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见一棵树，看见黄昏和日出。生命
中有个你，总在我身边守护……”每当这首熟
悉的歌在耳畔响起，我眼前总会浮现那些幸
福的画面，这是《有你就幸福》的歌词，是我们
的班歌。

我们班叫“智慧树班”。2020年 9月，我从
前任班主任手中接过它时，它已经 3岁了。“智
慧树”有枝有干，还有 54片生机勃勃的叶。

解读班名，确定班歌

2020年秋天，我和 54个孩子初次“邂逅”。
我们从“智慧树”这个班名聊起。

“作为‘智慧树班’的小主人，谁能告诉吴老
师，它有什么含义？代表着什么？”

“以前，王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像小树一样茁
壮成长。”……

“我们班是‘智慧树班’，如果班级是一棵大
树，那你们觉得我们这群生活在班级里的人又是
什么呢？”

“一棵棵小树？”“树上的小鸟。”“树上的叶
子。”……

“是呀，吴老师也觉得你们像树上的片片绿
叶。对‘智慧树’来说，每一片叶子都至关重要，
所以你们都是与众不同、不可或缺的！也正是因
为有了你们，‘智慧树’才显得如此郁郁葱葱。”

就这样，我们把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班
名，进行了自由地解读，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
我们依附于大树，大树因我们而茂盛！想想，
这不正是对自豪感、使命感、集体荣誉感最好
的诠释吗。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亲切地称
这群孩子——树的叶，并把班级微信群名改成

“树的叶”。
后来，当我无意中听到“我看见一棵树，看

见黄昏和日出……”这首歌时（《有你就幸福》），
我立刻想到了我们的“智慧树班”，并迫不及待
地把它唱给孩子们听，他们个个都兴奋地连声
说：“这就是写我们的歌。”于是，我们选定了这
首歌作为班歌。

书香，让教室有高度

新教育以“营造书香校园”为十大行动之
首，这也启发了我：如何让“智慧树”班也飘逸
书香？

当我发现“智慧树班”有一群爱阅读的身影
时，便把他们拍照记录下来，放在班级群里供孩
子们欣赏、学习，并热情表扬他们，一次次表扬
就像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悄悄地在孩子们心
里生根发芽。

借着榜样的力量，我又在班级开展静享“午
读时光”的活动，让他们带一本最喜欢的课外书
每天中午到校后阅读。一开始，他们带来的书

五花八门。后来，我尝试每天中午读《小布头奇
遇记》给孩子们听。当小布头的故事激起了他
们的兴趣后，我又适时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
从那时开始，因为想知道故事的发展，读书不知
不觉就成了孩子们迫不及待的事。打那以后，
我们相约午读时轻轻进教室坐下，悄悄找出书
翻开；课间时，寻找图书角最美的身影；写日记
时，用上日常阅读积累……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作为语文教师，
我适时挖掘资源，教给他们阅读方法。课内阅
读，以单元主题为线索，比如讲到写母爱的主
题时，我就补充与课文相关联的文本，让他们
阅读写法不同、结构各异的文章；课外阅读，以

“快乐书吧”为切入点，与他们共读共写共赏共
演，达到课内与课外的有效联接，从而拓宽他
们的眼界。

书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也悄
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习惯。读《小布头
奇遇记》，我们一起感受主人公的勇敢和坚强，
我们还用笔记录并续写，让小布头的故事更精
彩；读《神话故事》，感知丰富的想象力；读《成语
故事》，感悟做人的真谛；读曹文轩系列作品，品
味成长的酸甜苦辣……

为了激励孩子们，我还在班里开展了“好
书，老师赠”活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激发了他
们内心的阅读欲望。

新教育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粒
神奇的种子，童年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
阅读能够唤醒这种潜在的美好与神奇。我也
坚信：书香，会让“智慧树”开出漂亮的花、结
出丰硕的果；也会让“智慧树班”有一个新的
高度。

共育，让教室有温度

接班之初，我首先对班里部分孩子开展了
家访，让家长从思想上认识到他们也是教育
的直接参与者。家访中，我挖掘了一些可以
为班级所用的“技术人才”。比如心灵手巧的
王瑜妈妈、热心肠的昱含爸爸、教育高手智凯
妈妈……其次通过创建家委会，让一些热心的
家长直接参与家校共育。后来，一系列有温
度的班级亲子活动随之诞生。

我依托学校的“家校共育”记录本，让家
长们互相交流。本子里记录着他们的收获、
也诉说着他们在育儿路上的困惑。每读一
篇，都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也是智慧与智慧
的碰撞。

“一间教室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取决于教
室桌椅之外的空白处流动着什么。”来自学校和
家庭的爱正如一束束光，让教室有了温度。相
信我们的爱定会让这片片绿叶，沐光前行；也定
会让这棵“智慧树”枝繁叶茂。

班歌是班级的一张“名片”，是一
个班级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新教
育倡导的缔造“完美教室”必不可少
的元素。那么，在缔造完美教室行动
中，如何创作班歌、唱响班歌，将有灵
魂、有力量的音乐注入教室，植入孩
子心灵，从而形成积极向上，求真尚
美的“教育场”呢？

班歌的意义

增强信心，催人奋进。在一个集
体中，由于个体间或班级间的差距，
难免会导致一些孩子缺乏自信，或者
整个班级士气低落。如果不及时引
导就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学习和身心
健康，影响集体的进取心。此时，苍
白的语言疏导难以激发他们的激情，
而激昂、励志的班歌能瞬间鼓舞
精神。

激发荣誉感，提升凝聚力。班歌
的特点就是感染力强、冲击力大、教
育度高。当好的艺术作品在特定的
场合被一个集体庄严、神圣地演唱，
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因此，班歌的
演唱，对于激发班级的荣誉感，提升
班级的凝聚力有着很强的功效。

调节神经，促进身心健康。每天
唱一唱班歌，给单调的学习生活增添
些许色彩，日久天长，可以放松学生
紧绷的神经，治愈心理上的焦虑和不
安，让人产生快乐情绪，获得健康的
身心。

如何创作班歌

班歌创作的方法与路径。一是
填词式。这是最常见且便捷的创作
方法，教师在孩子们喜欢的励志歌
曲中选择一首，用其旋律，填上自己
的歌词即可。比如节奏明快、规整，
旋律铿锵、明朗的歌曲，深受孩子们
喜爱，非常适合用作班歌。但填词
不能完全照搬，否则会失去班级应
有的个性表达和班级灵魂，更不能
深入师生的心灵，无法成为永久的
文化记忆。因此，确定旋律之后要
发动全班孩子共同创作歌词，在广
泛讨论、修改中形成最合适、最符合
班级精神的歌词。二是原创式。第
一步就是创作歌词。这是一个熔铸
班级精神，形成共同价值追求，描摹
共同愿景的过程。由于原创不受已
有旋律的限制，在歌词的创作上可
以更加充分和自由。教师可以发动
全体学生、家长共同探讨班级精神，
参与歌词的创作。反复修改、斟酌
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好的成长课程。
第二步就是谱曲。可以邀请音乐教
师谱曲，也可以请当地文化名人、民
间艺人来创作。能邀请到知名作曲
家谱曲就更有意义了，对于孩子来
说那将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班歌创作的原则。一是科学性、激励性。班歌是班级
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直接作用于孩子的精神领域，影响
孩子几年，甚至一辈子。所以班歌要体现积极向上、朝气
蓬勃的主基调。二是主体性。学生是班级的主人，班歌的
创作理应让学生来当主角。三是动态性原则。不同年龄
阶段的孩子有不同层次的认识和见解。到了五六年级，如
果还让他们唱一二年级或者三四年级的班歌显然已经不
合适了。所以，班歌也需要随着孩子的成长和班级精神的
升华，及时更新和升级。四是专业性与基础性相统一的原
则。班歌的歌词要有诗的意境，并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
和谐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班歌不能过度追求艺术性和专业性。
因为原生态班级的孩子不是精心挑选的合唱团成员，其中
有部分学生多少存在音准和节奏方面的问题。如果过分追
求声部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艺术性，不但达不到要求，反而
让孩子望而生畏，失去了演唱的热情。因此班歌的创作要
充分体现专业性和基础性的统一。

如何唱好班歌

“唱好”包括两层内容，一是从艺术表现的层面、二是从
艺术功效的层面。

增强艺术表现力。一是准确和谐的声音。班歌演唱
是一种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集体艺术。根据学生的演
唱水平，可以采用单声部齐唱，也可以采用多声部合唱。
但不管是齐唱还是合唱，其核心是“合”，在演唱过程中只
有“我们”，没有“我”。全班几十人要唱出一个声调、一种
音色，需要科学的发声方法，需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
需要学会与他人合作，而这些基本要求也恰恰是步调一
致、齐心协力班级精神面貌最基本的体现。二是恰当的
表现形式和充沛的情感表达。歌唱的形式包括领唱、齐
唱、合唱、对唱等。我们可以根据班歌的基本情绪作出演
唱形式的变化。表现的形式也可以根据歌曲的情绪需要
作出特殊的处理。比如加入朗诵、队形变化、转调等。这
些变化会让歌曲的表现力更加丰富、饱满。但所有的变
化都要基于合理和恰当，不能画蛇添足，不能在风格上南
辕北辙。

捕捉好班歌演唱的契机，放大班歌的教育功效。一
是每日歌唱。当高唱班歌成为每天必须的一个庄严的仪
式时，孩子们的心灵就会每天得到一次洗礼，凝聚力、荣
誉感、进取心、使命感就会在一次次歌唱中得到升华。所
以，应科学安排好每日一唱的时间，设计好每日一唱的形
式，让唱班歌成为每天必须的一种仪式。二是重要活动
前歌唱。当我们带着班级的使命争夺荣誉时，如运动会、
艺术节等各类集体比赛活动前高唱班歌，能获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三是遭遇挫折时歌唱。当孩子们的进取心受
挫时，巧妙地运用班歌，引领孩子们高唱班歌，有效激发
向上的勇气和力量。四是获得成功时歌唱。一来，集体
演唱班歌能进一步强化成功的体验，而成功的体验对成
长中的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和宝贵的，它是孩子获得自
尊和自信的必要条件。当孩子们一次次在成功中获得自
信，就能引爆更大的潜能，收获更大的成功。二来，班歌
是班级的象征，班级的荣誉是班级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
结果，集体演唱班歌能更好地增进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激发班级的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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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让每个生命成为
最好的自己”的教育。教师是新教育的守望者，

“守望”着教室里的每个生命生根发芽，一起向着
美好出发。

阅读悦美

2019年的夏天，我与“向日葵班”花朵宝宝们
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我们的班徽样式是一本书
托着一朵七色花，象征着“用阅读托起未来”，班
级口号是“向阳生长，积极向上”，班歌是《生长
吧》，寄托着“播一粒种子，让幸福发芽开花”的美
好期许。

为了“让每一面墙壁会说话”，我们集思广
益、大胆尝试，设计出读书笔记、小组积分等
展示板块，并且定期更新，同时我们还布置了
班级的图书角和种植角，营造温馨的书香环
境，“让阅读真正发生”是“向日葵班”的一个
重要愿景。

从 2019年 10月开始，我们每晚进行亲子共

读。“小葵花们”每天都会分享读书视频或语音，
我做好记录，及时公示参与情况。一个月下来，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坚持。于是，我趁热
打铁，开启了我们的第一次线上阅读课——我是
小小表演家。

从那之后，每周六上午 10点，“小葵花们”
都会准时守在微信群，课后我们还整理形成
读书笔记，每周做成美篇。恢复线下教学后，
我们坚持开展阅读课，并尝试了多种阅读方
式，如创意书签比赛、评选“读书之星”等。

课程润美

新教育认为，如果把教室比作河道，课程则
是河流。课程的丰富性决定着生命的丰富性，课
程的卓越性决定着生命的卓越性。因此，我们研
发了以下课程。

仪式课程。仪式让此时此刻与其他时候不
同。比如十岁成长礼上，校长给孩子们切蛋糕，
我们围在一起，唱生日歌、许愿。

节日课程。一是一封家书——感恩节。感
恩节前一天，我和“小葵花”们说：“明天是感恩
节。我们给爸爸妈妈写一封感恩信，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便收到了家长的反馈：“谢谢您
老师，看完信后，我心里满满的感动。”家长们
的反馈让我感受到，一封封小小书信拥有巨大
能量，它是如此温暖而有生命力！二是一起包
粽子——端午节。端午节前夕，我在班级群中
提出了一起包粽子的建议，家长们纷纷响应。
节日当天，“小葵花们”亲手彩绘鸡蛋、包粽子。
看着他们灿烂的笑容，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小
葵花们”向阳生长的快乐。

四季课程。疫情的缘故让孩子们对季节的
感知变弱，为了强化孩子们对季节的认识，复课
后我给孩子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寻找夏天！
孩子们拿出看家本领“寻找夏天”“走近夏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有夏的热烈，
还有生命的蓬勃。

劳动实践课程。为了让孩子们能亲身体验
劳动、收获的快乐，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带
着孩子一起去基地体验种植劳作。春播、夏种、
秋收、冬藏，四季更替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了生
命生长的力量。我们也因此过了两次快乐的丰
收节——和孩子们一起煮山芋、和家长们一起包
包子。

家校合美

新父母读书笔记——文字的力量。为了加
强家校合育，在假期，我邀请家长们“共写读书
笔记”。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妈妈还把每
天想说的话写成日记跟孩子分享，每篇日记里
都饱含深情地带着两个字——宝贝。透过她
的文字，我也感受到了那份母爱，相信这份爱
会让孩子勇往直前。

家长会——信的指引。在期末开家长会时，
我让“小葵花”和家长们悄悄地互写一封信。小
季是转校生，不爱讲话。父母因工作原因，少有
时间和孩子交流。而这一次，母子俩读着写给彼
此的信，都很受感动，孩子默默地擦眼泪，妈妈笑
着笑着就哭了……

“向日葵”班每天都在发生新的故事，花开
的声音很轻，要用心慢慢倾听；孩子的成长很
慢，要用爱慢慢等待。为“园丁”者，当从初心出
发，守望着自己的那一片“园地”，终会迎来万紫
千红的春天。

同生共进 向美而生
■江苏省新沂市城东小学 赵君

片片绿叶，沐光前行

■山东省莒南县第四小学 吴纪飞

——“智慧树班”行动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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