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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

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

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读者手里这本书，凝聚着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实践教育、研

究教育的心血和汗水，是教育智慧的结晶，也是吴杰老师献给同行的一缕春

风，一张笑脸，一片心意，一朵小花。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工作也是短

暂的，但始终勤奋忘我的工作，用激情、用真情付出和用文字去记载自己的

经历、感悟和反思，确实难能可贵。本书一串串鲜活的故事，渗透着人性的

光辉，承载着师生共同发展的经历；一篇篇精美的文章，记录着心灵的对

话，迸溅出师生思想碰撞的火花……教育无小事，事事有学问。从事教育工

作除了有情之外，还得有心，处处留心，事事用心。基础教育不是高谈阔论

的教育，它需要教师俯下身子，张开双臂拥抱孩子，伸出双手携带孩子进

步。正是因为心中有孩子，聚精会神凝视孩子，所以时刻会察觉到孩子们的

笑容和泪水，可以感觉到孩子们心中情感冷暖的变化，可以洞察孩子们的心

灵世界。孩子们的一句稚嫩的发问，一次果敢的表现，都可以成为一个积累

的案例，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来自校园、来自课堂的课题最具生命

力，在观察中思考，在思考中升华，你就会形成自己的教育心得、教育语言

和教育花朵。也只有在教育中绽放了自己的花朵，才能真正享受到教育的甜

蜜。吴杰老师从事教育工作近２０年，怀揣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的信念，

在数学教学、班主任工作、少先队和学校管理工作中，赢得了学生、家长、

同行和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赞誉。追求，是吴杰老师工作的主旋律，虽然她身

处凉山民族地区基层乡镇小学，但始终坚持对教育的探索和思考。在追寻中

一路走来，骨干教师、教学名师、优秀校长等荣誉的背后，尽管有许多的无

奈，但仍然坚守，从不放弃。她和她的同伴们一道，终于将一所落后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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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打造成了四川省校本研训基地学校。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在课堂教学、学

校管理和教学科研工作中的一些教学案例、工作感悟和研究成果，是凉山州

农村小学教师从事教育、坚守教育、追求教育的真实写照和缩影。本书的出

版对于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增强学校管理能力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吴杰老师的成长印证了一个道理：教育的规律源于实践，并且是有生命

的。只要我们善于学习、思考，就能有所发现；只要我们敢于实践、质疑，

就能有所创新。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生存状态。我由衷

地期望有更多的一线老师，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面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

实践，用自己的行动记录身边的教育故事和心灵的足迹，奉献出更多、更

新、更好的教育智慧成果，让教师研究之花绽放并大放异彩！

何良仆

何良仆：西昌学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四川省数

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课程改革联盟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发展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获

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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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爱伴我成长

“为什么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诗人艾

青在战争年代流露出的对家乡、对祖国、对民族的那份难以割舍的爱。再次

看到这句诗的时候，我觉得用它来形容今天的教师职业，可能再贴切不过

了：为什么我总是满怀激情，因为我对教育爱得深沉。

人世间有很多种爱，但凡有了生命的诞生就有了爱的存在：对亲人的

爱、对社会的爱、对生活的爱……

有人说有爱才有家，有家就有幸福。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责任，需要

用一颗包容、宽厚的心去对待学生。但如果我们对家人都做不到理解和包

容，那我们在学校怎么能做到宽以待人呢？所以教师应该具有一种最起码的

品质，那就是对亲人、对家的爱。有了这份爱，我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动

力，可以尽情地享受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温馨，我们才可以做到少一份抱

怨，多一些关爱、理解与宽容，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

如果说对亲人的爱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爱，那对社会的爱应该是一种大

爱，这种爱可以让你更多地感受你和他人、你和社会的关系，可以让你了解

更多的信息和变化，拥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可以让你承载更多的责任和

使命。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为什么有平凡与伟大之分？关注社会，热爱

社会，可能成就了后者。

不同的人对生活的感受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把烦恼和痛苦转化为平

凡的经历和尝试，而有些人可能就此消沉。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生活是平

淡的，怎样去捕捉和感受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喜悦和快乐呢？这就需要我

们从那些繁杂的小事中，或是从四季轮回的变化中去发现、感悟、分享和体

验那种愉悦和幸福，当我们感触到生活的美了，才可能让这种美好的情感浸

润我们的身心，我们对工作才可能乐此不疲。

作为教师还应该拥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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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感把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区分开来，是教师这个职业的本质和属性，这

就是爱的情感———对工作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对事业的挚爱。这种爱是

什么？是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是奉献，是付出，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它是自然流露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外界条件可以造就的，而是我们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内化和积淀而成的，它需要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的漫长过程，它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一种品质、一项特殊的技

能，是情感的展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变迁，回忆我１８年的教师生涯，最终沉淀下

来的还是对工作、对学生、对教育的执着，这份情感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

的实践、体验和感悟的过程。

我的师范生活

１９９２年的夏天，我以优异的中考成绩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虽然怀揣

很多农村孩子都有的梦想———到省城的学校完成四年的专业学习，但因为家

里的一些特殊事情，我的梦最终没有实现，在开学报到的最后一天，无奈的

我带着满身的委屈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凉山州）中等专业师范

学校———冕宁师范学校。报道注册完，正准备整理床铺的时候，我听见女生

院外隐约传来了琴声，顺着声音的方向我一路寻去，原来是１９９０级的一位

男生在弹唱 《山水故乡情》。优美的旋律，浓浓的乡情，那一刻，我整个人

被歌声和琴声深深地吸引住了。从小喜爱唱歌，但又从未近距离感受过音乐

的我欣喜若狂，从来不知道师范专业还包含了这么多的学习内容，我忍不住

激动地问那位男同学：“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可以自弹自唱？”他说：

“只要你好学，一年就可以了。”瞬间，我深感自己是因祸得福，在这里可以

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校园里的琴声把我带进了三年的师范生活，我喜欢上了师范这个专业。

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感慨！

因为对专业的喜爱，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我的付

出也换来了丰硕的回报：从班上的文娱委员到学校学生会文娱部长的担任，

从优秀学生干部到三好学生的评选，从优秀实习生到优秀毕业生的荣誉。在

回忆我成长经历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三年的师范生活给予我的那份信念和

执着。当我再次打开已经发黄的纪念册，１８年前写的一篇 《美丽的校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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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我的视线：

提起冕宁师范，你可能不会忘记荒凉、萧瑟的北山坝，也可能会想起北

山坝的风冰冷无情，然而当你真正置身于校园的时候，当你的中师生活真正

开始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校园浓浓的爱和悠悠的情。

……

校园，虽然它只是我学习的地方，但它却是我成长的起点。虽然这里没

有家乡的梨花白、稻花香，但我更爱这里的柏树青、梧桐壮；虽然这里没有

妈妈的嘱托、奶奶的唠叨，但我更难忘老师深情的教诲和同学间无私的友

情。三年的中师生活，从ｄｏ、ｒｅ、ｍｉ的认识到红、黄、蓝的调配，从一次

次的即兴发言到长篇大论的登台演讲，从跑跳步的练习到组合舞的精心设

计，我深深地领悟到了 “能说会做、能画会写、能唱会跳、能弹会导……”

的内涵。校园的一草一木、画室琴房无不印下我追寻的足迹，洒下我点滴的

汗水，饱含着我的一份真情、一腔挚爱。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们的帮助鼓

励给我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回首往事，魂牵梦萦，闲暇时的欢声笑语、神奇幻想，学习时的酸甜苦

辣、眼泪悲伤，中师的无数趣事都飘洒在校园的青草地上。曾记得一次次站

在琴房门口，聆听那一曲曲醉人的弹唱，更难忘失败后的悲伤和双手捧起荣

誉证书时的喜悦与骄傲。

当我再次漫步在月下的校园，极目四周树身丛影时，我的思绪总是难以

平息。冕师！是您的甘露滋润了我，是您的深情一直抚摸着我，是您内在的

美丽紧紧吸引了我，也是您丰富多彩的中师生活塑造了我，我能给您带来什

么呢？除了留在您怀里的苦苦追求和探索以外，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无知和

贫乏，在这片朦胧之中，我再次自责并暗下决心———我三年后的人生定是无

悔的人生！

在绿树丛林中，我静静地思考着。瞬间我仿佛明白了许多：昨天的没有

全部留住，但未来的一定要奋力争取，在这中师三年的生活中，不仅要依恋

校园的情，更要珍惜这有限的光阴，让青春沐浴在这生命的绿园里，让多彩

的校园生活为人生谱写更多的光辉凯歌，为了回报校园对我的培养，为了明

日的花朵开得更加艳丽，我整理自己的思绪，排除内心的惆怅和迷茫，再次

放飞青春的梦想！

回首我的中师生活，我感谢那时的梦想，让我能带着无限的憧憬，以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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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充满青春活力、阳光快活的心态来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复兴小学。

工作与收获

复兴小学坐落在山清水秀的复兴镇，这里是远近闻名的 “樱桃之乡”，

农产品丰富，交通也很便利，算得上是山区的繁华之地。学校属于乡镇中心

校，有八十多年的办学历史。

刚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被孩子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因为学校已有近十

年的时间没有分配年轻的教师来了。面对一个长得虽然不漂亮但却爱 “臭

美”的年轻女教师的到来，孩子们有些好奇，那算再正常不过了。那时候的

我还有几分自豪，因为我是作为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评选出的唯一一位 “优

秀毕业生”分配到复兴小学的，而我其他的同学都去了边远山区。

没想到，初为人师颇有几分傲气的我遇到了教师生涯中特别尴尬的两件

事情：我承担一年级二班的数学课的教学任务，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与正

常孩子相比智力要差得多。这孩子经常不完成作业，国庆节放假回来，他又

是一道题都没做，我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对他大声地呵斥：“不做作业你

就回去，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没想到我的话音刚落，他背着书包就往外走，

我被他吓着了：他是在反抗我，还是真把我的话听进去了？我不敢多想，赶

紧冲到教室门口不让他走，结果他说： “老师让我走我就走。”教室里静静

的，没有一点声音，孩子们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似乎听见他们在问

我：“吴老师，你刚才不是让他走吗？”这时，我忽然想到平时孩子们不认真

上课被我责骂后，他们依然会说：“老师您好！老师再见！”是他们怕我，还

是对我的宽容和尊重？此刻，我感到自责和羞愧，孩子不完成作业的原因我

很清楚啊，为什么不能对他降低要求呢？他的智力已经有了障碍，难道还要

让他幼小的心灵也受伤害吗？孩子们上课不认真，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错，

我没有把孩子当孩子看，没有关注他们的年龄和心理，没有充分考虑他们面

临的困难。孩子们的童真和宽容感化了我，在反思和愧疚中我学会了站在孩

子的视角思考问题，学会去理解他们表达不完整的内容，学会说他们能听懂

的话，学着去包容孩子们的贪玩和调皮，我的课堂不再威严、焦躁了，孩子

们也逐渐习惯了我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句疑问，整个课堂有了宽松、

愉悦的氛围。

因为听说来了一位年轻的教师上数学课，我们班上一些有关系的孩子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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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其他班去了，这件事是开学一个月后我才知道的，当时我发现我们班的

班主任和另一个班的班主任有一些矛盾，甚至发展到吵架的程度，旁边的教

师才告诉我：“吴杰，你还不知道啊，因为你是新教师，你们班有几个学生

都转班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没有丝毫的责怪，只有尴尬，因为我知道

我没有教学经验，家长不信任我是正常的，但是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的实力。凭着我对工作的热爱，加上对教学的领悟和对孩子们的精心管

理，一年级学年统考，我们班以９１．４的平均分在整个巨龙片区排名第一；

二年级、三年级的期末统考，又以９４．２和９４．６的平均分在片区排名第一。

除了教学成绩突出以外，我们班在学校的各种班级活动和各项比赛中的表现

也都是最出色的。

初为人师的教学工作让我至今难忘，忘不了孩子们第一天看我的那种胆

怯的眼神，忘不了他们第一次站在台上不敢说话的紧张模样，更忘不了他们

第一次跟我学跳舞时的那份僵硬和不协调。那时的我对他们没有过多的责

骂，有的只是理解和面对。那时候的我，虽然对教育没有太多的思考，但在

让孩子们学会知识的同时，我总会尽力去培养他们生活中的习惯和技能，让

他们明白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一句话：书本上有的我会教他们，书本上没

有的我也要想办法让他们知道。

农村孩子习惯很差，手是脏的，衣服是脏的，脸也是脏的，更别说其他

的行为习惯了。我先从个人卫生开始，包括个人学习用品的卫生整洁。每一

节课下课后，我都要求手脏的孩子去洗手，要不然衣服、脸、书、练习册、

作业本全都会变黑的。我还要求每个孩子必须让所有书本的角保持平整，不

能有皱褶，书写一定要工整。以上要求天天督促，孩子们也就慢慢地养成习

惯了，每当批改作业或是考试的时候，见到孩子们整洁的卷面与其他班截然

不同，心里就有一分收获的喜悦。

还记得第一节数学课，我没有讲授新课，而是带领孩子们观察书上的彩

图——— “我们的校园”，然后要求他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用自己的语言说说

“你看到了什么”，书上的内容说完了，我就带着他们观察我们的校园，观察

完了回教室接着说 “你又看到了什么”。每一个同学在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个

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声音要洪亮。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让孩子们习惯在我的面

前大声说话，我要让农村孩子克服不敢说话的胆怯心理。后来在我的教学中

我不仅让孩子们说题意、说思考方法、说过程，还让他们听我说、跟我说，

所有的口算题我从来没有让学生直接写出或是说出答案，而是听我读题，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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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快速说出答案，这样孩子们不仅有了认真听的习惯，还增加了一个间接思

考的过程。后来，稍微简单一点的应用题我都让他们听我读题，然后在练习

本上列出算式，这样不仅循序渐进地培养了他们听的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空

间思考和想象的能力。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的我已经无意识地在低年

级的数学课上培养学生观察、思考、表达和倾听的能力了，这也为２００８年

我申报四川省民族地区微型课题——— “低年级数学教学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培养初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课题于２０１０年获四川省教科所教育科研

成果二等奖。

担任学校辅导员的那六年，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我管理的范围从

班级扩大到学校。接任这项工作的时候，除了学校订阅的那本 《辅导员》杂

志以外，什么资料也没有。究竟是按以前的惯例形式化地开展少先队工作，

还是应该与时俱进地组织少先队活动？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后来我

想，学校让我来承担这项工作不就是要发挥我的特长，把少先队的活动开展

起来吗？于是我厘清了工作思路，从建立健全少先队组织、制定工作和管理

条例开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活动，不到半年的时间学校少先队工作就呈

现了一派生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观摩西昌第四小学的一节主题活动和一

次争章达标活动的时候，我的灵感来了：这些活动农村学校也可以开展啊，

而且还可以做到因地制宜地开展。从那以后，我带着中队辅导员，在学校的

每个中队开展争章达标活动，同时由大队委组织开展百花园艺术活动和手拉

手活动。虽然这些工作起步非常的艰难，但是由于我的执着和学校领导、教

师的配合，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也积累了很多农村学校

少先队工作的经验，先后两次在全县少先队工作培训会上做了经验汇报。最

让我为之骄傲的是，我撰写的少先队工作论文 《怎样在农村学校开展争章达

标活动》，于１９９８年获凉山州少先队工作论文评比一等奖，文章虽然稚嫩，

但足以见证那时候的我对工作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几次进行少先队工作汇报的时候，我都引用了诗人泰戈尔的几句诗：

“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

谦虚地垂着绿荫。”１９９８年，我在一篇工作日记中写下了几句话：我爱教师

这个职业，我更爱辅导员的工作。复兴小学的一草一木我都用心去爱过，更

别说是任何一个孩子———我愿做叶的事业，为孩子们撑起片片绿荫。这应该

是我那段工作经历的真实写照吧。因为少先队工作的成绩，我先后几次被凉

山州团委、州少工委 、州教育局评为 “凉山州优秀辅导员”“凉山州先进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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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

少先队工作的开展，使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有了对工作、对事业的爱，

才有长期的坚持和付出。我感受和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也得到了锻炼和

收获，即使有一天什么也没有了，这段真实的回忆也会让我感到充实和幸

福。

由于家庭的需要，２００３年我从复兴小学调到离我爱人很近的泸沽教办

担任数学教研员工作。泸沽镇是四川省的 “百强镇”，经济比复兴镇更加的

繁荣，交通更便利了。教办离我家很近，不到５分钟就可以走到，这也许是

大多数教师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可以过上 “一张报纸，一杯茶”的生活，但

是喜欢学生、喜欢学校、喜欢充实的我，始终感觉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２００５年经过慎重的考虑，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到泸沽小学去工作。但出乎我

的预料，２００６年３月，组织经过考察后，又把我调回了复兴小学，让我担任

副校长工作。学校离我家有１７公里，说实话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的孩子

只有两岁，我知道这份艰辛会有多么漫长，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只有服从，

别无选择。就这样，我开始了早出晚归，在家与校之间两点一线的奔波。一

晃就是整整７年半的时间，这也是我的教师生涯中一段艰难而幸福的时光，

我付出了汗水，也收获了希望，它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农村学校的教育更需要

爱和付出。

无奈与坚守

如果说十年前我初到复兴小学是带着欣喜和渴望来的，那这次到复兴小

学却是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的。我知道２００６年的复兴小学已经不是

当年的景象，教师工作涣散，教学质量连续下滑，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事实比

这还要糟糕。

上班的第一天，校长告诉我说学校编排了一个舞蹈节目，准备参加县上

的艺术节比赛，让我去把把关。在看完节目之后，我不得不提出一些建议，

因为整个舞蹈过程确实缺少情节和故事性，音乐和动作都过于简单，我还非

常委婉地告诉负责编排的教师，接下来可以在音乐和动作上怎样改进和弥

补。结果预想不到的事来了，没过半个小时，负责编排舞蹈的那位女教师走

进办公室对校长说： “我这段时间很忙，不如把这项工作交给吴校长算了，

再说，这也是她的强项。”说完甩手走了，没过几分钟，分管这项工作的学

７



!"#$%&’()*!"#$% !!

ZH
U

IX
U

N
 D

E R
IZI

S
JIA

O
Y

U
 D

E S
H

IJIA
N

 Y
U

H
A

N
Q

U
H

U
IG

U

校中层教师也进来了，板着脸对校长说：“我太忙了，这个节目就交给吴校

长吧，反正我也是外行。”

我坐在办公桌前目视校长的无奈，那一刻我似乎感触到学校无法发展和

他无法开展工作的一些苦衷。接下来的几天，我才慢慢地发现复兴小学除了

内部的管理出了问题，更可怕的是外部环境给予它过大的压力，感觉有一双

无形的大手紧紧地掐住它的喉咙不让它喘气，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捆住它的手

脚不让它发展。在了解了学校面临的问题之后，我被那些千丝万缕、错综复

杂的关系吓着了，那时的我，似乎从火焰山掉进了冰窟窿，彻底陷入了消

沉。

接下来的我做了什么呢？想办法、找理由向校长请假。那一年，正赶上

冕宁县为庆祝 “七一”要举行大型文艺演出，县林业局和工商局都请我去给

他们编排大合唱，“机会”来了，我终于可以不去学校了。就这样，这一学

期结束了。

新学期又来了，那是２００６年的８月底，我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婆婆那里，

无奈地坐上了去学校的公共汽车， “请买票！”售票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

思，“多少钱？”“五块。”平时我都是开车，那天我实在没有心情，所以就选

择了乘坐公共汽车，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问自己：我每天这样去学校究竟

有何价值？我对得起这来回的十元车费吗？孩子的哭声似乎也在耳边萦绕，

我舍下我的孩子，不顾家人的劝阻，不就是为了去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不

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农村孩子吗？我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畏惧，组织上把我安

排在这里，不就是希望复兴小学能有更好的发展吗？我暂时改变不了学校的

面貌，但我能做学校的业务管理啊，想到这，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来到学

校。

当我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了校长之后，他也非常赞成。我们一边规范和

落实学校的管理制度，一边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一切用制度说话，同时

也积极地向教育主管部门汇报学校的现状和工作难度。记得那一学期，我把

学校所有教师的课都听了一遍，并且进行了意见交流，这一举措也让老师们

感觉到了学校管理的微小变化。

２００６年学校教师课堂现状：

案例一：

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 《妈妈的账单》。整节课语文教师滔滔不绝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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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讲解，学生被动而紧张地接受学习。

这是一篇阅读课文，语文教师在整节课中，没有给学生任何一点阅读的

时间，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带领学生分析文章内容。也没有给学生任

何自主思考、交流和学习的时间，没有一点点新课程的理念和教法，而是教

师问、学生答，教师讲、学生听。授课教师完全不知语文课中阅读的重要

性：初读的感知、细读的理解、精读的感悟。学校语文骨干教师陈旧的灌输

式教学方法，让人叹息。由此可见，当时学校语文教师新课程理念的缺乏和

教学方法的陈旧，也可看出学校语文教研工作的境况。

案例二：

人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 “连减的解决问题”：学校兴趣小组一共有

学生５０人，参加舞蹈小组的有１５人，参加美术小组的有１９人，还剩多少

人？

教师先让学生完整地把题读一遍，然后问全班学生：“总共有多少人？”

学生答 “５０人”，“参加舞蹈的有多少人？”学生又答 “１５人”，“参加美术的

多少人？”学生再齐声答 “１９人”，更出乎预料的是教师直接问：“怎样列算

式？”学生答 “５０－１５－１９”，之后教师自问自答地把整个计算过程和结果写

了出来，这节课的教学工作也就结束了。

整个教学过程在教师一问一答、自问自答的方式中结束了，没有课前的

情景创设和引入，没有学生分析和探究的过程，没有对低年级学生思维能力

的培养，没有对学生情感的关注和各种习惯的培养，更没有学生自主学习、

交流活动的环节。

我是怀着非常遗憾和难过的心情听完这节课的。遗憾的是新课程改革已

经推行很久，复兴小学的部分教师还在继续扮演教书匠的角色，完全不知道

该教给孩子们什么，课堂教学中的 “三维目标” “四基” “四能”体现在哪

儿？难过的是这些孩子的不幸，因为遇到了这样的教师。由此也足以看出提

高复兴小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对全校教师的整个教学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我发现复兴小学教

师工作涣散，教风不严，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学方法非常滞后，在全国

上下推行新课程改革的普及阶段，复兴小学的教师好像生活在 “世外桃

源”———一切照旧。２００７年８月，组织上也意识到了学校的发展问题，对

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一位新的校长来了，学校也随之被确立为县直属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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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新来的王校长是一个懂管理、知人善用的业务型校长。从他上任的第一

天，学校教师会的氛围就有了改变，以前在会上大呼小叫的情景没有了。这

时的我真有 “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整个人的精气神又回来了，该是做

点事的时候了。

职业与事业

王校长对学校班子成员的分工进行了调整，我分管教育科研工作和德育

工作。当时复兴小学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教学科研形同

虚设的状况。我首先要做的是开展教师的师德师风的学习，严格规范教师教

学行为，转变教育观念。其次是制度的修订，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完善

的科研制度，才能更好地管理和考核教师的教研行为。让教师参与的所有科

研活动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同时把教育科研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年度考

核，力求通过制度管理和考核激励的办法促使教师参与教育科研活动。再次

就是落实每一项工作的开展和监管，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我做起，逐步

规范老师们参与教研活动的行为，转变他们对教育科研工作的认识，指导他

们通过实践活动来感悟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因为教师们在过去的几年里

已经形成了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照本宣科、自由散漫的工作状态，所以给

科研活动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省内的各级培训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时机，从理论和思想意识

上对学校教师进行熏陶。每次派去学习的都是学校内稍微优秀一点的教师，

学校要求每一位外出培训的教师必须把培训内容与我校当前的实情相结合，

就培训的内容进行理解、消化后，以讲解、汇报的形式对全校教师进行二次

培训。

第一次在会上进行汇报的是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她像读日记一样把每天

培训的内容以标题的形式念了一遍就结束了，当时我非常无奈，但我知道她

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已经养成不愿动脑筋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委婉地说了她

几句，没想到她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说：“我汇报不来，谁让你们派我去学

习的。”这就是当时学校校本教研工作难以开展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在制

度和要求的面前，我坚持原则，我也深深地明白，如果这样的局势不扭转，

今后的工作将陷入尴尬的局面。当着所有教师的面，我没有与她争执，而是

严肃地告诉她：“首先，学校派你参加培训不仅因为你是学校年轻的骨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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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因为你平时工作认真，有教学经验，悟性也好，而且培训汇报这项工

作不是教师个人的行为，而是学校教学科研制度的规定，我们必须按制度办

事。其次，我也理解你的苦衷，不是抵触制度，可能是准备不够充分，希望

你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发挥学校骨干教师的优势，认真整理培训内容，进

行书面汇报。”会后，这位教师改变了之前的工作态度，对培训期间的学习

内容进行了认真整理、归纳和总结，写出了很好的培训心得体会。经过一段

时间的适应，在后来的校本培训工作中，老师们都知道该怎么样进行汇报培

训了，那位女教师也在后来的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近几年的教学都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

为了实现学校 “成人成才”的办学理念和 “创农村一流示范学校”的办

学目标，我认为必须先关注全校师生良好习惯和文明素养的培养，因为学校

老师们没有主动学习、课后反思、撰写教学论文和教育叙事的习惯，而农村

孩子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在行为习惯和素养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做

了深入的调查后，２００７年底，我负责申报了凉山州普教科研资助金项目课

题 “提高农村小学生文明素养研究”，这个课题主要以教师课堂教学、班级

主题活动、学校升旗仪式、班级管理为主要研究渠道，从行为习惯、学习习

惯、思想意识、道德素养等方面对全校师生起到了约束、由外而内转化和提

高的作用，同时也迫使老师们去经历实践、反思 、总结、提炼这么一个研

究过程。此课题的研究转变了教师们的科研意识，培养了他们参与实践研究

的能力。经过三年的实践研究，该课题的成果受到了县教育局的关注，在全

县内进行了推广和运用。学校教师撰写的大量优秀论文和教学案例也受到了

凉山州教育科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教科所）的关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专门为我

校出版了 《爱心托起明天的太阳》一书，共收集教师文章８０多篇。此课题

于２０１２年获四川省教科所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于２０１３年获冕宁县政府科

技进步成果二等奖，是全县教育类唯一获二等奖的科研成果。

就在当时，学校没有一位教师愿意承担学校的公开课、研讨课，没办法

的我只有亲自点兵，先从我自己开始，从年轻教师开始，然后再组织有教学

经验的老教师参与，在每学期安排不同内容的公开课和示范课，语文、数学

教师分别参与听课并进行点评和研讨。最初，就是一个简单的点评环节居然

都没有一位教师愿意发言，即使点名让某位老师发言，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

几句好话应付了事，从来不谈实质性的问题，当时的我明白这样的状况必须

改变，不然 “教学研讨”就是一句空话。于是，我只好把 “评课”这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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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入科研考核，就每位教师发言的次数和点评的效果进行记录，年终参与

绩效考核。这样从硬性的要求开始，时间长了老师们便养成了大胆点评、激

烈讨论的习惯。这项工作的开展也从教学行为方面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初，我负责组织申报了凉山州教育小专题——— “通过教师观课、评

课和议课促进教师教学能力”，该课题于２０１１年获得了凉山州教育局教育科

研成果一等奖。

由于学校地处山区，教育发展迟缓，复兴小学在２００６年之前没有教师

参加过任何一级的赛课。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略有成效的时候，２００８年４
月，县上把凉山州语文教师优质课赛课的机会给了学校青年语文教师周应凤

老师。这对于复兴小学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但是由于学校语文教

师没有人可以更好地对周老师进行指导，我当时对此工作也没有更好的工作

经验，最后周应凤老师只取得了一个二等奖的成绩。

这次事情后，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反思，我觉得一定要在教育理念、

教学设计和方法选择方面加强学习，只有学校的骨干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

了，才能对学校教师做到更好的示范引领。所以作为数学教师的我努力地学

习新课程理念和教法，大量地听老师们的课，不论语文、数学或是科学、品

德，什么课我都听，都参与教学设计。我与老师们一起探讨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教学方法和教学情境的创设，先后几次在校内开展 “复兴小学新课

程教学研讨会”，邀请县上的教学专家做点评，聘请县内的知名教师与我校

教师同台上课，力求通过各种活动提高我校教师教学研讨的意识，也让他们

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从２００８年真正拉开了复兴小学青年教师参加县、

州级赛课的序幕，五年的时间，我先后指导了１４名教师参加冕宁县、凉山

州青年教师课堂展评活动，取得１０个一等奖、４个二等奖。

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那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０月

１２日的晚上１０：３０，由于我申报的四川省微型课题取得了立项，省教科所要

召开课题负责人会议，所以当晚我爱人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当时我的孩子已

经睡着了，平时这孩子都是一觉就睡到天亮的，也不知那天是怎么了，我们

刚出门孩子就醒了，当我爱人开车回来的时候，顺着灯光远远地就看见我家

楼下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孩子———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从７米高的三楼上摔

下来了，当时孩子已经昏迷。

其实那天离家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还看了我们家的窗户是

否关好，心里还庆幸有防盗栏，但我没想到的是孩子就是从防盗栏处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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