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是我国第39个教师节，也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的第一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躬耕教坛 强国
有我”。本刊选择刊发的这些优秀老师的个人成长感悟、教坛心声抒发，无论是平凡朴实，或是灵动有趣，不是为了自矜夸
耀，而是要广播善美，缝补阴缺，并希望以点带面，展示皖东大地上广大教师立德树人、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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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之路
□龙明明

历时一年，经过校级、市级和省级三重复杂严
格的选拔，今年6月我有幸获得安徽省第四届“教坛
新星”。面对这个含金量颇高的省级荣誉和领导同
事的祝贺，我并没有预想的心潮澎湃，反而想赶紧
回到平常的教学生活中。20多年一线的教学经历
让我明白：教师这个职业需要的是静得下心来。

以沉静之心应对职业之要求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初为人师首登讲台，学生
们熠熠生辉的求知眼神，给我肯定和勇气，让年轻
的我直面课堂，侃侃而谈……后来我一直问自己：
在学生心中我是不是一个眼中有光的老师呢？为
了不辜负学生们的眼神，也为了做一位“眼中有光”
的好老师，我在课下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修改教学
设计，一题又一题做着示范评讲的重点题型，一次
又一次地参加各类教学竞赛，一届又一届地甘为教
学的孺子牛……一晃20多年过去，青涩的年轻教师
已经人到中年，多年来“用心”地不辜负学生，这份
努力也积淀了岁月的馈赠：滁州市骨干教师、最美
教师、“亭城最美思政教师”等荣誉饱含着学生家长
的肯定和领导同事的支持！

但面对荣誉切不可心浮气躁，面对教师职业，我
们更要以安静、沉稳、思考之心来拓展教师职业的深
度和广度。小到一节课的课堂效果，大到课程内容如
何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细微到孩子对今天教学内
容是否理解，深刻到未来教育的发展导向在哪里？教
育是师生的一种相遇，也是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双
向奔赴。老师心浮气躁，静不下心来面对教育教学，
怎么能将学科的奥妙，精准全面地教授予学生？怎么
能让学科的核心素养在学生的心中生根开花？

以恒久之心促进个人之成长

求学阶段的一位导师曾对我说：如果每天坚持
做一件事，天长日久可有大收获。多年后，我可以
自豪地告诉这位导师：您教诲的恒久之心，我一直
在坚持！

2010年，我参加了思政学科优质课比赛，从市
选、省赛、最后闯入全国赛，其间我上了几十次参赛
课目的公开课。在痛苦地经历了反复磨砺之后，才
意外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已让人刮目相看！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网课应运而生，我
接到了省教科院的任务：录制一节全省播出的网课。
一个月时间内这节课前后一共修改了15稿，循环往复
的修改模式一直延续到滁州电视台的最后录制。全
省播出后的良好反响是对恒久坚持的最好奖励！

今年3月，安徽省第四届“教坛新星”评选在淮
北举行，赛中我曾向学校汇报：准备了半年，我几乎
背遍了课标和能想到的东西，争分夺秒、夜以继日
成了常态，但我会在挑战身体和智能极限的范围内
赛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以应变之心看待教育之发展

如果说教科研活动是锻炼专业水平的捷径，那
么自主学习更是基本功提升的法宝。我痴迷于学
科期刊书籍的研读和笔记，发现这个过程中也有憧
憬的美景、走得到的景点。去年10月，我和本校两
位青年教师合作了一节跨学科课程《亭城文化古韵
新风》，从思政、历史和语文三个学科的视角来演绎
滁州亭城文化的古今发展。这是我们滁州市内关
于跨学科课程的首次尝试，此课的灵感也得益于平
时的阅读积累。

筹备这节课让我真实地感受到：当今时代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无独有
偶，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带给我们的不仅
是观念的改变，也可能是智能时代教育的重大转
向，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教育的未来、教师的未来。

变化的世界和科技的进步赋予了我们老师机
遇，即教师能力的重塑。当代著名教育学者李政涛
说：虽然大家认定教师职业本身不会被ChatGPT取
代，但并不表明所有教师都会安然无恙。

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教育之变，要求我们要以
应变之心对待教育之发展。身为老师，立德树人教
书育人更应该带给学生机器没有办法给予的能力和
技能，这也应该成为教师自我成长的研究方向。积
极学习积累，方能在未来世界站稳脚跟，力争上游。

荀子说：道阻且长，行将终至；行而不辍，未来可
期。写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与各位老师共勉！

近些年，“大美”一词在各大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很高。
如果给美分等级，那“大美”当属最高级。我们心目中美的
事物有很多，祖国壮美的河山，城市闪烁的霓虹，校园奋发
的学子……除此之外，我想，“青春”在大美的领域里也应
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赞美青春，讴歌青春，更想留住青春。怎么留呢？
那就需要掌握“青春密码”，我们教师的“青春密码”是什么？
在我看来那就是“学生至上”的教育理念。

“学生至上”四个字说起来简单，落实到行动上却非易
事，从我的专业成长道路来看，也是几经周折。

“拔剑四顾心茫然”

2008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这里的学生
憨厚可爱，同事淳朴友善，在这里我度过了几年愉悦的时
光。那个年代，杜威的学生中心说刚刚兴起，也逐渐被大批
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所认可，传统的教师主导说逐渐丧失了
主流地位。刚入职场的我也是学生中心说坚定不移的拥护
者，只是那时的我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和理论基础，错误地将
学生中心说与毫无原则的放手划了等号，逐渐走向了一种教
育理论误区——学生唯一主体论。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支配
下，我迷茫地走过了几年，中间自己也发现了诸多问题，例
如：课堂呈现一种看似热闹，学生扎实学进去的知识却很少，
学生课堂回答问题很积极，课后作业却不理想等。我也曾多
次尝试走出这种误区，探求另一种教育理念，但受困于当时

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群体学习意识的淡漠等原因，这个问
题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误入藕花深处”

2014年，我经考试得以进入一所城中名校。新学校节
奏快、强度大、要求高，瞬间打懵了我。学校领导也似乎看出
了我的窘迫，及时给我找了一个师父。师父40多岁，是这所
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要求非常严格，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
我。在师父的倾心相授，以及新环境的浸染中，我渐渐地丢
弃了往日“学生唯一主体论”这种错误的教育理论，渐渐地变
得严厉起来，不再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要求学生听从我
的一切安排，课堂上也不再给他们随意发言的特权。一段时
间后，班级的成绩有了大幅提高，我的自信心在这个阶段也
得到了提升，我认为我这次真的做到了“学生至上”。很显然
这个时期的我武断地认为学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那么提高了
学生的成绩就是做到了“学生至上”。

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了正确的教育理论而感到窃
喜时，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的班级在初二下学期出现了
成绩大面积滑坡的现象，不仅如此，整个班级的学风也很差，
大部分学生呈现出一种“出工不出力”的状态，对我布置的任
务也是阳奉阴违。面对如此境况，我是心急如焚，却也无能
为力，因为我找不到症结所在，自然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
关键时刻还是师父帮助了我，师父深入到我的班级展开调
查，并随堂听了我一段时间的课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
问题是理念的错误，我自认为做到了“学生至上”，但现实却
恰恰相反，我的种种做法都表明我践行的是“教师唯一主体
论”，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吹尽黄沙始到金”

一段时间的总结反思、认真学习、慢慢摸索之后，我才明
白真正的“学生至上”应该是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才是学习
的主体，是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善于调动学生的内驱力。当我的认识发生改变后，我又积极
改变原来的课堂教学模式，确保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同时也要保证老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两个群体的作用。
改变后的课堂既不似以前的一味放手，也不是单向灌输，而
是双向对话，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理念的转变换来的是学
生的变化，不仅成绩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我发
现学生爱上了语文课，课堂上的笑脸也逐渐多了起来，直到
此刻，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学生至上”。

语文教学之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一名赶路人，我不能
停止求索的步伐。唯有不断学习，不断反思，我们才能做到
真正的“学生至上”，才能真正握牢教师的青春密码。

学生至上：教师的青春密码
□吴金红

我出生于教师世家，伯父、父亲、哥哥、姐姐都是
老师，从小就深受他们的影响，尤其是父亲。父亲是
一名乡村教师，儿时，我常躲在教室的窗下偷听父亲
给学生们上课，那座知识的“殿堂”让我无比向往，在
我幼小的心田里悄然埋下了“长大后我要成为你”的
种子。在父亲的示范激励下，我顺利地考上了合肥师
范学校，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万事开头难。初登讲台，我想要把学到的理论知
识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却面临着一个个新的挑战。特
别是2001年我从特殊教育学校调到一所普通小学，教
材的不同、教学对象的改变，成为横在我面前的一个坚
固“壁垒”。我本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钻研精神，边学
边干，以干促学，并不断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那一
年，我参加了全县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评优活动，在我的
四位师父“课上课下、白天黑夜”的无私帮助下，从校内
初选到县直片选拔再到县内比赛，我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了全县一等奖第一名的成绩。但其实那时的我在
教学上还很青涩。

2003年，新教材改革，很多地方陆续开始使用苏
教版教材。我有幸参加了全国苏教版教材培训，近距
离聆听教材主编和专家们对教材的解读。我如饥似
渴地学习，努力掌握一些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法。回来后，我通过全县小学语文教师新教材培训的
机会，将学到的新知识，全部分享给了我的同行。

那些年，我多次承担了全县新教材研讨课、示范
课、送教下乡等教学任务。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每次
送教结束后，班里的孩子总是仰着天真的笑脸围着
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老师，你读书的声音真好听”

“老师，你写的字真好看”“老师，你明天还来给我们
上课吗”，在我看来，孩子的留恋与渴望就是对我最
大的肯定。

而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2007年，我
被评为滁州市第二届中青年骨干教师。2008年，在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评优中，我获得了县、市一等奖，全国
二等奖。

2019年，语文教材全面改版。为了尽快适应新教
材、用好新教材，我和低语教研组的同事们一起申报
了滁州市小学语文课题《运用“快乐读书吧”提高低年
级学生语用能力的策略研究》。我带领着课题组成员
学专著、写论文，研课例。在小学低年级“快乐读书
吧”板块教学中，经过探索与尝试，形成了“四趣一评”
的教学模式，2022年8月该课题成功结题。课题成果
不仅在校内进行研究、推广，也在全县范围内发挥辐
射作用，为我的教学生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师不仅教书还要育人，平时我努力发现每一个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不冷落一个孩子，不放弃一个孩
子。班级里如果有情况特殊的孩子，我会在生活上照
顾、在学习上关心他们。我所带班级里曾有一个小女
孩父母离异，与奶奶一起生活。孩子的卫生习惯、学
习习惯都不好，做事拖拉，班上同学都不愿意与她一
起玩。下课期间，她经常到老师办公室来，有时没带
画笔，有时没吃早饭，有时头发没梳……我知道，其实
孩子是缺少关爱，渴望被老师关注。于是，对孩子提
出的各种小问题，我总是耐心解决，循循善诱，并和她
做了“红花换礼物”的约定，集齐10朵小红花就可以换
一个小礼物。当小姑娘第一次用自己的努力换来可
爱的小狗橡皮时，她笑起来的样子可爱极了。有一次
课后分散服务中，这个孩子脱口而出叫我“妈妈”。而
其他孩子也都像小鸟一样向我飞奔而来，一边跑一边
喊着：妈妈，妈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希望在孩子
的心中，我像妈妈一样给他们温暖，陪他们长大。

我很庆幸我是一名教师，自己努力成长的同时也
让学生从小浸润书香，在阅读中好学明理，善思笃
行。二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我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孩子
走过他们的童年，我也因为热爱，所以幸福着！我深
知，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任重而道远。未来我将
继续站好三尺讲台，用奉献践行信仰，用执着彰显担
当,初心不改“只为花开”。

光阴荏苒，时间转瞬即逝。12年前，我怀揣着美丽的梦
想，踏上这条充满希望的阳光之旅。其间虽有山重水复疑无
路的困惑，但更多的时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12年
的用心耕耘，12年的默默守望，使我深深地喜爱着教师这一
平凡而充实的职业。我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十二年的
教学生涯中，始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
平凡的岗位上奉献出最赤诚的热情。

立德树人担使命，用心教授育桃李

育人之本，立德铸魂。我时常听到这样的话：教师是教
书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混日子，风吹不着，雨淋不到。
其实站在三尺讲台上，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份工作的艰辛，
才能真正明白我们担子上的责任有多沉重，才能真正感悟
到“教师”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教书育人担重责，立德树
人真付出。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作为一名老师，我不仅
要教会学生“谋事之才”，更要让学生懂得“立世之德”。教师
不能只仅仅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教会
他们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有德远比有才更重要。

创新思维研教材，治学不辍促成长

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同时十分
注重现代化教学理念的更新，创新思维研究教材。在12年
的教学生涯中，我积极反思，总结教学的得与失，并不断向周
边优秀的同仁学习，“见贤思齐”。

我满怀激情地上好每一节课，幽默诙谐的课堂语言，总
能让学生和我一起快乐地学习。为了上好每节课，我总是深
入钻研，潜心揣摩。我提前认真备课研究教材，精心准备；用
心观察学生，改进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我启发学生动手、动
脑，大胆创新，力求使教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注重学法指
导，并及时、认真批改作业。课后，对于学习有疑难问题的学
生，我循循善诱，耐心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断
研究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专注他们思维品
质的提升，善于教授方法，用心培育桃李。治学不辍促成长，
课后只要有机会，我一般都是在学习：听专家专题讲座，讲解
剖析教材知识；听有关教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吸收消化最新
教学理念；认真做高考题，把握命题规律；写教学反思，总结
记录教学上的灵感等等。

与有肝胆人共事，见贤思齐结硕果

作为班主任，我和其他各科教师精诚合作，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说空话，不夸夸其谈，脚踏实地用实际
行动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作为一名班主任，平时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用自己
的言和行去感染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让学生受潜移默化的
影响，形成良好的品德。我尊重每一位学生，喜欢和学生交朋
友，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我都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学
生中有谁生活遇到了困难，思想上有了波动，都愿意和我交流，
我也总是尽力去帮助、开导。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定远县先
进班集体”，我也多次获得“定远县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正是因为一颗真心献教育，治学不辍，脚踏实地，不断
高要求自己，锤炼自己，我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一
些成绩。

多年来的教育生涯，使我真切地感受到教师责任重大，
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个岗位。两袖
清风，一杆笔，爱心洒杏坛，智慧育桃李。平而不凡，捧着一
颗真心献教育，我愿为祖国的教育事业默默耕耘，用自己的
青春去谱写辉煌的篇章。

平而不凡：一颗真心献教育
□杨 阳

作者简介
定远中学数学教师。2023年安徽省第四届“教坛

新星”、“滁州市学科带头人”。2017年安徽省高中数
学优质课一等奖；2018年滁州市多媒体大赛一等奖。

□责编：朱丽丽
□电子信箱：czrbjiaoyu@163.com

躬耕教坛不辍 致敬师者匠心

教坛心语教坛心语

三尺讲台铸师魂
初心不改为花开

□刘家越

作者简介
来安县实验小学语文教师。2023年第四届“安徽

最美教师”，安徽省教科文体系统先进个人，滁州市骨
干教师，滁州市教坛新星，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大赛全
国二等奖。

作者简介
天长市第三中学语文教师。2023年安徽省中小学

优秀班主任、安徽省第四届“教坛新星”。曾获初中语文
优质课评选天长市一等奖、滁州市一等奖、安徽省三等
奖；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天长市一等奖、滁州市一等奖、安
徽省三等奖。

作者简介
滁州市实验中学初中部思政课教师。2023年安

徽省第四届“教坛新星”，滁州市第六届中青年骨干
教师，滁州市第一届最美教师。曾获思政学科优质
课大赛全国一等奖，2010年和2022年安徽省思想政
治优质课大赛全省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