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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给我安排的师傅姓田，但田老

师民办教师出身，不好意思让我听课。同
学的师傅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丁老师，我
十分羡慕。丁老师说她的课随时可以去
听，我厚着脸皮蹭了不少课，慢慢学到了
课堂教学的不少窍门。

学校每举行听课磨课活动，我必定
到场。每一个上课的老师都是我的师傅，
每一位评课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如海
绵一样吸收着他们的精华，感受着初为
人师的喜悦。怎么样的课是好课呢？我不
是很清楚。学校教导处订了一份杂志《小
学语文教师》，我经常借来细细阅读。

教学第一周，学校领导来听课。我上
的是拼音课“b、p”。上完课，大家给予了
热情的表扬和鼓励，也指出了不少的问
题。其中最大的错误是，居然把拼音卡片
倒着拿了而不自知。

不久，教学生涯的当头一棒来了！期
中考试成绩下来了。我带的两个班语文
成绩惨不忍睹，平均分都只有80多分。我
既难过又沮丧，独自在办公室里掉泪。当
时的校长沈烈炯老师，特地到办公室找
我谈心。他肯定了我的优点，帮我分析了
农村孩子的特点，鼓励我这样的教学方
向没错，假以时日，学生成绩一定不会

差。他的话就像熨斗一下，熨平了我皱巴
巴的心。

于是，我继续努力地教。期末总结时，
沈校长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我带的两个班
的成绩居然超过了镇上所有的一年级。听
到表扬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暖暖的，一种
叫教学自信的东西开始生根发芽了。

从此，我明白适时的鼓励对一个新
教师是多么重要，呵护新教师的教学自
信，比教学本身更重要。以后我也努力寻
找年轻老师的闪光点，帮助他们建立教
学自信。

1998 年 8 月 24 日，

我18周岁，踏上教师之

路。

酷暑难耐，我骑着

自行车，耳边是母亲朴

素的叮咛：做个好老师。

路不好骑，一会儿石子

路，一会儿羊肠小道，骑

了近一个小时，我终于

找到了我的学校——庵

东镇西二小学。尴尬的

是，上班第一天，我就中

暑了，上吐下泻。好在学

校同事质朴而又温暖，

治愈了我所有的郁闷和

不安。

因为路远，只能住

校。我的宿舍其实是个

图书室，前半间放图书，

后半间就是我的宿舍

了。夜深人静，偌大的校

园黑漆漆的，经常只有

我一个人。渐渐地，我习

惯了恬静的校园生活。

晚上，我在办公室里静

静地备课，偶尔到教室

里演练；白天，我和学生

一起度过，担任 100 多

个一年级孩子的语文老

师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

任。回想起来，这份纯

粹、宁静的工作，是多么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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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名师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很惶恐。我总觉得名师的头衔给人特别大的压力。我既怕自己沉沦在名师的光环里
找不着北，又怕自己不够优秀担不起名师的称号。我把这样的惶恐化为动力，继续追逐教育梦：跟着师傅做课题，向身
边优秀的骨干、名师学习，一路成长一路歌。

我是个爱折腾爱思考的老师。
学习卖油翁的熟能生巧时，我拜托

母亲帮我找一个葫芦，只为了给学生演
示。上《燕子》一课，我的画画水平不怎么
样，可是我想让学生感悟燕子的外形，于
是，我提前一天用铅笔在黑板上打好底，
第二天课堂上，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燕子
呼之欲出。上《田忌赛马》时，我让学生准
备纸马，在课堂上不断演练，学生学得兴
趣盎然……

调到镇小后不久，我的教学理念受
到了冲击。

之前，我设计的教学基本上是线型
的，由教师主导，学生亦步亦趋地跟着。

有一次听课，我听到学校的骨干老师在
议论课堂不够以生为本，我却不能产生
共鸣。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怎么样的课堂
是以生为本呢？后来同事上了一堂典型
的以生为本的课堂，课堂抓住一个主问
题，引领学生层层深入，不断细化，最终
回归主问题。课堂很干净，学生的思考有
深度。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两种设计
殊途同归，为什么大家更认同第二种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琢磨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看着树上的枝丫，似乎有
点想明白了：教无定法。教学犹如爬树，
可以有多种路径。但无论是哪种设计，不
能让学生只见到一根枝丫。有时，我们需

要让学生看到整棵树，再引领学生一个
枝丫一个枝丫地欣赏；有时，我们只把学
生带到树的主干下，让学生循着树生长
的姿态去探索，去前进。生本，就是给学
生思考的空间。生本，就是学生始终有自
己的思考主线。我不知道这种想法经不
经得起推敲，但我用这种想法去磨课时，
课堂果然灵动了很多。

之后，我还是不断地遇到问题，有的
是自己课堂上的困惑，有的是带徒弟磨
课时引发的争议，有的是遇到难管理的
学生产生的无助，我总有种追根溯源、锲
而不舍的傻气，这种傻气确实帮我解决
了不少问题。

初到学校，表面上看，我没有分到一个
很给力的师傅，其实我收获了一群师傅。

学校每周都会举行公开课活动，沈
校长要求大家要有独立的思想，既要看
到课堂的闪光点，也要用批判的眼光来
听课，更要说说解决的办法。于是，每一
次听课，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形成
了和谐而富有成长力的教研氛围。我收
获了教师最重要的独立思考的品质。

有一次，学校派我去外校听课评课。
我用沈校长教的那一套评课，引起了轰
动：有人认为这小姑娘评课有板有眼，有
一手；有人觉得我言辞犀利，风头太盛。
这时，我才知道这样的评课方式也是需
要土壤的。一个老师，能在“真评课”的氛
围中成长，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怎么样做一个好班主任呢？我教二
年级时，许文英老师和我搭班。她不大声
斥责学生，很少罚站，话不多，学生不怕

她，但敬她，学生肉眼可见地变得懂事起
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方法。我带着敬重之
情观察着，模仿着，悟到了许多做班主任
的窍门。

不久，我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
方蓉飞老师。

那一次，校长请了慈溪市的教研员
来听课，其中一个是方老师。评完课，我
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拥有
一个真正的师傅。鬼使神差地，我给方老
师写了信。工作第5年，我有幸代表庵东
镇参加慈溪市的教坛新秀评比，评比是
全封闭的，我抽到的课题是《大象博士请
助手》，没有任何外援，居然获得了三等
奖。当时慈溪市教坛新秀的名额只有6
个，对一个偏远农村学校的老师来说，这
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或许是学校早先的
推荐，或许是我那封冒失的书信，或许是
那两堂有点情怀的课，我这个来自农村

的小老师真的成了方老师的徒弟。她开
始带我参加市级活动，我也跟着团队，慢
慢浸润在教研中。

我的第一堂市级公开课《玲玲的
画》就是方老师手把手教的。我拿着教
案请教方老师，方老师一句一句帮我理
下来，她没有让我另起炉灶，而是顺着
我的思路在关键处“画龙点睛”，设计就
顺畅了。课上完后，我收获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感。我尝到了好课的滋味。那样的
课真实、扎实，富有情趣，师生积极参与，
互动自然，是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我明
白了教学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要用儿童
能听懂的语言潜移默化地进行，这就是

“大道至简”。我明白了磨课的最高境界
是顺教而导。

磨课、教研、参与课题、在各类活动
中拓宽视野，有了师傅的引领，我的成长
之路进入了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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