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永新老师曾说：“人生的路该如何走，离不
开自己的选择。人不能抱怨自己生活不如意，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的，毕业后兜兜转转了 5
年才成为一名教师的我深知必须压缩自己的成长
期。就这样，“耐得寂寞，坚守良知，努力争做学生
喜欢、家长满意、领导放心的老师”，成了我的教育
誓言。

复盘这一年，有欣喜，有酸楚，有反思，亦有收
获。我努力不辜负韶华，让自己奔跑在路上。唯
有耐得寂寞，才能厚积薄发。我们坚信行动的力
量，更清楚只要上路，就一定会遇到庆典。

我跟着新网师语文研课学习，由刚开始的不
知所措到后来的慢慢适应，教学设计从 6000余字
到 12000余字，成绩也从 69分提升到了 89分。我
曾因没有思路而焦头烂额，也曾为刚刚完成一万
余字的教学设计却错过了提交作业的最后时间而
懊恼，但我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有输入才会有输出，我能坚持写随笔 3万余
字，是源自于内心的驱动力——热爱！初入新网
师，我深知自己理论知识欠缺。正当我迷茫时，郝
晓东老师的一段文字让我拨云见雾：“10年前，我
在新网师参加共读，也完全听不懂。但没有当初
的‘听不懂’，就不会有今天的‘懂’。”他总是激励
艰难爬坡的我们：“每当我感到无能无力时，我就
会去看石匠凿石头。也许他已经凿了 100次，但

石头上没有出现裂缝的迹象。然而，在他凿到101
次时，那块石头裂成了两半。我知道这不是最后
那次凿击造成的，而是此前连续凿击的结果。”

该放弃吗？该逃避吗？当然不该！我明白：
成长路上会出现倒退和犹豫，但这绝不是一潭绝
望的死水，终会泛起一丝丝涟漪。我坚信：因为有
榜样的引领，我会将这一外在驱动力转化为内在
驱动力。从“要我写”到“我想写”再到“写好它”，
缺少的只是坚持。

2020年 9月 3日，我幸运地加入二小大家庭。
这是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我遇到了一群有着共
同梦想、共同目标的志同道合者。黑格尔说：“一
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会有希望。”
是的，我要用今天的努力，让明天不留遗憾，我要
在这里努力践行新网师带给我的启迪与收获。

加入二小后，我看到了新教育“每月一事”“完
美教室”等理念在学校的落地生根。在这里，我也
有了新的班级——“海绵班”。朱永新老师说：“完
美教室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着生
命。”课程的目的指向生命，是让每一个生命都得
到最大的张扬和成长。我也试着将曾经一直想做
却没有付诸行动的想法变成现实。

开发生日课程。对孩子而言，“海绵班”每一
次的生日仪式都是一种期盼。生日课程的开发最
初源于课上引导孩子们体会母亲生育的辛苦，让

他们学会感恩。慢慢地，我们将生日课程和语文
学习联系起来。我们串联起三年级课程“名字里
的故事”，融入语文口语交际训练点——如何听和
如何表达，还围绕“生日开心时刻”进行共写。一
个学期，“海绵班”已经为 18名同学举行了生日仪
式。在生日课程的路上，我相信，我们还会收获
更多。

创立《海绵班刊》。新教育提倡共读共写。王
小龙老师说：“我们在网师中经历的一切，要将它
在班级里复刻出来。”我们创立《海绵班刊》，开始
了师生共写。学生写 400字，我写 800字，我们一
起思考，一起在共写中进步。孩子们很喜欢这种
方式，他们的文字也慢慢地走出教室，登上《秦皇
岛晚报》。《海绵班刊》的创刊也让一部分家长行动
起来，加入到家校共育中，和孩子一同成长。

漂流《班级故事绿皮书》。照片和文字可以留
住成长的足迹，记录童年美好的痕迹。“海绵班”漂
流着我们的《班级故事绿皮书》。绿皮书设立的初
衷是让每个孩子都能用文字来记录“海绵班”的喜
怒哀乐，我们的班级故事就在这本绿皮书上编织了
起来。从刚开始的简短几行字到后来的“写绘结
合”，再到最终“耐得寂寞，厚积薄发”的班魂出现，
这些文字见证着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如果我
们将这些文字翻印成书，这将会是真正属于我们

“海绵班”的故事！
坚持每周一信。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效

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
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会
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去。”坚持给家长每周一
信，最初是受郭明晓老师《各就各位准备飞》的启
发，后来看到新教育“学习银河开放日”活动，更让
我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一学期以来，围绕班里
一周情况、学校关注问题以及学校日常表现，我坚
持写了 17封信，共计 3万余字。有 56个家庭的陪
伴和回应，我感受到了家校共育带来的幸福！

朱永新老师说，“一间平庸的教室并不完全源
自一个平庸教师的所为，但一间卓越的教室，一定
源自一个不甘平庸的教师的梦想。”教师若有光，
教室就有光；教师若黯淡，教室就黯淡。决定一间
教室的，不是教室的好坏，而是谁站在教室里。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虽是一朵微
小的苔花，却也要像牡丹那样，全力以赴释放那微
弱的能量，努力绽放生命。我将继续和教室里每
一个生命灵魂在场，穿越课程，擦亮每一个平凡的
日子，我要带着我的孩子们将生命活成奔跑的姿
态，永远在路上。

奔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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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安老师是在2020年秋季的一天。
那天恰逢秋雨，走廊上到处都湿漉漉的，摆满

了五颜六色的雨伞，学生在课间追逐嬉闹，充满快
乐。我不经意间走过二楼的一间教室，只见折叠
伞整齐摆放在窗台，挂伞则成排挂在另一边窗沿，
走廊上没有人打闹。走进教室，几位学生正在安
静地阅读课外书，角落里的图书柜收拾得很干净，
图书摆放整齐，柜顶的绿萝叶片油汪汪的，长势喜
人。询问学生后我得知，图书柜里的书都是学生
自发带来的家里亲戚看过的旧书，以及老师从校
图书室一本本淘出来的，看得出来学生们很喜欢，
也很爱惜。

上课铃响，我结束与学生的交谈。匆忙间，我
看见教室前门走进一位清瘦的女教师。

回到办公室，我与同事都觉得这间教室不一
样。校长告诉我，这个班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发生了很大变化，班主任是这个学期刚调入的，就
是刚才那位走进教室上课的老师。

安老师名叫安丽慧，2008年从师范院校毕业
后，成为一名小学英语教师。安老师之前一直在
县城学校工作，2019年她前往边远乡镇的一所山
村小学支教。2020年，她回到县城周边的一所农
村小学——修建小学任教。

支教的那一年，依偎着山区的夜和静谧的校
园，安老师阅读了《新教育实验——为中国教育探
路》《一间可以长大的教室》《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做最好的班主任》等教育书籍。新的教育理念和
一个个鲜活的教育案例，慢慢解开了安老师心中
一直困扰的疑惑——原来教室可以这样有趣，教
育可以这样美好。

农村小学的硬件设施虽不比城区差，但大批
孩子因为跟随家长进城务工而转学，学生不断外
流。安老师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一个年级只有
一个班，人数也参差不齐。留在村里的家长整日
忙于生计，少有时间陪孩子，孩子最熟悉的玩伴是
手机和电视，家庭教育缺失，习惯培养更谈不上。
老师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开学初，安老师成了五年级 32名学生的
“孩子王”。接手班级后，安老师用了一个星期
和孩子们一起确定“七彩班”的班名，设计班
徽，选定班诗、班歌，拟好班级口号和班级公
约。班级公约中没有常见的“严禁”“禁止”“不
准”等强迫性词语，而是“每天对同学说一句赞
赏的话”“弯腰捡起我能捡的垃圾”“平整的书
角，整洁的抽屉，是我的个人名片”这样人人都
能做到的小事。

安老师为“七彩班”的孩子们建造了一个属于
他们自己的教室。在这间教室里，他们可以敞开
心灵，自由快乐地生长，亲如一家人。

“快乐晨诵”唤醒孩子们的诗意成长。每周两
次，安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晨读时间与诗歌、古诗、
美文共舞，让生命在美好的清晨舒展。孩子们不
仅认识了金子美玲、顾城、拜伦、雪莱等诗人，也在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朋友》等优美诗歌中感受
到热烈的情感，师生共同传递一种愉悦、饱满的
精神。

“快乐阅读”点亮孩子们的智慧人生。没有阅
读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安老师深信这一点。但如
何为乡村孩子打开阅读之门呢？安老师一边思索
着，一边着手建立班级书柜，放上适合他们阅读的
优秀读本。然而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还没有建立起
阅读习惯，很少“光顾”图书柜。

随后的班会课上，安老师没有对学生批评说
教，而是从图书柜里取出《爱的教育》一书，读给学
生们听。书中朴实的语言、日常化的情节、善良的
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篇读完，孩子们高喊
要老师继续往下读，安老师则把书合上，动情地
说：“书就在图书柜里，想知道更多关于安利柯（书
中人物）故事的同学可以自己去阅读，找到答案。
图书柜里的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等着
大家一起去发现。”

课后，同学们一窝蜂地涌到图书柜前，《爱的
教育》早已被手快的同学拿走。安老师又趁热打
铁，安排 2名同学担任班级图书管理员，每天负
责整理图书、记录借阅情况，同时每周请 5名同
学进行读书分享和好书推荐，每月评选一次“七
彩读书郎”。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不知不觉中被调
动了起来。

仅仅开始读还不够，安老师发现许多孩子的
阅读还停留在只看故事情节上，缺少深入思考，书
中的智慧、哲理也难于触及心灵。于是，安老师领
着孩子们共读，每月精读一本，拿出一节课安排阅
读讨论，启发孩子们主动思考。配合共读，安老师
还要求孩子们写暮省日记，记录生活感悟。

不知不觉中学生们变了，任课教师反映“七彩
班”的课更好上了，语文老师更是打趣道“作文写

得更长了”。这样的共读持续了 2年，直到他们毕
业离开校园。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安老师还
和孩子们共读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绿山墙的
安妮》《呼兰河传》《昆虫记》等4本书。

安老师不遗余力地引导学生阅读，自己更是
身体力行坚持每天阅读。两年来，她阅读了《第
56号教室的奇迹》《教育的真谛》《做最好的老师》
等教育类书籍 30多本，以及《草房子》《城南旧事》
《地心游记》等学生读本 40多本。安老师坚信：把
最合适的书推荐给孩子阅读，不仅能激发孩子的
阅读兴趣，还能给孩子成长的力量。

“快乐班会”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安老
师与“七彩班”的孩子约定，每周的班会课就是班
级活动课，不讲课，也不做作业。第一次班会课，
安老师带着孩子们走出校园，走到山脚下的草坪
上，让他们找出自己的 5个优点。孩子们一时面
面相觑，无人开口。在安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慢
慢地学会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优点，山村孩子的
自信得到了珍贵的呵护。

随后的班会课，安老师相继给孩子们开设了
属于“七彩班”的班本课程——新公德教育课程、
蔬菜种植课程、四季诗词课程。在习惯养成中，在
动手劳作中，在欣赏诗句中，安老师悄悄地把孩子
成长需要的精神元素传递给他们。她相信，这些
元素一定会进入孩子的生命，留下让他们受益终
身的东西。

安老师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带着一
群山村孩子从容前行，让他们的生命在“七彩班”
得到滋养生长，像苔花一样自信绽放。今年 6月
30日，“七彩班”的 32名孩子参加小学六年级质
量检测，综合成绩居全县前列。安老师将和“七
彩班”的孩子们一起，继续编织着七彩的幸福
生活。

安老师的山村故事安老师的山村故事
■江西省定南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缪以平

从脚下带风到脸上带笑，从眼里有
光到心中有爱，从教 15年来，我和我的
学生们一路陪伴，一路成长，只因那份
教育情怀，只为那踏上讲台时对这份职
业的承诺，它让我变成这世上最幸福的
人，让我一路追寻绽放的生命。

源于热爱，我选择回到家乡

2007年大学毕业，我选择去陕北
一所县城学校任教。那时年轻，我总
想多一些磨练，多增加一些人生的阅
历。在那里，我埋头学习钻研，积累了
宝贵的教学经验。转眼几年过去了，
我完成了结婚生子的大事，也在工作
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多年来，对
家乡的牵挂萦绕于心，始终挥之不去。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回家。2014年，在
陕北工作了 7年的我，告别了熟悉的环
境和亲爱的同事，毅然回到了我阔别
已久的家乡。

源于情结，我选择重新出发

教书育人是我最初和最终的选
择。回到家乡后，我选择在母校宁强
县天津高级中学继续实现我的教育梦
想，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
的教育事业献上一份绵薄之力。我有
幸加入了天津中学这个充满活力的团
队。在这里，我遇见了给予我支持和
鼓励的学校领导，遇见了给予我关爱
和帮助的无私同事，更遇见了给予我
包容和理解的可爱学生。回归母校工
作后，我主动向校领导申请承担班主
任工作，最大程度地发挥思政课教师
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作用；我积极参加
各级各类赛教活动，不断提升业务水
平；我主动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研究，努
力提高自己的教研能力。2018年 7月，
我和我的同事们有幸跟随着一群教育
改革先行者邂逅了新教育，共同探寻
着教育的诗意和远方。“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重新点亮了我的职业
生命。

源于初心，我选择责任担当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生活变得不同寻常，6月高
考也因此推迟了一个月。面对这突然的变化，我们没有
畏惧，更没有退缩。全体高三师生立下誓言，要用最大的
勇气和更加坚韧的努力来迎接这次大考，打赢这场硬仗。
记得 2020年 4月 26日，距离高考仅有 72天，面对当时文
科生成绩不理想的状况,学校决定重组一个提高班，帮助
文科踩线生圆梦七月。这就意味着要重新抽调出一个班
的老师。班主任由谁来担任呢？校领导为此犯难之时，
我主动请缨，担任这个特殊班级的班主任和政治教学工
作。不服输、迎挑战是我的性格，我坚信事在人为。

72天里，我承担着压力，背负着责任，铭记着嘱托。
教学上，我深入研究考情学情，精心上好每一节课，提高
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充分研究近年高考真题
的基础上，我加强了答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帮助学生在
成绩上有所提升。班务管理上，我耐心地与每位学生沟
通，帮助他们制定高考冲刺的目标。每次月考后，我都会
为他们准备奖品，亲手制作蛋挞、面包、紫菜包饭等小点
心，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课余时间，我们一起探寻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方式，
我带着学生每周一小时美文阅读、组织一次男女混合的
搞笑篮球比赛、观看一部励志电影、用相机记录下他们一
张张青春美丽的模样……72天里，我和学生们一起克服
了种种困难，尽全力做到最好、笑到最后。终于，在 7月的
高考中，这个特殊班级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事实证
明：勇敢，就会成功；勤奋，幸福必来。

源于执着，我收获感动幸福

班主任的工作复杂而琐碎，总有管不完的事和操不
完的心，我却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如果没有当过班主任，
那么他的教学生涯是不完整的。从事班主任工作，会收
获与普通任课教师不一样的感动和幸福。三年又三年，
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打开学生毕业时送给我的明
信片，满满都是回忆和感动。“老师，感谢你三年的教导与
陪伴，感谢你的努力和付出。老师，你既是能专注课堂的
好老师，又是能与我们分享生活的好朋友，老师，我们有
你，真好！”“老师，忘不了你活力四射的样子，忘不了你做
每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好的态度，忘不了你在上网课时的
歌声，忘不了你给我们做的甜点”……每日的课堂、考后
的甜品、网课的歌唱，一幕幕仿佛还是昨天，转眼却已三
年。每每看到他们真挚的情感流露，我总是不自觉地热
泪盈眶，感慨自己所有的艰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什么
是“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我的班主任经历就是最好的
答案。

作为老师，我无疑是幸福的，幸福何来？初心使然。
初心是 15年前投身教育时的满腔热血；初心是心系家乡
教育事业，毅然决然的职业选择；初心是挺身而出、迎难
而上，助天中学子圆梦七月的勇气和担当；初心是一丝不
苟的工作态度，是爱生如子的教育情感。习近平总书记
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
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的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
沐浴在新教育的春风里，更要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
到每一位学生身上，为培育新时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而继续努力。无论暴雨风霜，我早已对岁月承
诺，让自己的生命尽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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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七彩班七彩班””的孩子们在上课的孩子们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