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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鞠躬”
□ 匡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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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当从育师开始，提升教育硕

士培养质量是高等师范院校的重要责

任之一。然而，要想递交一份令人满

意的“答卷”，教育硕士的培养就必须

破解一系列难题。

近年来，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教育硕士导师团队（简称“团队”），直

面传统数学教育硕士培养痛点，深入调

研基础教育改革需求，提出培养“即插

即用”“来即能手”型教育硕士的人才培

养目标，历经 7 年实践，不仅培养出一

批优秀数学教育硕士，还辐射带动了当

地更多数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构建了一

种培养新模式。

传统的教育硕士培养问题症结何

在？随着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生的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双非（非数学专业、

非师范）”生源的比例逐年升高，许多

学生基础不够扎实，与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中小学数学教师的目标要

求有较大距离。

同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也值得反

思。教育硕士原本就是一个应用性极

强、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向，为此

中小学校更看重毕业生的教学实践技

能，尤其是课程实施及研发能力。然而，

目前的教育硕士和其他教育学术类硕士

的培养具有同质化倾向，培养方案“重理

论、轻实践”，课程设置、评价方法没有显

著区别。再加上部分导师以理论研究见

长，实践指导能力有限，自然导致教育硕

士培养效果不佳。

说到底，教育硕士要重构培养目标，

弥补实践能力的缺失。为此，团队聚焦

六大核心能力素养的培育，即“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的职业道德修养，“学科知

识+通识知识+教学理论”的文化素质，

“持续发展+理论更新+信技融合+跨界

学习”的再学习能力与意识，“解读课标+

研读教材+教学设计+课件开发+语言表

达+三笔一画+课堂机智”的教学能力，

“教学学术+专业学术”的科研能力，“迁

移能力+质疑能力+猜想能力+践行能

力”的创新能力等。

重构培养目标仅仅是第一步，如

何将其落地呢？

一般而言，传统的教育硕士课程

体系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

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课程等

内容。团队确定了“夯实基础，提升专

业，加强实践”的改革理念，从课程内

容与结构两方面进行大胆改革。

首先，专门设置补修课程，如数学

分析、高等代数、教育学等教育基础和

专业基础课程，帮助“双非”生源夯实基

础。其次，改革专业必修课程，使课程

内容既能体现学科前沿性与时代要求，

又能反映学科专业、教育行业的核心理

论和成果。最后，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尤其是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课程输

出的创新执行能力。最具创意的一点，

就是增强专业必修课程的实践环节，通

过观摩反思、校本教研、真情境体验等

途径，使研究生形成实践性认知。

在改革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团队更

注重教学模式的创新，在专业必修课程

的教学实践中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

学为中心”，加强研究性教学、项目式教

学，构建了“一生一优课”教学模式。

所谓“一生一优课”，是指以上好

一堂优质课为基本抓手，倒逼教育硕

士进行知识建构和能力输出的培养模

式。其基本特点是实践导向、问题导

向和输出导向。

“一生一优课”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分为八个环节：“启航工程，系列讲

座”——“精选主题，文献查阅”——“教

学设计，课件制作，寻找依据”——“实

践初探，说课磨课”——“深度实践，同

课 异 构 ”——“ 反 思 评 价 ，成 效 分

析”——“反复打磨，形成优课”——“展

示成果，论坛搭台”。经过“一生一优

课”的教学磨炼，教育硕士往往能把知

识转化为能力。

“一生一优课”既关注每一个教育硕

士的专业成长，也真正关注他们的“一

生”，为他们的职后发展提供动力机制。

值得自豪的是，从一线中小学校的

反馈来看，华南师大培养的数学教育硕

士就业率高，行业认可度高，毕业生真

正实现了“即插即用”“来即能手”的目

标要求。

如今，团队已先后在广东、福建、湖

北、湖南、新疆等 200 多所中小学开展

教学指导与实验，引领带动近8万名教

师的专业发展。

（作者单位系华南师范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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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在新发展阶段，要想加快形成新发展

格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以科技创

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作为培养高技术

技能人才主力军的高等职业教育，要

责无旁贷担当起新发展阶段新的历史

使命和责任，不断深化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提质培

优、增值赋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迈入新发展阶段，国家需要一批

职业教育的骨干力量凝聚在一起，带

动我国职业教育走上新台阶。曾照香

名师工作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

而生的，它是以国家“万人计划”教学

名师为引领的国家级名师工作室。曾

照香名师工作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聚焦职业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力“三教改

革”实践行动，坚持以师德师风建设为

根本，以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为核心，以

促进资源共享、协同研修、全员提升为

落脚点，以培养造就一批师德高尚、素

质优良、技艺精湛、创新能力强的高素

质专业化“双师型”教师为重点，以提

高科研服务水平、赋能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

标，致力于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注入新鲜血液。

曾照香名师工作室始终坚守立德

树人初心，聚力深化和强化教师职业

道德建设，净化教学环境，提升育人质

量；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组建信息化教研生态圈，为职业

教育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和资源；开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元”育人，为学

生打造实验实训平台，进而推动产业

智慧化、跨界融合化的有机协同发展；

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搭

建教师成长平台，开展职业教育研究，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教育教学、科

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水平……这一系列

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加快推动我

国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一、深化立德树人实践行动，
强化师德师风

一是完善了师德师风提升培养构

架体系。名师工作室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四个相统一”，推动“三

全育人”，引导教育广大教师要胸怀一

颗红心、坚守一颗初心、涵育一颗匠

心，把师德师风培养作为名师工作室

团队建设的重要任务，将师德培养作

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修订完

善了师德考核标准，实行师德问题一

票否决制。不定期组织参加师德师风

教育和廉洁从教教育培训，引导教师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二是

搭建了“名师大学堂”交流互动共享平

台。联合省内外名师工作室，设立“名

师大学堂”讲座活动，邀请产业导师、

企业技能名师、教育专家、教学名师定

期开展讲座，为师生提供了思维碰撞

和智慧分享的平台，团队教师主动担

任导师，关心爱护学生，参与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是开展师德师风

建设活动。举办国家教学名师报告会

和全国道德模范交流会等活动，名师

现身说法，使团队成员了解名师的成

长历程，引导教师树立爱岗敬业、立德

树人、无私奉献的职业道德观。

二、革故鼎新，助推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

一是创新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搭建了“平台+模块+项目”课程体系，

构建了以课程、课堂、实训、竞赛、成果

孵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强化了优质“颗粒化”教学资源建

设，升级了在线开放课程，开发了活页

式教材和讲义。坚持以教研促教学、

以教改促发展，推进了教学改革与研

究工作。二是利用“互联网+”组建了

多方共赢的信息化教研生态圈。通过

建立名师工作室微信公众号、建设名

师网站、嵌入名师各类精品课程等方

式，展示名师团队教学成果，优质教育

教学资源实现了共享，资源受众面进

一步扩大。积极利用学院专业门类齐

全的优势，强化了专业协同与融合，联

合不同部门教师组建跨界团队，用跨

专业、无边界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在线上也建立了随时沟通、随

时学习、随时分享的生态圈。

三、产教深度融合，服务社会
能力大大提升

一是校企共商共建，提升教科研

能力。名师工作室通过实施现代学徒

制国家试点项目和校企合作一体化示

范专业和院校项目，不断优化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完善教育教学研究立项

和教学成果奖励机制，引导教师积极

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完成省级

教学改革课题 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不断反哺教学过程，提高了人才培

养质量。二是产教深度融合，打造技

术技能平台。聚焦山东省“十强”产业

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联合山东新

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马

制药装备有限公司、德国莱茵科斯特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构建了国家级-

省级-市级-院级四级技术技能创新服

务平台，成立了产业学院，开展学徒制

和订单培养，承担了多项地方、企业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重点行业和支柱产业发展成果显著。

三是以研促训、以训促赛，提升师生技

能竞赛水平。发挥名师工作室成员跨

界协同优势，把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到

提升师生竞赛水平中。每年指导相关

专业承办省级职业技能大赛1项，指导

各专业获得省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奖

项 5 项，省级创新创业大赛奖项 2 项；

同时，为行业企业、学校培训、技能鉴

定 1000 人次以上，充分发挥了名师工

作室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功

能。四是加大国内外合作，提升名师

影响力。引进了德国智能制造人才培

养标准，建设了基于 AHK培训认证体

系的教育教学资源，打造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国际化课程，培养国际化技术

技能人才的软硬条件和能力水平大大

提升。输出职业教育“淄职方案”，积

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走出去”

企业提供技术技能培训。名师工作室

每年推荐教师到行业企业兼职或挂

职，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积极参与

教科研项目审定，定期参加国内外学

术会议交流活动，提升了名师工作室

的社会影响力。

四、校企合力，培育跨界“复
合型”教师团队成效显著

一是建立了跨界复合型教学团

队。校企共建了一支专兼结合、优势

互补、项目实践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

兼具的复合型“双师”教学团队。强化

了名师和企业专家的引领作用，实施

了“青蓝”名师传帮带计划，提升了工

作室全体成员的师德修养、教育教学

质量、教科研能力和技术服务水平。

建设期内培养了省级名师1名，院级青

年技能名师3名，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

师 5 人，山东省科技专家库专家 3 人，

淄博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人才库专家

4人。二是通过深化教科研实践行动，

提升了团队实践能力。安排名师工作

室教师成员定期到合作企业参加顶岗

实践或参与企业研发项目。建立了兼

职教师信息库，企业团队成员不定期

参加教育教学能力培训和信息化技术

培训，所有成员共同参与专业群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标准修订、课程建

设和资源库建设等教学活动，团队的

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三是提升了教师信息化技术应用能

力。每年选派 2-3名教师参加信息化

技术培训，选派 2-3 名教师参加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依托资源

库建设、资源共享课建设、开放课程建

设等载体，在实践历练中提升了教师

数字化资源开发的能力。

曾照香名师工作室依托装备智能

制造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构建了基于

职业工作过程的“平台+模块+项目”课

程体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教育教

学创新、技术技能培训和自我完善，为

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积水成渊，聚沙成塔，小平

台可以汇聚大合力，曾照香名师工作

室彰显了孵育职教“双师型”人才和赋

能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大动力。

小平台彰显孵育职教“双师型”人才大动力
□ 曾照香 王 斌

电影《一轮明月》中，濮存昕饰演

的李叔同在浙江一师的音乐教室里

翘着二郎腿，身着马褂，等待着学生

的到来。叽叽喳喳的学生看到讲台

上的老师，瞬间安静下来。老师缓缓

站 起 来 ，说 了 一 句 ：“ 我 是 李 叔 同

——”深深一鞠躬。“这学期负责你们

的图画课和音乐课，丰子恺，你是这

个班的图画课代表。”而另外一个学

生忍不住发表评论：“天吶，他头一天

来就知道学生的名字……”李叔同又

说一句：“刘质平，你有什么问题？”刘

质平讪讪回答：“没，没有。”所有的学

生都彻底安静了下来，课，正式开始。

很显然，电影是根据丰子恺的文

章《怀李叔同先生》拍摄的：李先生早

已端坐在讲台上……讲桌上放着点

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

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

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

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

早已清楚地写好了本课内所应写的

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

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他站起身

来，深深地鞠一躬……

还有一件事，1912 年 8 月，时任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的经亨颐邀

请李叔同加盟学校，担任图画兼音乐

教师。李叔同却“耍大牌”：教美术要

有画室，画室要全部配上画架、石膏

像；教音乐要每人有电子琴。

这让经亨颐十分为难，且不说这

笔经费难寻，市场上要买到这么多琴

与教具，也绝非易事。他只好到处

“化缘”，勉强凑够一半。5 天后经亨

颐观摩李叔同的课，就有了上面的一

幕。一师的 6年时间，可以说成就了

一个教育家李叔同。

李叔同凭借什么在数年间跻身

教育家行列？当是他的人格教育。

在一师学生中间，流传着一句

话：宁受夏戆（夏丏尊）一顿骂，不受

叔同一鞠躬。李叔同的“鞠躬”，是出

了名的。学生丰子恺在文章里谈到

过李叔同的几次“鞠躬”。

李叔同上音乐课时，发现一个

学生在偷看别的书，他没有立即点

破。下课后，别的学生都出去了，他

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温和地对这

位学生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

书。”说完，微微一鞠躬，学生站在

原地羞愧难当。

又一次，同样是音乐课，学生趁

李叔同不注意，把痰吐在地板上。李

叔同看到却不作声，下课把这位学生

叫住，说：“下次不要把痰吐在地板

上。”说过之后，又是微微一鞠躬。

还有一次，也是下课，最后出去

的一位学生无意中把门一拉，碰

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响声。李

叔同走出门来，满脸和气地

把他叫回去，用很轻而严

肃的声音，温和地说：“下

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上

门。”说完又一鞠躬，然后

把学生送出门，自己轻轻

地把门关上了。

鞠躬是李叔同人格教

育的“撒手锏”之一，貌似

谁 都 能 学 ，但 谁 也 学 不

来。诚如一师舍监夏丏尊

遇学生失窃而请教李叔同

时说的话，只有李叔同能说

敢说，因为他做得出来。他

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

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若三

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

孚，誓一死以殉教育。”

李叔同的人格教育，不是流

于表面的形式，而是他极端自律和对

学生深沉的爱的外化。

就是电影里那一位喊“天吶”而惊

讶老师第一次上课就知道学生名字的

刘质平，后来成了著名的音乐家和教

育家，与丰子恺一样是李叔同最最得

意的弟子，可以说是李叔同成全了他。

1912年冬，刘质平写下平生第一

首歌曲，交给了老师李叔同。向来寡

言少语的老师细阅一遍，若有所思，

并默默注视学生良久。刘质平惶恐

不安，以为老师怪自己急于求成，满

怀羞愧。老师终于开口：今晚8点35

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是夜，风雪

交加，甚于白天。刘质平准时赴约，

走廊上的足迹依旧可见，但教室内却

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响。刘质平于

门外廊前静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

钟，忽然教室灯光亮起，教室门吱呀

一声，出来的正是老师李叔同，手持

怀表，说：相约时间无误。然后告诉

刘质平可以回去啦。

原来，李叔同只是考验学生是否

守信认真，能否吃苦，是否有积极求

学的态度。刘质平通过了他的考

核。自此，李叔同每周在课外指导刘

质平两次，还介绍他到美籍音乐家鲍

乃德夫人处学习钢琴。

李叔同的教育理念是丰子恺记

忆在心的“先器识而后文艺”和“应使

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李叔

同对刘质平也同样如此。刘质平因

病休学，老师去信慰勉：“人生多艰，

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当镇定

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

徒劳脑力，无济于事，适自苦耳。”已

经去往日本留学的刘质平，还收到

老师在信里提及的“宜重卫生”等六

条为人处世原则；弹奏贝多芬钢琴

曲有畏难情绪，担心报考正规音乐

学院落榜而有负老师栽培，老师又来

信说：“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

以为忧！”考上东京音乐学院，又为学

费苦恼，李叔同慷慨解囊，又在书信

里说：“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

之，并非借贷与君……故此款君受

之，将来不必偿还。”（《李叔同致刘质

平书信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李叔同

这里不言自明。在这两条之外，他

律己极严，深存大爱，用自己的伟大

人格修养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教学

技法。百年之后，依旧是难以超越

的榜样。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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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

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开拓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