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写作：
“新网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新教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 郝晓东

2002年暑假伊始，我闯入刚创办
不久的“教育在线”，践行“朱永新成
功保险公司”每日一篇千字文的约
定，进行了长达 20年的“思想长跑”。
当年的这一“闯入”，对于我、对于之
后我所在团队的意义，无法估量。

精神意义是新教育写作的第一
意义。人类开始写作或许是为了记
事。但是，遥远的古人一定曾为自
己能用这样的符号记录生活而感到
惊讶。我想，这种强烈的精神自豪
感，不亚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那
一刻。对于个人来说，童年时第一
次拿起笔写作的那一刻，也一定带
着深刻的期待：从此，我可以用这样
的方式表达！

当一个人进入了写作，他就开始
了一趟创造性的精神之旅；对于一名
教师来说，尤其如此。新教育写作把
写作的精神推向了极致。“人能磨墨
墨磨人”，新教育写作磨砺着人的
精神。

2002年暑假开始，在教育理想的
召唤下，我开始了“菊荣行思录”的写
作。暑假过后，恰逢工作变动，我来
到吴江市教科室工作。于是，我开始
了这样一种生活：白天，与校长、老师
们在一起，在学校里汲取实践的营
养；安静的夜晚，键盘的敲击下流淌
着源源不断的思想。写作，让我把自
己与学校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一个
人与一群人联结起来时，精神生活会
高度丰富。我的求精神、弱功利的写
作取向，从那时起已扎根发芽。

我非常喜欢苏霍姆林斯基说的
“日不间断”。但要做到“日不间断”
谈何容易？难在坚持，最大的困难是
看不到“成长”。我也常常是时断时
续地写作，写了一个月，停下；写了两
个月，又停下了。有一次，我向朱永
新老师请教，我说我坚持了，却看不
到自己的成长在哪。朱老师给了我
五个字：“坚持即成长。”

“坚持即成长”，这句话包含着多
少内涵！当一个人坚持着，他的坚持
就是他的精神标识，就是他的高贵存
在。2006年 9月 1日，我正式开通博
客，宣布要做一场“思想的长跑”。这
一天也许来得有些晚，可是思想的长

跑，从哪里开始都不算晚。
这一“跑”，便是 20年。从市教科

室到城区小学，从重返乡村办学再到
主管教育集团，一路上峰回路转，我
却因为这“思想的长跑”，从未动摇过
精神的指向。

2006年“开博”的当年，“思想的
长跑”与“课堂观察”研究完美相遇。
在课堂现场，在文字的天地里，我完
全沉迷于对“课堂观察”的琢磨。我
的文字没有固定体裁，我的思维没有
限制，我的思想扎根在大地之上。直
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时记录生活、
梳理思路带来的精神满足，那是一种
纯粹的生活方式。后来，我连续在
《中国教育学刊》发表了两篇 8000字
长文，这背后，是 30万字的原始记
录。记录时我没有想到要写出几篇

“宏文”来，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们还主
编出版了 17册《观课议课问题诊断
与解决》。我享受这种精神成长的
过程。

2008年暑假从教科室来到一所
当时较为薄弱的学校时，我的心情并
不好。朱老师给我的箴言是“经历就
是财富”。这一次，我选择了与阅读
相关的团队写作，在阅读与写作中，
实现精神的多方对话。我们成立了
一个沙龙组织，开始了名为“细水长
流读专著”的阅读写作活动，在学校
论坛上开辟专栏，每天用文字与伟大
思想家作穿越时空的对话，筑起了学
校的精神坐标。我们用“日不间断”
的方式，在现实教学中思考理论、展
望理想。

这种写作方式人人皆可为之，蕴
含在其中的写作精神却是高贵的。
高贵的精神不需要豪华的包装，新教
育写作倡导无门槛写作，重要的是行
动起来，日不间断地做起来。“持续
性”让写作成为一种生活，让思考成
为一种状态。

2009年，我把与苏霍姆林斯基
的“对话”方式移至新成立的汾湖实
验小学。以“周”为单位，通过思考
近 400个问题，学校创始者们进行了
长达一年的“读苏”之旅。老师们甚
至没发觉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就自
然而然地过上了写作生活。我们的

写作涉及到了教育与生活的全部。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说要把这段

“创业史”记录下来，这是学校的财
富，也是每个人的财富。36位老师，
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个“土书写作
行动”。每个人都在记录、思考，每
个人都进入了琢磨的状态，每个人
都在平常的日子里过着高贵的精神
生活。当写作成为专业生活方式，
学校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校该有
的样子。2017年，当我离开这所学
校时，8年间，老师们创作了 444本
个人“土书”。

2017年，我把这种通过日常写
作进行思考的习惯带到了吴江实小
教育集团。在学校行政群里，近两
年的时间，我日不间断地发表千字
文。我写给大家看，更是做给大家
看，让大家看到我是怎样工作与思
考的，如何在学校的现场与老师们
一起处理问题的；更是让大家看到
学校的思想如何一步步从萌发到生
长。我写的是与大家共同的思考，
是大家熟悉的生活，但我写出来了，
我的文字就引发了大家的进一步思
考……很快，一种建设学校智慧生
活的愿景扎根了，学校的学术氛围
与精神气息弥漫开来，10天一期的
《积极生长者（旬刊）》记录着大家的

成长故事，10天一期的《积极生长者
（学报）》创造着教室里的课程与教
学论坛——这两份没有节假日的小
刊物以及其中不断生长的浩瀚文
字，构起了一个教育集团的精神殿
堂，我们对它们的珍爱甚至超过了
我们发表各类作品的报刊。

最近，我又把办“旬刊”的做法推
广到了“张菊荣名校长工作室”。名
校长工作室刚成立，我就与 12位校长
做了一个约定：在 3年时间内，日不间
断地发表“每日一语”！我的旬刊系
列于是又多了一个《日知者（旬刊）》，
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积累了近
10万字。这不仅仅是文字。当一个
人每天都处于思考之中，他怎么会不
成为思想者，怎么会不拥有丰富的精
神世界？12位校长一起，又将带动起
多少人？

20年前的一次闯入，20年的思想
长跑，我把自己与一群人维系在一
起。一个人的坚持可以带来一群人
的坚持，而一群人的坚持会带动更多
个体的坚持。我始终相信，写作在，
你的精神就在；精神特质，就是新教
育写作的第一要义。

（本文系作者在 2022年新教育实
验研讨会专业引领活动中所作的新
教育写作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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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张菊荣

2002年，我 30岁。那年暑
假，我在屯村中心小学教书，偶然
接触到了“教育在线”和新教育。
更有意思的是，我读到了时任苏
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老师的帖子
《“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开业启
事》，说每天写一篇千字文，10年
后没有不成功的，不成功可以找
他“算账”。

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因为朱永新就是我们苏州市的副
市长啊，我们分管教育的副市长
难道会说话不算数？我这样想着
就写了起来，写完就发在“教育在
线”论坛上。

我写的多是学生写作文的故
事。写了一年多，2004年，“教育
在线”联系我说要出一套丛书，可
以出一本我的作文教学故事。这
下，我的写作热情更高了。到了
2004年暑假，书稿完成了；2005
年 1月，我的第一本书《魔法作文
营》在“教育在线”丛书中出版了。

如果说“朱永新成功保险公
司”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那么第
一本书的出版就是真正燃烧了
我。我当时想，既然出版了第一
本书，那就能出版第二本、第三
本，这辈子我要完成三本书。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潜力
能有这么大。2006年我出版了
《不做教书匠》，2007年出版《我
的作文教学革命》，三本书的梦想
在我 35岁时就实现了，2008年我
又评上了特级教师。我的成长跟

“教育在线”、跟新教育、跟“新教
育写作”密不可分。

评上特级教师后，我的梦想
变成写 10本书。当时我也对自
己的想法吃了一惊，身边的人可
能都认为我“吹牛不打草稿”吧。
朱永新老师有一本畅销书叫《新
教育之梦》，他说教育要有梦想，
人生要有梦想。我的梦想万一真
的能实现呢？

我所在的学校每天下午 16：30放学，每天 17：
15-17：45这半小时是我记录写作的时间，寒暑假则
是我整理书稿的时间。 2009年我出版了《一线教
师》。2010年出版了“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的《我的
作文教学主张》《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第二版）《我的
作文教学故事》三本。2011年的《我的作文训练系
统》，2012年的《我的作文教学课例》，2013年的《我
的作文评改举隅》和《教师成长的秘密》，2014年的
《我的作文教学六讲》和《一线表扬学》……“行动就
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10本书写作、出版的梦想居
然在我 40岁出头就完成了。要知道，我的父母都是
农民，母亲不识字，父亲只上过一个学期的学，我从
小学到初中，家里没有一本课外书。这样的写作成
果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这个时候，我又有了新的梦想。我想，退休前应该
要完成 20本书。我还是坚持每天半小时的写作和记
录，在寒暑假整理书稿。2015年，我出版了《管建刚和
他的阅读教学革命》。2016年出版的《和女儿谈》，是
我的“新教育家庭写作”，是我写给女儿的信。这一年
我还出版了《我的全程带班录》共三本。2017年出版
《我的语文观》和《我不是班主任》，2018年出版《一线
带班》和《我的下水文》，2019年出版《指向写作：我的 9
堂阅读课》《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答疑版）》。

就这样，20本书的目标又完成了。我不知道以后
还能再写几本书。我只知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我只知道，“行动就有收获，坚持必有奇迹”。

从 2002年到 2022年，20年里我出版了 20多本书，
我从一名农村中心小学的普通教师逐渐成长为特级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以及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最令我难忘的却还是 20年前那个《“朱永新成
功保险公司”开业启事》的帖子。

二十年磨一剑的坚持对于个人成长是如此重要，
“教育写作成就教师”不是一个神话、一句空口承诺，而
是一定会成为现实的大道理。

我们工作室的老师们也都在新教育写作的感召
下，坚持行走在教育写作的路上——范天蓉老师的《我
的作文教育故事》、潘非凡老师的《作文：教在“学”的起
点上》、贾凤莲老师的《画中有画——低年级作文起步
探秘》、田希城老师的《班级管理中的“经济学”》、薛卉
琴老师的《你不知道的留守儿童》……工作室成员已陆
续出版了十余本书。樊小园老师即将出版《教师写作
和教育奇效》。她的学生说，每个星期樊老师都要求他
们写一篇 500字的作文，而她自己写一篇 1000字的作
文。樊老师的教师写作不只改变了学生的作文水平，
更改变了班上一个又一个让人头疼的学生，每个星期
樊老师都会写一个后进生，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郑重
其事地刊发在《班级作文周报》上。樊老师创造了“没
有回家作业，考试依然第一”的神话，这些都与她坚持
写作分不开。

新教育写作倡导的“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
迹”，这句话道出了我 20年来走过的写作路。“做得精
彩才写得精彩”，这是我反复跟团队成员说的话。不知
不觉中，新教育写作的思想和理念，已经如此深刻地影
响了我和我的团队。

（本文系作者在 2022年新教育实验研讨会专业引
领活动中所作的新教育写作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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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师”全称新教育网络教师
学习中心，是新教育实验下属的教师
培训机构。“新网师”遵循新教育教师
成长理论，用生命叙事增进职业认
同，用“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
往”促进专业发展，以“自主学习、自
主管理、自主评价”为特征，以“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愿景，是
面向全国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在线专
业学习共同体。从 2009年成立至今，
累计 5万余名教师参加学习，目前在
册教师约1万名。

“新网师”借助网络组织教师写
作，主要呈现 3个特点。一是写作人
数多，在“新网师”学习，每个教师都
写作。二是写作数量大，一年写二三
十万字，在“新网师”是普通现象。三
是写作质量高，不少学员的文章经常
在报刊上发表。

大家都知道，教师写作普遍存在
4个困难：一是不愿写，二是不会写，
三是没空写，四是难久写。为什么在

“新网师”，教师写作却成了“家常便
饭”呢？“新网师”推动教师写作的具
体做法如下。

一是开设写作课程，指导写作方
法。“新网师”邀请全国知名教育专家
李镇西老师常年开设教育写作课，同
时不定期组织各种有关教育写作的
培训和论坛。今年围绕教育写作主
题，还组织了多场在线论坛。

二是提倡公开写作，激发写作兴
趣。公开写作指在朋友圈、公众号、
小打卡、简书、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写
作。相对于纸媒时代的封闭写作，公
开写作让读者得以及时关注、轻松点
赞、实时点评，扩大了作者和读者之
间的互动交流，增加了写作兴趣。

三是撰写课程作业，夯实学习过
程。与其他在线培训不同，“新网师”
每门课程都会布置课前预习或课后
作业。很多学员一学期学习结束后，
仅作业的字数就会达到四五万字。

不少学员将作业加以修改，就能作为
论文刊登在专业期刊上。

四是撰写生命叙事，增进职业认
同。生命叙事分为“一日生命叙事”
和“年度生命叙事”。“新网师”公众号
每天会刊发一篇“一日生命叙事”。
学员的叙事引起多家教育媒体关注，
经常被转载刊发。每年年底，“新网
师”要求学员撰写年度生命叙事，并
组织评选，优秀的生命叙事还会结集
出版。

除了以上 4点，“新网师”还倡导
书写“一周观察”，记录、总结、反思一
周内学校、班级的教育故事；鼓励撰
写“课程综述”，在自己授课或听了他
人的课后如实记录，并加以分析、
评价。

由此可知，“新网师”之所以能克
服教师不愿写、不会写、没时间写、不
能长期写的难题，是因为 3点原因。
一是“写作有伴”。参与共同体写，能
够相互影响、相互激励。二是“写作
有用”。这些写作不是为写而写，不
是虚构故事，更不是文学创作。写作

是一种工作、学习、生活方式，写作是
为了教育实践，源自教育实践，记录
教育实践。教师通过写作促进了对
教育教学的反思，也促进了自我的专
业发展和学生的生命成长。三是“写
作有趣”。丰富的写作内容、多元的
写作形式、及时的外部反馈，让写作
过程充满乐趣，不再枯燥乏味。

通过网络写作，不少“新网师”学
员学会了深度思考，提高了写作水
平，促进了专业发展，点亮了教育
生活。

“新网师”学员鲁正群是四川省
成都市第十一幼儿园教师。在“新网
师”学习中，她坚持每天阅读、批注、
打卡。《儿童的人格教育》打卡 148天，
《静悄悄的革命》打卡 146天，《教育学
经典解读》126天，《发展心理学打卡》
128天，《人是如何学习的》课程8次作
业累计近 4万字……她说：“在学习过
程中，我唤醒了专业自觉，锻炼了逻
辑思维。”

“新网师”学员智静是山西省定
襄县实验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她在

微信朋友圈以“静心思语”“读与思”
“观察随笔”为栏目书写每天的所见、
所闻、所行、所思，累计写作 50多万
字。她在班级发起“班级漂流日记”
和“星空班一日叙事”，师生共写随
笔。一年下来，全班 60名学生已完成
18万字的写作。她说：“书写随笔让
知天命的我对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
奇与热爱，我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都
热爱教育，热爱生命，热爱学习。”

总结“新网师”提升教师写作素
养的实践经验，我想借用《学会写作：
自我进阶的高效方法》中的 3个观点
来说明。

一是调整写作心态。要暂时接
受“写得差”这个事实。有的老师觉
得“我写得如此差，怎么好意思写”，
其实应调整为“我写得差，得赶紧开
始写”。有的老师认为“为什么你们
随随便便就能写几千字，我写几百字
都困难”，其实应调整为“没有谁能随
随便便写几千字，都是在坚持练习中
达成的”。

二是完成比完美重要。要降低
目标，调低预期，从写好一段话开始
每天练习，不要有“准备好了，再一炮
打响”的念头。好文笔是练出来的，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先写起来，就成
功了一半。

三是必须公开写作。借助外部
审视，能提升写作标准。只要公开写
作，就会写得更认真。借助外部激
励，能驱动写作动力。读者的点赞、
留言、转发都会让写作者更有动力。
借助外部反馈，能提升写作技巧。阅
读数、点赞数、评论数都是反馈的表
现，没有反馈也是一种反馈，说明你
的文章没有打动任何人。读者的质
疑和批评能帮助我们发现不足，引起
对写作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系作者在 2022年新教育实
验研讨会专业引领活动中所作的新
教育写作叙事）

——我所经历与理解的新教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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