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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李梅先———一位睿智的小学数学老师。

几年前，我应湖北省仙桃市教科院约请到仙桃讲课。上课之余，认识了

几位数学骨干教师。其中，一个腼腆而智慧的背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

来，我又几次应邀到湖北讲课，每次，李老师总专程赶来听课，并询问我一

些教学问题。我开始走近李老师的背影。于是，我欣喜地看到，这个背影在

与新课程一起不断成长。今天，李老师又给我寄来了厚厚一叠书稿。我有幸

读到这本 《背影》，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日益熟悉的背影的认识。

从教学新兵到知名教师，从教书小匠到拔尖人才，从网盲一族到网研骨

干，从贫于表达到文载诸刊……李老师华丽的转身，成就了这本不同寻常却

耐人寻味的 《背影》。这 《背影》不同于朱自清那洋溢着诚挚父子之情的

《背影》，也不同于李老师几年前发表于 《人民教育》的那饱含着师生之情的

《背影》，这本 《背影》，是李老师献给广大教师的最好礼物。手捧沉甸甸的

《背影》，认认真真地咀嚼，反反复复地品味，透过它，我似乎听到了一段娓

娓道来的关于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学习———实践———反思。

是的，那琴弦上跳跃的 《梁祝》旋律，黑板上遒劲的空灵书法，口头上

轻吟的唐诗宋词，案头上研析的教育著作，笔记上名师的成长历程，网络上

热击的贴 “精”博文……无不映射出李老师孜孜以求的学习背影。作为２１

世纪的教师，应视学习为责任，以学习为快乐，为学习型团队建设而竭尽全

力。试想，如果教师不学习，何以应对不断更新的知识？何以应对充满灵性

的儿童？何以应对深不可测的新课程？我深信，那些懒惰和一时热情而留下

的背影，只能是昙花一现。厚积才能薄发，袖长才能挥舞，李老师日益成长

的背影，足以启示我们———面对新课程、新 《纲要》、新 《课标》、新教材、

新课堂、新方法，惟有坚持不懈地学习，方能满怀信心地迎战。

如果说学习只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基石，那么实践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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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从公开课到比武课，从研讨课到示范课，从常态课到非常态课，从挑战

课到创新课……在李老师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精彩演绎了无数次这样的磨

课历程。每次磨砺，总会看到李老师常新的课堂生活之旅，常绿的课堂生活

之树，渐长的课堂生活之背影。实践新课程，重点在课堂，课堂是赋予生命

活力，提升生命魅力，焕发生命光彩，促进生命成长的特定场所。如果携手

这本 《背影》“走近”课堂，“走进”课堂，课堂一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一

定能体会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智慧人生和职业生活的无尽快乐！

在读 《背影》的日子里，一篇篇深刻而透彻、多样而独特的教育反思，

不时强烈而持久地冲击着我的视线，让我久久不愿、不忍、不能将其释手。

鲜活的教育故事，典型的教育案例，精辟的教育论文，热点的教育课题，新

时代的教育博文，新生活的教育思考，无疑是李老师深厚积淀后赢得的奖

杯，深入实践后获取的提升和得以持续领跑的不竭动力。深入反思才能促进

成长。作为教师，如果能自觉地以自己的教育实践为思考对象，对自己所做

出的行动、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分析和总结，那么你一定能

像李老师一样，经历一次华丽的转身，为自己留下一个智慧而美丽的背影。

感谢李老师！让我有机会分享了一位同行专业成长中的宝贵体验与收

获。借此机会，我也祝愿李老师在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之路上不断耕耘，收获

更多的丰硕成果！

２０１３年６月于苏州

（徐斌：全国著名数学特级教师，苏州市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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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以它独特的方式深深影响着教育的

内核。这是学数学、教数学的我们无法用数据

和图表来刻画的。因为，它是鲜活的，充满质

感；它是深刻的，充满内涵；它是亮丽的，充

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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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课程同成长

一口气写完这篇课改来的心理历程，喝口茶，抬头望窗，夜还不算深，

有些明净，宛如我此时的心情———轻松明快。

几年前，课改的浪潮似乎未等大家做好准备就已汹涌而来，有人说这是

废科举以来教育最大的一次改革，虽先有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还是

搅乱了我 “平静”的生活。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高年段的数学教

学，看到新课程中的老师和学生的巨大变化，课改在我的眼里，成了一朵美

丽的鲜花，其花香诱人扑鼻，忍不住想采摘而陶醉于其中。我想，与课改同

行，一定充满着喜悦和快乐！所以我也加入了课改的队伍，成了课改中的

一员。

困惑与迷茫

这是我走进课改后的一篇教学日记：

当我带着美好的憧憬走进课改时，心里真的是豪情壮志！大有一番对教

学工作重新认识重新开始的感觉！可是，经过一个多月的 “洗礼”，我最直

接的感受就是：困惑！迷茫！

首先是教材。新教材在内容的选择上很好的体现了 “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的理念，图文并茂、形象直观、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充满

了时代气息。与传统课程中学科体系强调的系统与规范，强调的严密的逻辑

顺序和严谨的知识结构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教学中，我遇到了好多

困惑！如一年级上册的数学，我发现不管是课本上的习题还是配套的 《课堂

作业》，题目全是汉字出现，较多的生字学生不认识，语文与数学教材的编

写人员似乎沟通不够，能不能根据一年级学生的认字规律，在刚开始的数学

教材中也用拼音呢？教材能不能更多的使用图表和图像？是不是教材编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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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这样安排的呢？再如，人教版一年级上册中的 《第几》教学，内容涉及

到 “前后左右”，讲这一内容教师必须让学生知道 “前后左右”这几个方位，

而在下册才编有这一内容，这似乎打乱了学生的学习内容，不符合学生以往

的学习规律。

其次是学生。学生刚入学，什么都不懂，有的甚至不知道上课是干什么

的。打了上课铃，有的学生还在外面玩，铃声对他们好像不起任何作用。要

上课了，课堂却总也安静不下来，叽叽喳喳的声音连绵不绝！好不容易 “整

顿”安静开始上课，却又发现有的学生不听讲不看黑板，又得提醒他们。把

这一个的眼睛吸引过来，那一个又看别处去了……一年级学生的学习动手操

作较多，叫他们把学具盒拿出来，这下可好，整个课堂上到处都是叭叭之

声———好多都掉到地上了！你叫他摆小棒，他偏玩小方块，完全自行其是！

开展小组合作呢，更是有趣，合作前说的好好的，他们也似乎都明白怎样去

合作了，可是几个人到一起，全变了，你拿我的东西，我抢你的什么呀，告

状声四起……不得不，又重新开始各就各位，全部老老实实的坐好，全部看

黑板听老师的……回头看看自己的课堂，要张扬５０个孩子的个性，却又不

得不让他们循规蹈矩地聆听老师的 “教诲”，想说爱学生真的不容易啊！

还有作业中的困惑，来自家长的困惑……

走进课改，我曾惊喜，现在却是好多的困惑，让我的心陷入深深的迷茫

之中！觉得新课程如海市蜃楼般遥远，其美丽只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当激昂

与迷茫搅和在一起时，我的心灵在颠覆！课改之行，我走的趔趔趄趄，梦想

与实际成了我心头上最大的矛盾！难道我闻 “课改花”过敏吗？难道我采摘

“课改花”被刺扎吗？难道 “课改花”真的只能远远地观赏吗？我不信！

探索与反思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真正走进课改之中！于是，我给自己布置了以下

“任务”：

再学新课程理念。２０００年我被评为仙桃市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２００２

年参加过湖北省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也曾多次参加过市里的新课程的培

训，但是在实际的新课程教学中，我觉得自己对新课改的理念、对新课改的



００４　　　　

教材等方面理解的还不够深刻，所以我再一次的拿起了 《数学课程标准》、

《教师教学究竟靠什么》、《新教材将会给教师带来些什么》、《新课程理念与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施》、《小学数学参与式教师培训教程》等新课程理念与

课堂教学行动策略丛书，并订阅了与课改紧密联系的 《人民教育》、《小学教

学》、《教师博览》、《小学数学教师》等教学杂志，还认真阅读了有关全国著

名的特级教师吴正宪、徐斌和黄爱华的教育理念和课堂教学艺术的书籍。先

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学习，使我学会了如何改变自己教学方法，反思

自己教学行为，更使我明确了自己在课改中的责任和角色。

构建快乐课堂。“让学生们在自主活动中体验快乐，在探究创造中制造

快乐，在教学相长中分享快乐，在每一个赏识的目光、每一句鼓励的语言中

感受快乐。”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教学宗旨。为此，我也来了个脱胎换骨的

全新尝试。首先我向低年级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请教：一年级学生要注意哪

些问题？怎样组织课堂教学？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活动？喜欢什么样的奖

励？学生喜欢哪些教具学具……因为我一直带高年级，对低年段的学生真的

是一点经验也没有，虽然有一些理论知识了，但我想，这些老师的经验是在

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非常宝贵，是值得自己认真学习的。有了

这些 “准备”之后，我开始动脑筋想一些 “新点子”来吸引学生。课堂上，

我以微笑取代了以往的严肃，以活泼取代了以往的呆板，以鼓励取代了以往

的斥责，以活动取代了以往的说教，以自主取代了以往的专横，以差异取代

了以往的整齐……我和学生约定：我往教室东南角一站，学生马上就安静下

来；我的手拍三下，表示要坐好；我的手举起来，表示游戏时刻到了；听讲

听的好的学生，可以和老师握握手；回答问题好的学生，老师会给他一个拥

抱；作业做的好的学生，全班同学会竖起大拇指表扬他……另外，我还鼓励

学生写 “快乐日记”，日记里呀还可以配上自己画的画；给学生建立了 “快

乐足迹”———成长袋，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份属于他的快乐成长记载；实行了

心灵对话沟通卡———和老师说说心里话的小卡片，这个零距离的小卡片接

触，可以驶进孩子心灵的港湾，倾听孩子的声音……所有的这些 “新点子”，

得到了学生热烈的支持和合作！迅速地拉近了我和学生心灵的距离！从此，

我们的课堂增添了欢乐的色彩！

及时的教学反思。新课程要求 “教师经常对自身的专业现状、教学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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