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中学的“教师战略”
（上接 1 版）

是“我们”而非“我”

作为吴爱姣名师工作室的首期学
员之一， 教师李玥觉得最初的工作简
直就是一种“折磨”。

为了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李
玥不仅要先做题、出试卷，还要对全年
级1000 多名学生的试卷进行前测、后
测及数据统计与分析，最后还要写一篇
关于阅读策略对高中生阅读理解成绩
和阅读理解能力提高关系的论文。但随
着课题的深入，李玥不仅逐渐适应了这
种“折磨”，而且“折磨”出课题成果，这
个“折磨”出来的课题成果让她第一次
拿到了国家级论文奖。 如今的她，即使
没有导师的“折磨”，也会在日常教育教
学实践中寻找“自我折磨”的机会。

与李玥最初 “被折磨” 的感受不
同， 教师徐月香最开始感受到的则是
“郁闷”。

“我是 2014 年 8 月从河南一所中
学调入海南中学工作的 ，
2014 年底进入名师工作室，
接到的第一个课题任务竟
然是关于‘海南历史文化名
人’。 ”徐月香说，当时她很
郁闷，“一个河南教师，连怎
么上好课还没研究好，搞什
么海南文化研究？ ”但既然
接受了任务，她还是通过视
频、文字、图片、实地调查等
方法，了解了海南本土以及
外来的历史文化名人。 “后
来选修课上得效果非常好，
学生们觉得一个河南教师
对海南文化竟然了解得这
么深，对我的认可度瞬间提
高了许多。 那次经历让我对
专业成长有了新的思考，认
识到一个优秀教师，不仅要
有专业的宽度，还要有学养
的深度。 ”

与李玥、徐月香一样，大

部分名师工作室学员在课题研究与项
目运作过程中，在与导师及其他学员的
沟通磨合中，尝到了教科研的“甜头”，
获得了成长，领悟到了价值。

美国教育家托马斯·J·萨乔万尼
曾经说 ，“共同体是由于自然的意愿
而结合的对一套共享的理念和理想
富有义务的个人的集合体。 这种团结
和约束的紧密性足以把每个人从一种
‘我’ 的集合体改造成为一种集体的
‘我们 ’，作为我们 ，共同体成员们是
紧密编制而成的富有意义的关系网
络的一部分”。

从“我”到“我们”，名师工作室正在
将区域和学校的教师区分为一个个共
同体。 这些不同的“共同体”，有基于学
科而产生的学习共同体，有基于兴趣而
产生的生活共同体，还有基于价值认同
而产生的精神成长共同体，甚至有基于
师生共同愿景而产生的命运共同体。这
个“我们”，包含名师工作室的导师与学
员， 包含学校的管理层和教科研组织，
还包含学生……

兰志军坦言， 作为教师成长的新
范式， 名师工作室为海南中学的未来
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 也为海
南中学“教师战略”的实现提供了载体
和平台。海南中学的名师工作室，不能
仅仅停留在学习共同体的层面，应该
走向更高层次的引领和示范 ， 体现
“战略”的高度和影响力。

名师工作室的荣耀不在你原来的
地方，而在于你将来前往的地方。 作
为一位兼具诗人情怀和实干精神的
学校管理者 ， 马向阳谈起学校的未
来 ，信心满满 ：“现在 ，海南中学的名
师工作室是一个学习的共同体，并且
正在向研究的共同体迈进。 未来，还
将成为引领海南省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的学术中心，更好地发挥我们学校
的引领示范作用。 我始终相信，只要
学校将教师置于学校发展的首要位
置， 教师就会将学生置于教育教学工
作的首要位置，教师队伍和学生群体
这两个主体，将共同把学校带向更美
好的未来……”

□通讯员 胡胜林 毕传高

读现代课堂周刊刊载的 《敬畏课
堂用语》一文，让我陷入了沉思，也让
我真正开始思考教师课堂用语的重要
性， 正如文中所说，“教师的课堂教学
用语，决定着课堂的开放度、生成度，
也彰显着教师的修养”。

过去乃至现在的课堂上， 不少教
师仍在继续使用“很好”“真棒”“不错”
“好，坐下”“精彩极了”等同质化评语，
无论谁听得多了，都会造成审美疲劳。
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单调”，我认为不
仅如此，还是教学引导的缺失：评价没
有重点，没有明确方向。我们一直强调
教育教学要因材施教， 这要求教师的
课堂用语也要有针对性。例如，我们可
以改为 “这位同学有哪些优点值得我
们学习呢？ ”“你的声音很好听”“你想
到了我没有想到的”“我和你的想法一
样”“你的回答让我们很享受”等，这样
可以让学生提升自信的同时又能发现
自身的亮点， 进而引导其他学生向他
学习。 学生自信，能够快乐成长，就是
教师对学生负责。

我听过本校一位教师的课， 她对
学生的称呼让我印象很深，“好孩子，
你来回答一下”“孩子， 你能帮他一下
吗？”“好孩子，你看到他的优点了吗？”
“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看”……我想，这
种师生关系要远远高于权力关系，真
正做到了“你和我”的对话关系。 这里
便是用“我”“我们”代替了“老师”“你
们”，从而使教师与学生有了“生命在
场”的交流，使师生对话还原了“你和
我”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学生
的尊重与呵护。

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语文教师
带领学生学习规范的书面语言， 如果
自己的口头语言生动优美活泼， 就能
给学生熏陶，大大提高学习效果。 ”语
文教师要充分利用艺术化语言为学生
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所以本文
作者说 “教师课堂用语在学科专业方
面重在引和导”，其实就是帮助学生学
会思考。

在语文学习中， 学生不应是被动
的、消极的，不应是书本的奴隶、教师
的“应声虫”，而应是一群有个性的、生
动活泼的独立个体。 每个学生都拥有
独特的生命体验， 对文本有着不一样
的理解， 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恰当用
语，尊重和保护学生自己的选择，鼓励
他们创造性理解作品和表达情感。

那么， 教育教学中语文教师具体
应该如何做？ 这篇文章给了很好的解
答，“你自己的观点、思路是什么？ ”“你
和他的观点是否相同？ 他为什么这样
阐述呢”“哪个小组有补充， 有没有发
现问题”等。 这些远远比我的课堂“你
来回答一下”“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谁会这道题”更能体现教学的“引”和
“导”。这种行为遵循了新课改理念，是
每个教师都应具备的教学理念。

正如作者所写的，“当教师都习惯
于这样与学生对话时， 课堂一定是开
放的，一定是民生的，一定是充满精彩
生成的”。 思考方能进步，思考才能让
我们有收获。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亳州市风华中学）

我读《中国教师报》
信箱：jiaoshidubaohui@163.com

语文教师
怎样与学生对话

□程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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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国美丽学校文化建设研
讨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李鸿昭） 日前，由浙
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与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6 全
国美丽学校文化建设研讨会” 在浙江省临
海市大洋小学举行，会议以“空间文化的创
新策划与领导”为主题，来自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全国各地
的中小学校长、教师等近 500 人与会，并分
享了各自学校空间领导理念和实践经验。

学校建筑是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彰
显重要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思想。 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洪源认为， 新的教育
教学理念下的课程与教学活动创新发展，
观念与模式的变革对教育空间提出了全新
要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素认为，
当代中国教育界与设计界在学校空间设计
上存在巨大鸿沟， 亟待搭建两者间的沟通
桥梁， 这既是学校空间建设领域的当务之
急，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016 年全国新教育实验区工作
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冯旭） “守望乡村新
教育”2016 年全国新教育实验区工作会议
日前在湖北随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名代表参观了随县新教育实验区的学校，
并做交流发言。 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出席
会议。

近年来，随县深入推进新教育的“随县
探索与实践”， 一是以校园文化建设融合
“营造书香校园”“缔造完美教室”， 为师生
的精神培植输入养料； 二是以课堂教学改
革融合 “构筑理想课堂”“研发卓越课程”，
助力师生成长；三是以学校德育融合“推行
每月一事”“家校合作共建”活动，为师生幸
福生活打下根基。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取
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首届“登峰杯”全国中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崔斌斌 ） “培养创新
能力要以 ‘疑 ’为轴 ，只有引导学生学会
提问 、善于提问 ，创新才有基础 。 ”日前 ，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中学生创新学习
与实践高峰论坛暨首届 “登峰杯 ”全国中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启动仪式上，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常
务副会长龚春燕说。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联
合举办，活动围绕“培育创新潜质、攀登创
新高峰”的主题，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
养中学生创新能力展开研究，来自全国各
地的 70 多所省市重点高中的学校领导参
加了会议。

上海市嘉定区举行“小先生自主
课堂”研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磊） 近日，由上海
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嘉
定区民办教育协会主办的 “小先生自主课
堂” 研讨活动在上海市嘉定民办行知学校
举行。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吕德雄、上
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副会长陆建飞等出席
活动。

活动中， 与会代表观摩了嘉定行知学
校 3 至 5 年级“小先生自主课堂”。 嘉定行
知学校校长张育介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小先生自主课堂” 就是让学生做小先生，
把课堂和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让学生
用恰当的方式去体验和理解， 主动构建知
识体系、培养能力、生成智慧。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吕德雄认
为， 嘉定行知学校将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
代教育改革紧密结合， 既传承了陶行知教
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又引领了教育改革的
方向。

“远山行动”让乡村教师受惠
本报讯 日前，“远山行动·走进霞浦”

第一届名师志愿者教育公益交流活动在福
建省霞浦县举行，福建省近 700 名教师免费
参与此次交流活动。据组织方福建省教育科
学研究所《教育评论》杂志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活动以“分享名师教育智慧，服务基层教
师发展，促进教育优质均衡”为宗旨，向边远
山区教师提供持续、公益的“免费午餐”。

（孙和保）

无锡市梁溪区：党员服务直通车
首站活动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夏茹） 为深入践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江苏省无锡市
梁溪区在全区教育系统党员中掀起“做合
格党员，当教育先锋”热潮。5 月 7 日，该区
教育党委举办“践行‘两学一做’争当梁溪
教育先锋”党员服务直通车首站活动。 当
天， 来自全区各基层单位的 67 名党员特
级教师、名教师、市区学科带头人，为到场
的近 200 名群众提供专业、细致的教育咨
询 ， 包括家庭教育与学习经验等热点问
题。 不少家长表示，“近距离接触名师，现
场把脉，听取专家意见，感觉很有收获”。

湖北蕲春：

1500名教师不愿进城愿进村
湖北省蕲春县向桥中学生物教师田

琦 33 岁生日这天，当他走进九（1）班教
室的一刹那，全班 56 名学生齐声唱起了
《生日歌》，从未受过如此“礼遇”的田琦
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在这个偏远的乡村
中学， 田琦已经工作了整整 10 个年头，
他说：“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很充实、很
开心。 ”

虽然在湖北工作了 10 年，但田琦的
老家却在山东。 2006 年，毕业于湖北经
济学院计算机专业的他， 报名来到蕲春
县向桥乡资教。 2011 年他将户口转到蕲
春，并在县教育局的牵线搭桥下，在当地
找到了心仪的伴侣。如今，已是向桥中学
政教副校长的田琦说：“我打算把父母接
过来，将资教变成永远的事业。 ”

在蕲春，像田琦这样扎根乡村讲台
的青年教师有 1473 人， 他们活跃在全
县 200 多所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 “正
是这些城里的太阳，点燃了乡村教育的

希望，照亮了农村孩子的未来。 ”蕲春县
教育局局长田辉霞动情地说。 蕲春县青
年教师不恋城市恋乡村的 “扎堆效应”
已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 今年 4 月 24
日，由教育部 、财政部领衔的调研组深
入蕲春县，就特岗教师招聘与工作情况
开展专题调研。

十几年前 ， 蕲春农村教师队伍曾
一度出现危机 ，特别是 2002 年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 “一费制 ”以后 ，不到半年
时间 ，全县教师竟流失 800 多人 ，许多
学校只剩下一个 “留守 ”教师 。 蕲春最
偏远的檀林镇 ， 由于县城教师和分配
的师范生都不愿到穷山沟教书 ， 村小
留下的都是代课教师 ， 而他们也几乎
在税改后都走了。 当时，春季开学已一
个多月 ，还有 ７ 所小学不能正常开课 。
槐树村小学共有 ９ 名教师，一下走了 ８
名 ，只留下一个 “光杆校长 ”楼上楼下
跑着维持秩序。 2003 年 4 月，新华社记

者曾以 “乡村教师为何大量流失 ”为
题 ， 对蕲春教师大量流失导致农村教
育陷入困境的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
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转变从 2004 年开始。当年湖北省启
动“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蕲春县特
事特办，规定凡服务期满、愿意在农村学
校任教的教师，可以直接转为公办教师。
与此同时，县教育局多方筹资，先后在县
詹大悲中学、 孙冲中学等 6 所学校建起
了资教生公寓，实现了“三通”（通水、通
电、通网络），并为所有资教教师购买保
险，补贴交通费，发放考核奖励等，落实
经济待遇。每年的传统节日，县教育局班
子成员都到各校慰问， 帮助资教生解决
实际困难。 12 年来，蕲春县共接收资教
教师 1500 多名，其中先后有 500 人担任
班主任，73 人担任学校中层干部，56 人
被提拔为学校正副校长 。 2004 届资教
生、孙冲中学校长李丽琴还被评为“全国

杰出中小学中青年教师”。
针对山区闭塞的实际情况， 县教育

局每年为乡村教师主办春季相亲会、元
旦联欢会和年终表彰会， 为他们搭建交
流交友平台， 巧妙地解决了资教生的婚
恋之忧。 目前，全县已有 90 多对资教教
师喜结连理， 并在蕲春安家， 确保他们
“进得来、教得好、留得住”，“蕲春经验”
也由此在全省推广。

资教生的出现， 改变了蕲春的教育
现状。与安徽仅一山之隔的詹大悲中学，
10 年间没有一名学生考取县一中。 资教
生进校任教的第二年， 就有 4 名学生考
取县一中。 近 5 年， 该校连续两届夺得
“中考状元”。山里农民奔走相告，到学校
敲锣打鼓，燃鞭放炮。

“他们为乡村孩子撑起了一片亮丽
的蓝天。因为有了他们，寂静的校园响起
了久违的歌声， 山乡课堂开始有了缤纷
色彩，农村教育面貌一新。 ”田辉霞说。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一起来做豆子画
近年来，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山东省青岛市通济实验学校聘请专业教师，在 95 个教学班开设飞

机航模、机器人足球、武术操、手工制作、击剑等 20 余种特色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喜好自主选择学习，在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发展特长。 图为该校教师薛伟（左三）与学生一起制作豆子画。 梁孝鹏/摄

襍图片新闻襊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校现以人才
引进方式面向全国教育系统 （不含铜陵
市）招聘教师。

一、招聘对象
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教师、正高级职

称教师、省特级教师、享受省政府专家津
贴教师、获得省教坛新星称号的教师。

二、招聘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热爱并忠诚于教育事业。
2. 教学专业功底深厚， 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
的身体条件。

3. 具有高中教师资格， 近三年考核
合格以上。

4. 具有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教师 、

正高级职称教师、省特级教师、享受省政
府专家津贴教师为年龄 50 周岁以下，特
别优秀者，年龄可放宽至 52 周岁；获得省
教坛新星称号的教师要求 45 周岁以下。

三、招聘学科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报名邮箱：tlyzedu@126.com
邮寄地址：安徽省铜陵市学院路 601

号 铜陵市第一中学办公室 林梅（收）；
咨 询 电 话 ：0562 -2827262；0562 -

2808369；13965228256
详情请见铜陵一中官网 www.tlyz.net

铜陵市第一中学人才引进公告
安徽省重点中学 安徽省示范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