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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在儿童节当天给全班62
名学生每人送一张贺卡。十几年前的
奉化农村，想要一口气买到几十张贺
卡并不容易，我跑了几家店，托了几
个店主，终于凑齐了贺卡，又花了几
十个夜晚在台灯下认认真真地写。每
一张贺卡上都写满了我对学生的印
象、未来的期望、彼此之间的故事。我
的先生问我：“你写这些东西又没有
什么报酬，为什么要这么用心？”

我说：“这种不能量化的付出，是
可以收获真心的。”

送出贺卡的一个星期后，我收到
了“真心”。

几个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神神
秘秘地蒙上我的眼睛，又领着我从一
幢教学楼走到另一幢教学楼。等我睁
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整个教室已经布
置成晚会的样子，中间摆了一个大蛋
糕，还有饮料和气球，同学们说要给
我过生日。可我的生日明明在下半
年，他们说到时候已经毕业了，所以
必须提前帮我过。

对于那天的细节，我记得很清
楚，办那场晚会的费用是大家一起凑
的，每个人大概要分摊2-3元钱，对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来说，这还真不是
一笔小钱。

在农村小学教书的时候，我的家
完全是向学生开放的。许多农村孩子
的父母没有时间管孩子，学生的学习
习惯令人很担忧，我就在每天晚饭后
把学生叫到家里来，饭桌一收拾就成
了学生们的书桌，小型的晚自习和学
生互助小组就出现了，去得多了，我
的家对那些学生来说跟自己的家一

般。有些女生写完作业还不肯走，大
家就会一起钻在被窝里聊天，聊开心
了才散。

我喜欢这样的“真心”。
那年6月，我们班要去帮一年级

的学弟学妹们实现微心愿。一想到他
们临近毕业，我心里一酸，于是我说：

“我也有心愿。你们也得满足我一
下！”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教书的
日子to刘善娜”里给自己拟了5个微
心愿，请同学们帮我实现。其中一个
心愿是：毕业季那天，写一封信给我。

我把这个心愿写在了最后，我预
设愿意写信的人肯定很少，期末复习
阶段作业很多，写一封信既麻烦又费
时。

没想到，一周后，我收到了17封
长信。

“细细长长的瓜子脸，厚厚的刘
海，显嫩的丸子头，粉粉的两腮，标标
准准的一个美人坯子，但是我们更喜
欢你的内在，端庄、大方、淑女、倾国
倾城、小鸟依人、眉目清秀。就在去
年，您还当上了特级教师，这是响当
当的名声呀！您的著作《这样的数学
作业有意思》还是热销书。也希望您
继续努力！”

“我们都知道，您是个不折不扣
的吃货，办公室中有许多好吃的，有
时候，来问您一道题，您就会给我一
些吃的，我们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

‘刘老师把我养胖了’。”
“如此有幸，于千万人中相遇刘

老师。”
……
全班同学还特地为我手绘了一张

奖状。奖状上写着：为表扬您对我们含
辛茹苦的指导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特授予您“全能教师”。特发此
证，以资鼓励！有效期永久。

学生们愿意写信的
关键还是因为我们之间
有故事。我相信教育者
首先要与学生建立爱
的链接，再去琢磨教
学技巧，因为教育不
是一件功利的事，不
该由那些量化的“成
果”来评价。我想，爱
与信任关系的建立是
教育的基础，甚至比

一节精彩的课更重要。

本期嘉宾 刘善娜
奉化区岳林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
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名师，是一所学校、一个

区域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他们在教学中的观察、实践

和思考，反映出他们的育人

理念和教育智慧。“名师面对

面·名师悟道”，听名师们讲

他们的教育故事。

家长们遇到“搞不定”的事情
时喜欢来找我，在他们的眼中，我
不只是数学教师，更是半个班主
任。

接手一个班级时，我都会建
立一个数学学科的专属微信群
——某班数学部落。除此之外，我
从2009年开始写教学日志，坚持
至今。一开始，发布在 QQ 空间
里，几年后转移阵地至微信公众
号。

一开始，我的教学日志内容
很杂，有课堂小故事，有班主任工
作，甚至连教室里如何摆放卫生
工具都会记录下来。但很快，我就
收获了第一批粉丝——学生家
长。

家长们会看，还会在下面留
言，他们想要通过这些日志来近
距离触摸孩子的世界。虽然我为
此多花了不少时间，变得很忙，但
家长的配合度非常高，家校合作
到达了一种很好的状态。因为家
长们通过日志知道了我每天在做
什么，他们的孩子每天在做什么。

作为一名教师，总有一些时
候需要外出培训，有时候甚至是
长时间的外出，不得不请其他老
师来代班，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孩
子们的学习还是家长的理解，都
容易出现问题。我的教学日志，在
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有一年，我需要参加省领雁
工程脱产培训2个月，当时我担
任两个班的数学老师，其中一个
班的班主任。外出之前，我选择部
分学习自主性不太强的孩子，一
个个家访，与家长和孩子们面对
面沟通。告诉他们，老师是为了以
后更好地教学生而去学习的，老
师会把每一天的学习心得和体会
写在教学日记里，他们都能看到，
希望同学们也能和老师一样，努
力学习，共同分享。同时，我也通
过教学日志的方式，告诉所有的
家长和学生接下来的安排，约定
一起努力。同时，也告诉他们有别
的老师来教他们，对他们来说也
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如果发现了
其他老师的优点，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起吸收。

那两个月里，我写了6万多

字的日志，记录下每天的学习和
收获，回复孩子和家长的留言。每
到孩子们上电脑课的时候，我会
打开电脑，一个个QQ头像就会
亮起来，我们会打招呼，做简单交
流，孩子们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等。

因为有提前的充分沟通和教
学日志的存在，那两个月不仅没
有出现任何问题，我还觉得孩子
们变得更乖了。

坚持写教学日志，对我的教
学也是一种促进。因为要对自己
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和记录，就
一定会去自觉地改进日常的教
学行为，从备课、上课到作业，相
当于一个闭环式的思考路径。因
为做得好才能写得好，所以在上
课前期要有一定的思考。这种自
发性的记录，不仅改变我日常的
教学思路，它还推动我的自发阅
读。比如一节课，备完之后还要
想：我这样设计对不对？有没有
哪一位老师也是如此思考？这样
的想法，大概有多少老师会认
可？或者说已经有多少类似的成
果？或关于这一点，别人有什么
样的想法？

由于教学日志是在公开平台
上发表的，相当于我过上了半透
明的教学生活。家长和同行透过
教学日志，可以看到我对这个问
题的思考，看到孩子在学校里面
接受怎样的数学教育，经历着怎
样的学习活动。当然，因为我会在
日志里写清楚很多东西，比如探
究性作业的意义，为什么要做探
究性作业，为什么假期里要让同
学们说题等，他们也会更多地理
解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老师
设计这样一个活动对孩子的发展
有多大的助推力。

随着时间的累积，教师的日
常教学能力得到提升，家校合力
也发挥到极致。

从2009年开始系统记录，这
15年来我出版了4本教学日志，
一百万字。其中，《爱上我的课堂
——一个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反
思日志》，成为“2014年度中国影
响力图书推展”上榜的20本教育
类书籍之一。

爱与信任串起一个个美好的故事

真心的故事 日志里的故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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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写给刘善娜的信。

刘善娜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