作没有起色被人耻
笑。这倒真是应验了“前怕狼，后怕虎”这句古话。可是，郑校的话语也不无
道理: “人的一生没有多少次能改变自己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尝试让自己抓住这
次机会? 成不成功不要紧，只要自己去努力过……”

看来，机遇与挑战并存，鲜花与陷阱同在。我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唯有接受
了。为了能使自己将来这一段崭新的历程有一个很好的回顾、总结，我决定，从
今天开始，坚持写教师日记。

学生的真情表白
2004 年 9 月 2 日 周四 晴

今天，我上了第一课——— 《师生情》。这篇课文描写了三位女同学代表全班
冒雨去医院探望老师的情景。让学生理解女孩们对老师的一片深情，受到尊敬师
长的教育，是本课的情感目标。

从读图到课文的精读、理解，基本上都是按我预想的情况进行。在最后的感
悟环节，我边说边板书“情”字: “这个 ‘情’字，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有学
生说: “这个‘情’字是说王老师和学生的感情很好。”又有孩子说: “王老师肯
定是对学生很好，同学们才那么喜爱她。”这时，廖梓俊大声说: “江老师对我
们更好啦! ”这个廖梓俊，总是喜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灵机一动: “廖梓俊
说我对你们很好，但是肯定你们都想不起我对你们的好了吧?”没想到，一下子
有十几只小手举起来抢着要说。卢鸿彬的嗓门很大: “有一次我撞到了卢嘉俊，
他摔倒后晕了过去。江老师得到消息后马上去医院看他。”谢煜民回忆道: “刘
鹏告诉我，江老师在他生病的时候打电话问候他。”他的发言马上得到了五六个
声音的附和: “江老师也有打过给我呢。”机灵的刘鹏说: “老师每次声音沙哑
了，嗓子疼，都坚持给我们上课。”廖梓俊又迫不及待地不请自答 ( 他怕别人说
完了，没机会再说) : “我还记得江老师以前过年回来发棒棒糖给我们吃，又用
自己的钱买文具送给我们。”……

孩子们的发言真是既让我吃惊，又让我感动。他们提到的一桩桩往事，基本
都是我作为班主任应该去做的事情，而且是一些芝麻小事，他们却能如数家珍。
我立即投桃报李: “我也总是感到你们懂事，很尊敬和爱戴老师呀! 清晨，你们
热情地向我献上第一声问候; 课后，许多同学抢着为老师整理讲台桌，拿东西;
有的小朋友，像卢梓君、谢煜民啦，经常会送一些新奇的小礼物给老师。”我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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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给孩子们“戴高帽”: “也许受了你们的影响，我觉得你们的家长对老师越来
越尊敬了。”接着，我话锋一转: “俗话说，没有不爱自己学生的老师。我们虽
然对你们要求严格，但都是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那么，为了不让
老师们太操心，你们今后应该怎么做呢?”这一问又引发了学生的一番真情表白:
有的说要认真学习，有的提到要遵守纪律，还有的表示教师节要送小礼物给老
师……

课前，我还担心本课情感目标的达成会被枯燥的说教所代替，却因为我及时
抓住了学生的一句话，并把它转化为课堂教学新的资源，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教育
效果。这是不是体现了以下理念: 课堂教学是动态的、生成的过程，是人与人对
话的过程，更是心与心交流的过程。

校本培训
———关于 《学生成长记事本》的思考

2004 年 9 月 7 日 周二 晴

今天下午第三节课，全校教师集中于会议室进行校本培训。
会上，郑校先讲了学校近期的工作情况及我区本学期工作要点，并对下周工

作作了简要的布置。
将近五点半时，她向全体教师展示了 L老师带领一年级时的一个教育实践成

果———学生成长记事本。之后，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感想。Y 老师首先发言:
“这种方法是很好，但是工作量非常大。L 老师整天中午都是趴在桌子上不停地
干，换了我受不了。”G老师说: “这种记事本适合低年级，可能到了高年级就行
不通了。”郑校对她们的回答显得很不满意: “展示 L 老师的成长记事本，并不
是要你们来效仿，大家应该被 L老师认真、勤恳、苦干的工作态度所触动，否则
的话，就有悖于展示的本意了。再说，她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郑校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是不敢苟同的。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风格难
尽一致。L老师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她用年轻的生命、旺盛的精力把
一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也要去做这件事吗? 或许我们该寻找、开拓另一种方
法，这是一种适合自己、同样利于学生发展的个性方法，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
一面。后来的场面有点落寞，有点冷清。我本来也想讲点意见，但看看时间，再
看看周围不耐烦的脸孔 (冼村小学还从没试过开会开到近六点的，因为许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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