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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长的话题，已经充斥视听

了，但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来谈点个

人想法。无论是初入职场的新教师，

还是颇有经验的青年教师，都希望自

己能尽快站稳讲台，尽快成为骨干“领

头羊”，甚至希望能够成长为名师，著

书立说。这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

非。但是一名教师的成长是不能速成

的，有些路一定得走，有些坎必须去

迈，有些“浪”必须去冲破。

第一道“坎”：渴求成长，是流连舒

适还是痛苦蝶变。

一名教师从入职到站稳讲台，一般

需要3-5年时间。随着经验的丰富、时

间的推移，无论是学科教学还是班主任

工作，都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有多少教

师，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备课、批作业中

度过了几十年的教育生涯。相对于寻求

改变，这样的节奏是舒适的。

我想到自己初入职做体育教师时

的状态，在偏僻的乡村学校，因为非考

试学科，我这个唯一的科班体育教师

没有丝毫压力。除了一天两节课，有

大把的时间可以消磨。那5年，是一段

令人流连的舒适时光。

舒适容易让人迷失方向、消磨意

志。青年教师有热情有活力，要保持创

造力，就要让自己跳出舒适区，突围改

变。从教 30 年来，我看到不少青年教

师三年师徒期一结束，专业成长就基本

停止不前。除了向题海战术要成绩，教

育教学类书籍很少阅读；除了为评职称

而拼凑赶写的论文之外，更是艰于动

笔。但也有一些青年教师，他们迷恋教

学、迷恋成长，善于把压力化为动力，把

任务作为机遇，全力以赴挑战自我。

而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大脑。

如果我有什么经验需要跟青年教师分

享的话，我认为坚持写教育随笔是最重

要的。为了寻求改变，我从工作第六年

开始改教语文。从研读教参开始，到阅

读教育经典；从语文教学到班主任工

作，我以自己稚涩的文笔坚持写教育随

笔，坚持 10年每天写 1000字随笔。幸

运的是，我感觉到了生命的拔节，对教

育的理解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道“坎”：勤于笔耕，是平面循

环还是螺旋上升。

坚持写教育随笔达到一定程度后，

专业成长往往会进入一个瓶颈期。有

相当一部分教师因为写教育随笔而成

就了自己，出版专著自成一派者大有人

在。但任何写教育随笔的教师，如果始

终停留在一个层次上循环往复，说明前

期储备逐渐掏空，生命营养已然不足，

需要补充养料，提升认知。

于我而言，在出版了教育随笔《孩

子，我看着你长大》之后明显觉得自己

后劲不足。内力不是短期能够练成

的。作为教师，增进内力绝不仅仅是吃

透一本教参，也不能局限于本专业知识

的融通，我们需要横向跨界、拓宽视野、

开阔胸襟。只有挖掘自己的学习力并

保持学习力，我们的教育随笔才能摆脱

平面循环的僵局，进入螺旋上升时期。

我曾利用双休日自费参加了上海

心理咨询课程班培训，在阅读教育书籍

的同时还阅读了企业管理方面的书

籍。在新的单位，我倡议备课组教师一

起写教育随笔，每周一篇千字文，互相

学习，互相促进。经由我的好友——上

海浦东教师发展研究院王丽琴老师的

建议，我们后来还为自己的团队起了一

个诗意的名称“青葵园”。在前期随笔

记录的基础上，2012年“青葵园”团队出

版了第一本作品《遭遇学困生——学困

生的教育和转化技巧》。团队的行走，

让我的专业发展之路走得更踏实，方向

更明晰，底气也更足了。

第三道“坎”：相信时间，是为名所

累还是自我突破。

教育界不乏年纪轻轻就出名的青

年才俊，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

数教师都要经历多年的积累和历练，教

育能力和教学水平是一点点增长的。

近年来，“名师抄袭”事件层出不穷，可

见有江湖就有诱惑。打着“拜师”和“培

训”的幌子，曾风行一时的“拜师出名速

成班”“培训出书速成班”，多少都有点

“超越规律”的欺骗感。

不由想起我们开始做课题的情景，

除了几十万字的案例积累，对于教育理

论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没有理论支撑的

科研，怎么进行下去？为此，在王丽琴老

师的引领下，我们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

教育理论接力共读：每人每周一篇读书

感悟，每天一个人接力，一周一汇总。

成长不是你收获了多少头衔，发

表了多少文章，结识了多少名人，开设

了多少讲座，俘获了多少粉丝。成长

是你在一次又一次拥有之后，还能有

勇气和力量不断打破自己，然后重

塑。于是清零后的你，从废墟中站到

新的原点，突破了自己。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

的三个人，同时来到一个时间点上，他

们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而我这个

后知后觉的过来人，真诚地希望有更

多先知先觉的青年教师能不断跨越坎

坷，超越自己，成长自己，收获幸福而

完整的美丽人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

区星港学校）

“耿老师，你们班启轩出水痘了，

所以你们初三（1）班这次要去隔离了，

你来一次隔离教室吧！”

听完卫生老师在电话里的宣告，

我倒吸一口寒气，脑海里仿佛已经听

到了一阵阵讪笑声，我也隐约听到“班

级成绩好有啥用？你看看……”这样

的话。

隔离教室在南校区，从北校区走

过去不过一路之隔。而我却觉得自己

的脚步如此沉重，这短短的几步路走

得是那么不甘！

我们班在过去3年多时间中，经历

了由后进班到优秀班的华丽转身。初

三一模考很快就要来临，我们的辛苦

就要得到彰显和回报了……可是，疾

病来了，出乎意料。

第二天一早，又有两个学生被医

院确诊传染性手足口病，还有五位学

生因为有感冒发烧症状不能及时来学

校上课。英语老师也得了重感冒，请

了一周的病假。临近初三一模考，该

怎么办？

我看着眼前教室里清一色戴着口

罩、缺“兵”少“将”的“悲壮”场面，感到

十分无奈。一时间，大家上课也无精

打采，提不起精神来。做教师20多年，

有着多年班主任工作经验的我难道束

手无策了吗？

不行，孩子的未来不能被“隔离”。

我立即与一位医生家长打电话联

络，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电

话里，我知道许多学生得了水痘或手

足口病，只要治疗及时，调护适宜，愈

后疗效都不错。这让我的心里有了

底，当晚我们全班利用自修课，在隔离

教室开班会。

先是负责卫生的李老师讲了水

痘、手足口病防治的知识和隔离消毒

要求，接着是我发言。

那天下午，窗外气温骤降。我把

办公桌搬到了教室，顿了顿嗓子给大家

打气：“各位同学都看到了，因为水痘、

手足口病这样的传染病，导致我们每天

进隔离教室都要戴口罩、测体温和看掌

心，大家一定要配合，这是防止传染的

有效办法。大家要相信学校、相信未

来。从今天开始，我全程在这里陪着大

家。大家说说看，对于班级所处的困境

有什么建议。”

班长小顾大声说：“老师，我妈妈

说，要赶紧让没有出水痘的孩子去打

预防针。”

我点点头。

体育委员小钱轻声说：“老师，

这里的教室太小没法做操，也晒不

到太阳！”

“我想过了。”我肯定地说，“第三

节课我们在小操场走路、跑步，一起上

体育课，每天一节。保证我们晒太阳

消毒和锻炼的时间。”

看着几个女生略带忧惧的眼神，

我镇定地说：“只要我们准备充分，不

用害怕恐惧，相信我们这个集体，就一

定会战胜疾病的困扰。今天中午会给

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

当天午饭时，我抱着三个热水瓶

进了教室。大家还没把碗里暖暖的热

汤全部喝下，大杨同学已经站起来抹

抹嘴问：“老师，这个味道酸酸的，不

错，还有吗？”

“知道这个惊喜叫什么吗？”我又

给大杨倒了一碗，“这叫乌梅二豆汤。

我家距离学校近，我来煮，坚持喝 15

天，没有同学发病，我们就能解除隔

离！喝完了吗？来，我们慢跑去！”

阳光又一次拉长我们美好的身

影。初三（1）班的人数从稀疏可数变

得逐渐壮大。

后面几天，除了已经请病假的学

生，没有人请假，情况已经可控了。

我去了一次北校，把自己养的水

培绿萝带到了隔离班讲台上，我常常

在放学前来给它换水、修剪。如果我

不来，也会有细心的女生照顾它。

我 们 搬 出 隔 离 教 室 的 时 候 ，绿

萝 的 枝 叶 已 经 斜 逸 出 很 长 的 一 段

了，我知道：绿萝和我们的班级精神

有一样的犟气和个性，越是遇到困

境越发不屈，一如它绿油油振奋人

心的叶片……

我们能打败班级“疫”情，一模难

道又能拦住我们吗？

初三一模考结束，在欢迎初三（1）

班家长的捷报上，不知谁工工整整地

书写了我们的班级格言：人生经历如

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作者单位系上海民办杨浦实验学校）

刚参加工作时，学校举行青年

教师课堂比赛，因为读过几本庄子

的书，所以我选择了《秋水》一文。

当时只想着如何深入挖掘文本，忽

视了学生的参与，最后课堂失败

了。尽管评课教师评价委婉，但是

心里还是很难受，也意识到教书并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那次失败，就像是一条伤疤长

在了脸上，让人羞愧难当。为了去

掉这条疤痕，我开始推门听课。那

时，每年都有全国语文课堂教学比

赛，每所学校的学习名额有限，一

旦有机会，我便赶紧申请，希望能

够多走出去听听、看看。

走出去。记得第一次去双流

观摩“全国课堂教学大赛”，10多个

参赛选手呈现了 10 多堂风格迥异

的课，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

听了《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

堂课后，教师的朗读、板书设计、文

本解读形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让我产生了模仿的冲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尽量走出

去。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各

种机缘听到了余映潮、魏书生、王栋

生等老师的课。他们的教学开阔了

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思想。在听课

的过程中，我也开始阅读他们对于课

堂分析的作品，研究各种语文流派，

渐渐有点理解语文教学的意义。

读进去。在一次教研中，我偶

然得到一份书单，上面列举的作者

名字大多都没听说过。我当时深受

刺激，觉得作为语文教师很羞愧。

为此，我不再只是读学科类书目，也

沉下心来读一些教育、文化类书目。

把书读进去，是我一个很大的

收获。在读《教育就是解放心灵》

一书时，几乎每一个主题词我都会

先思索一遍。说实话，虽然许多人

当了一辈子教师，却只有极少数人

真 正 思 考 过 自 己 的 身 份 。 围 绕

“善”“恐惧”“美”“能力”“看清事

实”“谦卑”“平庸”“柔弱”“传统”等

话题的思考，让我在很大程度上跳

出了教师身份，得以从一个不同的

角度重新面对真实的教育情境。

做出来。后来，我来到一所新

学校。在第一次教师课堂大赛中，

我决心改变以往的状态，不再借鉴

别人的设计，不再模仿别人的教

学，决心设计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教

案。于是，围绕《赤壁赋》一文，我

阅读了苏轼的传记、诗文等五六本

书，同时也观看了《百家讲坛》《蒋

勋说赤壁》等视频，在此基础上才

开始自己的教学设计。

当教学设计做出来时，我觉得

战胜了自己，心里很自豪。当得知

我获得了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时，

已经不惊讶了，这是听了那么多课

和读了那么多书后应有的收获。

赛后，我受到许多教师的肯

定，他们纷纷鼓励我多研究课题、

多做学生活动策划。于是，我有了

更多机会引导学生阅读。作为语

文教师，我将阅读教学作为语文教

学的有机成分，先后策划了“奉曲

填词”“手绘金庸”“一人一本书”

“整本书阅读”“作家进校园”“朗读

者”“个人与时代摄影展”“为长辈

写传记”等活动。

有年轻教师问我，你怎么能想

到这些活动呢？

其实这不需要特意去想，当你

的思考达到一定程度时，许多事情

就自然而然做出来了。

写下来。通过语文活动助推

语文教学渐渐成了学校的一大特

色，在每次活动后，我都有一些感

想，比如哪里做得好，哪里还需要

改进，再加之常常要与人交流，需

要将活动的目的、流程、意义、成果

逐一进行梳理，我便渐渐发现，写

下来的文字更客观冷静，让我能够

更好地审视那些教学实践。

慢慢地，写反思成为我生活的

重心。在接触到《语文学习》杂志

和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主办的

“整本书阅读论坛”后，我猛然间发

现，其实我们学校进行的“整本书

阅读”已经有许多具体做法，只不

过没有想到这个理念。于是，我将

平时的做法仔细梳理，形成了第一

篇发表的教学论文——《整本书阅

读：改变语文课堂格局》。

作为一名教师，成长的道路不

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

完美教师，但是却可以通过努力让

自己变得美好，让自己在不断学

习、阅读、实践与反思中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

都香城中学）

我教了两届小学高年级，教得风

生水起，所教班级几乎年年都被评为

“优秀班级”。最值得一提的是，所教

的第二届高年级不但成绩优秀，而且

在学校各项活动中名列前茅。这届学

生给我挣足了面子，家长对我的评价

极高，由此各项荣誉也扑面而来。我

成为学校小有名气的年轻教师。

《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

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

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我的职业生

涯，完全验证了这句台词。

送走一届高年级后，我接了一个

一年级新班。我认为凭借前两届的带

班经验，完全可以把这届学生带好。

谁知入学第一天，我就“失败”了。第

一次站队，学生东倒西歪、叽叽喳喳、

打打闹闹，无视我的存在，根本不听指

挥。而其他班则是整整齐齐、鸦雀无

声。鲜明的对比，让我有了挫败感。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鸡飞狗跳。学

生小硕从不在教室上课，不是到教师

办公室玩，就是在校园内四处游荡，甚

至还想逃回家。我每天的任务除了上

课之外，就是在校园内四处寻找在课

堂上消失的小硕。除此之外，还要处

理学生制造的各种麻烦。一天下来，

我的体力近乎透支。晚上回到家后，

还要接听家长的各种投诉电话，我开

始变得焦头烂额。

每个月的班级量化考核，我们班都

是全年级倒数第一。期末考试成绩，也

是全年级倒数。就连学校组织的亲子

运动会，我们居然也是倒数……

从此，我的职业生涯进入了“至暗

时刻”。往日的光鲜亮丽，今日的黯淡

无光，巨大的落差让我对教育产生了

一种厌倦感。一听到学生叽叽喳喳的

声音，我就心烦意乱。面对这群学生，

我有一种无力感和失败感。

看到校内的同龄人一个个成长起

来，我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告诫自己不

能再这样沉沦下去，必须改变目前的

状况。如何改变？我苦苦地思索着，

从管建刚老师的《教师成长的秘密》一

书中找到了答案：一个字——写！两

个字——发表！

每天，学生总会给我制造一点麻

烦，这接连不断的麻烦就是一个又一个

教育“事故”。这些教育“事故”，必须自

己想办法解决。把解决教育“事故”的

过程写下来，就是一篇教育故事。解决

教育“事故”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简单

粗暴地解决，另一种是智慧巧妙地解

决。简单粗暴地解决，不但写不出精彩

的教育故事，而且对学生也有伤害。

为了能写出一个个精彩的教育故

事，面对每一个教育“事故”，我总是绞

尽脑汁地想点子。想不出来，就向身

边的同事请教，买教育类书籍、报刊来

读，甚至从生活中找灵感。不断请教、

阅读、思考，点子越来越多，处理教育

“事故”越来越巧妙，写出来的教育故

事也越来越精彩。学生小林每天总是

招惹其他同学，扰乱集体活动纪律，我

借鉴杀毒软件中的隔离措施，通过让

他“当领队”“做值日班长”等方式，把

他与其他学生“隔离”，进而将其转变

成我的小助手。学生写日记不积极，

我开发出“写作理财”项目，学生每写

完一页，就可获得一定的班币，坚持写

一个月，就能获得双倍收益，这极大调

动了学生写日记的积极性。为了把班

级管理好，我还将经济学的理念用到

了班级管理中……

每天下午，我利用下班后的 30 分

钟，把发生的教育“事故”记录下来。

写的过程，就是把教育“事故”变成教

育故事的过程。这个过程，带给我教

育的成就感，让我品味到了教育的美

好。这短短的 30 分钟，成为我一天中

最美好的时光。

写着写着，一个个糟糕的教育“事

故”变成了精彩的教育故事；写着写着，

我走出了职业生涯中的“至暗时刻”；写

着写着，我拥有了教育的幸福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第五中学小学部）

有些路，一定得走
□ 吴樱花

更行更远还生
——初三一模战“疫”记

□ 耿 荣

走出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 田希城

教师成长“四部曲”
□ 余志勤

“乘风破浪”的老师

在职业生涯中，许多人都曾遭遇过挫折、困难，甚至是大风大浪。一名教师的成长是不能速成的，有些路一定得走，有些坎必须去

迈，有些“浪”必须去冲破。每一次乘风破浪，都是成长。本期4位教师所遇到的“风浪”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披荆斩

棘、迎难而上，不断跨越坎坷，超越自己，成长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