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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王炳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

寨县岩英小学教了 5 年数学，之前他觉得书上

那些“因材施教”“变被动灌输为主动参与”的教

育理论就像“画饼”，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2018 年年底，听完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校

长张翼文在县科教局报告厅讲的示范课，王炳

进发现这些理论在备课和上课过程中，“有了可

实际操作的模板”。

“老师的眼界打开，才能打开课堂，打开学

生。”过去 3 年，滨江实验小学校长、有 30 多年教

龄的特级教师张翼文在丹寨成立名师工作站，

带动 484 位名师到 1500 多公里外的丹寨送课送

教，以课堂教学、观点报告、教材解读相结合的

方式，打开村小教师的“新视窗”，为当地培养一

批“带不走”的优质教师队伍。

“要相信我们的孩子”

2015 年，杭州市滨江区与丹寨县签订东西

部战略扶贫协议。由于丹寨的小学普遍数学基

础薄弱，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一部分，张翼文

在 2018 年应丹寨县科教局的邀请来到丹寨做

培训。

初来贵州，张翼文发现，当地数学教师授课

还是以被动灌输为主。“因经济条件等制约，当

地教师培训学习的机会较少，大都是隔靴搔痒，

无法形成实用的经验。”张翼文说。

新的培训模式为本地教师带来了新思路。

2020 年暑假，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无法组织孩

子参加培训，张翼文团队让丹寨的数学教师坐

在下面模拟学生。

王炳进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当我真正坐

在学生的位置去思考张老师的问题，我才理解为

什么之前有些问题抛下去，学生没有反应。我也

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问？为什么要这样问？”

张翼文曾在西部农村教过 10 多年书，他认

为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的天赋差异不大，“所以

在课上要激发、唤醒孩子潜在的思考能力。”

张翼文认为，在一堂优质的数学课上，“人

人都有不同的机会”。比如解一道四年级的二元

一次方程，成绩好的学生能快速解出来，但怎么

让 不 会 的 学 生 也 做 对 呢 ？当 把 题 目 中 的“a”和

“b”换成圆形和三角形，再用二年级学过的图形

和数字的变换把题目简化，基础稍差的学生也

能获得成就感。

“这样，基础差的孩子能懂，已经学会、需要

拔高的孩子也有新收获”，王炳进感慨道，“我们

要相信孩子，让他们多做、多表达、多感悟，而不

是成为‘提线木偶’。”

张翼文名师工作站成立后，吸引了来自滨

江的名师和公益项目进入丹寨。杭州市美术教

研员李方、滨江区德育教研员胡耿民、滨江区英

语教研员曹群珍、滨江区语文名师冯琛莉等 6

名教师也成立了名师工作站。

除了线下送课，这些名师工作站还依托网络

平台开展空中课堂。2021 年以来，滨江区和丹寨

开展线上互动培训 15 次、线上培训教师 8943 人

次 。但 当 几 百 名 教 师 坐 在 大 屏 幕 前 观 看 示 范 课

时，常会出现网络信号不好、教师专注度不够等

问题。每次卡顿的间隙，难免引起一阵七嘴八舌

的骚乱。“还是面对面的效果好，教育就是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丹寨县科教局教师学习与资源中

心主任林海说。

实地交流也更能激发思想的碰撞。每节培训

课结束，这些名师身旁都围满了本地教师，“你们

怎么想到的这个方法？”“你们走了之后会不会不

理 我 们 了 ？”张 翼 文 和 其 他 名 师 耐 心 解 答 的 同

时 ，建 议 本 地 教 师 在 模 仿 时 也 要 注 重 方 式 方

法 ，“ 由 于 教 学 环 境 的 差 异 ，有 些 环 节 在 杭 州 只

要 3 分钟，这里的孩子要用 5 分钟甚至 8 分钟，所

以要更耐心。”

打开教师的眼界

2021 年 9 月，王炳进和其他 4 位教师来到滨

江实验小学挂职交流后，发现除了硬件设施和师

资的客观差距，在每个教学环节上，丹寨的教师

都有很大提升空间。

拿布置作业来说，滨江的教师会根据学生

情况分层布置，课时作业、单元作业、假期作业

量都不多，但都是精华，层层递进、形成模板。

之后每年会根据新生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升级

为 2.0、3.0 版本。

王炳进说，自己以前布置作业时往往局限

于国家教材课后题。有时学生掌握了课后题涉

及的知识点，却学不好其他知识点。老师也会在

黑板上写一些新题，但讲完就擦，没有系统整

理，更没给下一届留下模板。“基础都没有打好，

更别说不断升级了。”

另一个让他感触颇深的情况是，由于美育

课程的缺失，村里很多孩子缺乏持续探索的能

力，“对新鲜事物大多只有好奇，没有深层次的

研究和学习”。而杭州的孩子因为学校机会多，

接触新鲜事物后吸收速度很快。

有 次 他 从 爱 心 人 士 捐 赠 的 物 资 中 翻 出 一

批橡皮筋飞机模型，就带着自己班的孩子动手

做。刚开始学生怯生生的，因为害怕弄坏，手伸

出去又缩了回来。当他们组装好了第一架飞机

后，其他班的孩子也到操场上围成一圈看，但

只是凑个热闹。

“我很想让他们的好奇度更持久”，但王炳进

总因为无法解释更深入的理论知识而感到迷茫，

“我也知道（飞起来的原因）是升力，但是再深的物

理知识我就解释不了。我很痛苦，因自身的能力缺

乏，对不起孩子。”

到了滨江，为了让丹寨的教师开阔眼界、提升

自信，张翼文除了带他们参与日常教研活动、课堂

展示，还会带他们去书城买书。“老师（在里面）就

像疯了一样，时间到了，有老师没挑完，张校长还

会再给我们时间继续看。”王炳进笑着说。

从“送教”到“送课程”

长期以来，丹寨羊甲小学校长王春平都在为

留不住教师而头疼。羊甲小学 23 名教师的平均年

龄在 45 岁以上，只有一名 35 岁的年轻教师，以中

职学历为主，教学时难免有倦怠的情绪。“但现在

学校缺老师，就算想提升教师素质，也抽不出人去

滨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翼文也有打算。未来，

丹寨的学校每派出一名教师来滨江学习，滨江实

验小学的教育基金就会给这所学校发放适当补

助，帮助他们聘请其他教师补岗，“这样能促进学

校的良性发展。”

从 2020 年起，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开始结对

帮扶丹寨县羊甲小学。面对王春平提出的种种困

惑 ，张 翼 文 建 议 ，“ 校 长 也 要 有 更 开 阔 的 办 学 视

野，围墙外的老师也能为我所用，要适当借助社

会力量。”

两所小学结对后，不仅给羊甲小学学生捐赠

新衣服、新餐具、新书包等学习生活用品，还换掉

了学校里用了十几年前的老电脑，搭建了 200 多

平方米的乒乓球室。

改造好硬件设施后，张翼文希望帮扶能从“送

教”向“送课程”转变，把羊甲小学的体育、美术、书

法等拓展性课程的教师也配齐，“他们从当地社会

机构聘请专业人员，由我们来支付费用。希望三五

年后，能带动当地教育生态的改变，打造出一个东

西部协作乡村教育振兴的样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海介绍，去滨江区挂

职的教师回来后，要对本校教师进行二级培训，把

学习经验和感悟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除了教学方法外，王炳进还打算更好地落实

家校合作。他在丹寨家访时，经常碰见很多留守儿

童，写着作业就开始发呆，一问才知道是“想爸爸

妈妈了”。而且丹寨的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酒文

化浓厚、喜欢串门，孩子回家后常常没有安静的学

习环境。

而滨江实验小学的教师几乎每天都和家长沟

通孩子的学习情况，还有像学生录制短视频给同

学讲解这样多元的课后辅导模式。王炳进希望能

探索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家校合作模式。

“我们总低估孩子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现在

王炳进觉得，教师能力和家长态度的改变才是最

根本、最迫在眉睫的事。

名师工作站如何为乡村培养“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打 开 村 小 教 师“ 新 视 窗 ”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老师，航天英雄杨利伟在神舟五号

飞船里坐在哪儿？”“飞机前面为什么是

尖的？”“火箭有多重？”这些问题来自大

苗山深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思源

实验学校的航空科普选修课上。

融水县地处广西北部，是国家扶贫

开 发 工 作 重 点 县 和 滇 黔 桂 石 漠 化 片 区

县，于 2020 年实现脱贫摘帽。据思源实

验学校教师介绍，该校学生主要来自汉、

苗、瑶、侗、壮 5 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

大多数。

2018 年起，西北工业大学派出研究

生支教团到融水支教。2019 年 12 月，西

北工业大学学工党支部和思源实验学校

党支部合作共建国防科普教育基地，为

七年级学生开设航空科普选修课，“在孩

子心中播下理想和报国的种子”是支教

教师共同的心愿。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飞行器动力

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罗伟杰是第二十三届

支教团成员。虽然他大学期间做过家教，

也曾到学校周边讲授环保课程，但面对

3 个班的数学课和 10 个班的航空科普选

修课教学，他备感责任和压力。

没想到，第一节课他刚走进教室，学

生就边鼓掌边喊“罗老师”，这让他逐渐

卸下了包袱。几堂课过去，学生们开始在

课外管罗伟杰叫“罗哥”，还主动要求他

多开点“航空小灶”。

“ 学 生 最 喜 欢 来 这 个 教 室 参 观 模

型。”罗伟杰所说的教室藏在教学楼一楼

的实验室中，外墙上挂着我国本土第一

架飞机和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海

报。走进教室，课桌上整齐摆放着 30 架飞

机、3艘火箭、3辆坦克等模型。

罗伟杰介绍，开设航空科普课的初

衷并不是要让学生记住某种火箭的飞行数据或某辆坦克的关键

细节，而是结合教材把晦涩难懂的航空知识，用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讲出来，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

课上用的教材《你好！航空器》，是支教教师张运鹏等编写的。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编写教材的初衷很简单，“把科学的

乐趣传递出去”。大学期间，他将本科所学的航空系统理论以绘本

的形式编成教材样稿，请时任西北工业大学民航学院院长、现校

党委副书记万小朋指导，又拿回高中母校北京四中，让物理教师

陈伟看过。他还打印分发给了亲戚家的孩子一起提建议。经过反

复修改，教材于 2020 年夏天正式出版。

没过几个月，张运鹏就收到了入选学校研究生支教团的通

知。2020 年 10 月，在融水开展了 1 个多月支教后，张运鹏向思源

实验学校领导和西北工业大学老师提出，希望在学校开设一门

讲航空知识的科普课，“学校同意后，我特别激动，有一种广阔天

地要有所作为的感觉。”

兴奋之余，他也有些顾虑。因为当时张运鹏既是班主任，又

是英语教师，他面对的学生英语基础薄弱，有的直到六年级才开

始学英语。张运鹏担心开了选修课会耽误英语教学工作。

事实证明，航空科普选修课逐渐步入正轨，英语课的教学也

没有落下。张运鹏说，他带的两个班英语成绩从入学时的倒数第

三到稳居第一。

目前，张运鹏的学弟学妹罗伟杰和许安琪接过了航空科普

课的教学接力棒，将航空知识的教学拓展到三航（航空、航天、航

海）教学，并结合实际授课内容逐步丰富和完善教材。他们还在

融水开展三航科技文化节等活动，为当地青少年进行国防知识

科普。

团融水县委副书记韦丽苗说，2003 年以来，全国有 600 多名

西部计划志愿者到融水开展志愿活动，并形成“暖融”工程、“炭

火行动”、新桥助学、“三航筑梦计划”等志愿服务品牌。18 年来，

她从与志愿者差不多大的年纪到现在成为大家的“班主任”。每

年 7 月收队时，她都会送走一批老队员，又迎来新队员，“志愿者

带来了知识，孩子们也想当他们的学弟学妹，走出大山，回报当

年的支教老师。”

口述：大连民族大学支教学生 苏补呷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晨

我叫苏补呷，家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梅子萍

乡梅子坪村，是大连民族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也是我们村

里第一个本科生。

9 岁那年，我第一次走出大山独自到县城求学，第一次

吃 到 大 米 饭 ，第 一 次 学 说 普 通 话 ，第 一 次 竞 选 班 长 ⋯⋯

2017 年我考入大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2018 年成

为大连民族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每逢假期，一回到家，我们家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

方。许多孩子会拿着不会做的习题来找我帮忙，一来二去，

我成了村里的小老师。孩子们的家长也常会到我家中做客。

我是学校书法爱好者协会负责人，为家乡的孩子们补

习功课之余，我会教村里的孩子书法。我对他们说：“书法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要通过一笔一画的中国字传承下去，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021 年暑假，我参加社会实践，在梅子坪村村委会给

村里的孩子作一场题为“树立理想，走出大山”的主题宣讲。

宣讲结束后，一个小朋友说自己第一次感受到，通过努力，

大山外的世界可以与自己如此接近。

一个名叫沙尔体的小朋友说：“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

把村子也建成像大城市那样好。”

还有一个名叫何康的小朋友说：“自己想当一名火车

司机，把火车开到村子，这样就能让村里人不用再坐马车

牛车。”

孩子们这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让我深受触动。我同他们讲，

我走出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回来，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

我至今记得高一那年，国家给每家每户都发了太阳能

电池板，让全村百姓告别了松明照明的日子。我觉得那不仅

仅是一盏灯、一束光的变化，而是我们村的希望之光。

走得越远，越明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意义。我能从大

凉山中走出去，也能走回来。我愿做深山里的“萤火”，虽然

微弱，但能在暗夜抚慰人心。

未来我想回到家乡基层工作，为家乡的发展建设贡献

力量，做点亮家乡发展之路的一簇“萤火”。

愿做深山“萤火”
抚慰人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当了 20 年语文教师的孙伟霞，如今感慨

“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同样时长的一堂课，

“要比之前花更多心思”。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州中学教育集

团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孙伟霞看来，“老师以前

主要根据课程标准授课，教会学生基本知识就

行；现在更注重学科核心素质的培养，还要根

据学情分层分类推进。”

临 夏 州 地 处 青 藏 高 原 和 黄 土 高 原 过 渡 地

带，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

面临新课改和“双减”的机遇与挑战，临夏州

下大力气促进城乡教育发展，很多学校的课堂

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为了上好“种子”这堂课，河州中学教育

集团附属中学的生物教师胡恩平和学科组其他

教师集思广益，做了一个视频，生动展示一颗

种子的生命历程，还在视频中导入“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的诗句。随着课堂内容的变

革，胡恩平越来越感受到，学生对生物课的理

解和认识在不断深化，学习热情也空前高涨。

“‘双减’旨在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

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该校校长徐锡华

认 为 ， 在 新 课 改 背 景 下 ， 全 面 落 实 “ 双

减 ”， 要 着 力 让 课 堂 教 学 提 质 增 效 ， 同 时 打

开学习空间，赋能学生成长，打造一个完整

的学习生态圈。

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始，该校加强师资培训，

帮助一线教师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高质量

的教育需要高质量的课堂，要向 40 分钟的课堂

要效益。”徐锡华对学校管理也进行了改革，该

校行政等部门全部服务课堂教学，不能随意影

响教学活动；教师以学科组为单位，开展团队

集智备课，由学校对学科组教学教研进行整体

考核。

“所有教研活动的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塑造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作为生物学科组组

长，这学期以来，胡恩平带领其他生物教师根据

新课改精神，着重研究如何在生物课堂上强化学

生的生命观念、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自“双减”开展以来，胡恩平的工作量增加

了，但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该

校七年级一班的东乡族女孩唐亚君明显感觉到，

课堂内容变得充实了，形式也更加活跃。在教学

中，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的课后

作业也少而精。因此，学生有更多时间丰富课余

生活。唐亚君还加入了摄影社团，最近，她和同

学利用节假日拍摄了植物种子发芽、水沸腾等科

学现象。“用镜头观察和记录世界，很有意义。”

唐亚君说。

26 岁的历史教师马秀琳两年前从华中师范

大学毕业来到临夏五中任教，短短两年时间，就

承担了历史教师、班主任两个职务，经历学校教

研、教务、德育 3 个处室的锻炼。该校校长何志

权十分注重教师的全方位培养，在他看来，只有

对年轻教师进行多方面锻炼，才能培养出高素质

的教师。

在近期讲授抗美援朝战争的课堂上，马秀

琳用 25 分钟讲解课堂内容，剩余时间展示课

前精心准备的视频动漫资料，加深学生对这一

历史事件的全面认识，最后还通过组织学生开

展课堂分析，完成了课后作业。

课下，马秀琳还组织学生参与抗美援朝题

材的剧本杀，通过情景创设，让学生扮演相关

角色，进一步感知和理解这段历史。

“过去讲历史，感觉离学生很远，如今通

过课堂教学的创新，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历史和

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也是历史的书写者，要珍

惜当下大好时光。”马秀琳说。

去年秋季开学以来，临夏市 51 所中小学

全部开展课后服务，参与教师 2744 人、学生

46008 人，实现课后服务 100%全覆盖。临夏市

教育局副局长拦继伟经常走进学校，了解“双

减”落实情况，在他看来，“只有深入师生、

深入课堂，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提出真问题，

总结好经验，真正让课堂提质、让学生受益。”

在临夏州广河县，教育部门调研发现，中

小学生参加校外课后辅导的人数不多，便从满

足学生校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入手，同时加强

开展学校教育课后服务，有效实施课后育人活

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双减”的全面推进，也给广河县城关小

学热爱篮球的小学生带来了福音。该校专门开

设篮球课后服务，学生可以组成社团，由专业

老师指导训练。这学期，六年级 3 班的回族女

孩陈美伊加入了学校篮球队，成为篮球队里一颗

亮眼的星。

陈美伊从小就爱看篮球比赛，加入篮球社团

后，她在老师的指导下进步迅速，很快加入学校

篮球队。除了在学校训练，篮球队的学生还参加

广河县中小学的篮球联赛，在全县文体活动中频

频亮相。

队员们热爱篮球，老师教得用心，城关小学

的篮球队在周边越来越有名气，曾在全省比赛中

获奖，日前还代表甘肃省参加了姚基金希望小学

篮球全国联赛，取得了小组二等奖的好成绩。

丰富的课后育人活动，打开了城关小学学生

的一扇窗。目前，除了篮球，该校还组建了舞

蹈、科技、合唱、美术、书法、足球、乒乓球等

24 个 社 团 实 践 小 组 ， 有 效 促 进 了 学 生 全 面 发

展。前不久，教育部遴选的“第三批全国中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名单出炉，广河县

城关小学的诵读、民族舞蹈和书法项目入选。

去年以来，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临夏

州教育系统积极借鉴发达地区义务教育课后服务

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通过制定“一校一案”实

施方案，采取“5+2”课后服务模式 （即学校每

周 5 天 开 展 课 后 服 务 ， 每 天 至 少 开 展 两 小 时），

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

覆盖，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临夏州教育局副局长陈杰介绍说，“双减 ”

工作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临夏

州全面推进，各级学校全力抓好组织落实，工作

取得了积极成效。

向40分钟要效益

甘肃临夏：新课改背景下的“双减”探索

临 夏

州临夏市第

五中学的篮

球比赛。

临 夏

州 教 育 局

供图

临 夏

州 临 夏 市

第 五 中 学

开 展 趣 味

运动会。

临 夏

州 教 育 局

供图

火箭

﹃
飞
﹄
进大苗山

在孩子心中播下理想和报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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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师的眼界打开之后，才能打开课堂，打开学生。”过去 3
年，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校长、有 30 多年教龄的特级教师张翼文在
丹寨成立名师工作站，带动484位名师到1500多公里外的丹寨送课
送教，以课堂教学、观点报告、教材解读相结合的方式，打开村小教
师的“新视窗”，为当地培养一批“带不走”的优质教师队伍。

张翼文在给学生上课。 受访者供图

探 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