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每一个日子过成诗

顾文艳

1994 年 9 月，中师毕业的我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工作近 30 年，我努力营造丰富的母语学习

环境，充分尊重学生独特的学习体验，在语言实践中培养学生语感，发展学生思维，拨动学生心弦，

逐步形成以“诗教激趣，课堂得法，读写延展”促进儿童成长的语文教学观。我主持的省级课题“儿

童诗阅读欣赏与创作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了“江苏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

“没有书，人生便失却了一大半的精彩。”这句话是我被评为兴化市读书之星时写下的读书感言。

从记事起，书就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在高邮师范读书的那三年，我几乎借阅了图书馆所有

的诗歌集、小说集、散文集。工作后，我又大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和学生一起走进童书的世界。《窗

边的小豆豆》中的小林校长成了我的偶像，我努力在班级里营造一个小小的“巴学园”。《兔之眼》

中的小谷老师对铁三温柔而坚持的爱，让我无法不动容。每位教师都应该拥有一双“兔之眼”，美丽

而和善，蕴含着祈祷，闪烁着宁静……

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孩子。让学生爱上阅读，我是从给他们讲故事开始的。我安排充足的阅读时间，

让学生可以从容地阅读。清晨、课间、自习课，学生都可以坐在阅读角，静静打开一本书。我还为孩

子们创造各种展示阅读成果的机会：朗读精彩片段，为图书配插图，续编故事，推荐好书……

为了鼓励学生写作，我创办过班报《万物集》《旦言星语》，还和学生开展写作比赛。我的博客

有 349 篇教育随笔。博客关闭后，我开通微信公众号“竹影居”，继续写教育随笔，6 年时间，写了

800 多篇教学随笔。2012 年，出版《行走的风景》，2021 年，又出版了《我就想静静地教书》。我在

《人民教育》等报刊发表论文随笔百余篇，还被聘为《教师博览》《小学语文教学》的签约作者。

我自己读诗、写诗，发表诗作；我的学生读诗、写诗，创作了上千首童诗，发表了几百首诗作，

还在全国各类童诗创作大赛中一次次获得大奖。没有一张考卷是考查孩子们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考

查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可是，我知道，在诗和故事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心是柔软的，他们的

想象力不会消逝得那么快，他们会比别的孩子更有好奇心，他们会爱着这世间的一草一木……

记得我的几个早已工作的学生曾经说过，他们至今依旧爱阅读爱写作，是因为受我的影响。如果

没有发自内心的对阅读对写作的敬重与爱，我又如何能影响我的学生？我教给他们的知识，他们早已

忘却，但对阅读对写作的爱，却是时光带不走的。真正的教育，是让当下的事，有未来的意义……

我把读书写作过成我的语文生活，不仅影响着学生，也影响着身边的同事，我创建过“绿满窗读

书会”“修竹读书会”，带着老师们一起读书写作。我静静地教书，带着孩子们享受阅读与写作的甜

蜜与芬芳，把每一个日子过成诗。

影响我的一本书是《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10 多年前，一页页翻看《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我

似乎推开了洛杉矶市中心那间狭小的教室的门，看着雷夫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做实验，做手工；和孩子

们一起听摇滚乐，看经典电影，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那一刻，不由对雷夫满怀敬意。雷夫·艾斯

奎斯创造了一间充满奇迹的 56 号教室，他的故事感动了整个美国。

每年 48 周，每周 6天，每天 12 小时，雷夫给了孩子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爱。正如

雷夫所说“教育是没有捷径的”，56 号教室的奇迹正是源于雷夫全身心的投入。雷夫老师坚信“热爱

阅读的孩子，将拥有更美好的人生”。56 号教室衡量孩子阅读能力的标准是他们阅读时发出的笑声和

流下的泪水。充满教育理想和激情的雷夫，充满爱和教育智慧的雷夫与充满勇气、毅力和热情的 56

号教室的孩子们共同创造了 56 号教室的奇迹。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3 年 1 月 13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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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起步争春早 乘势而上谱新篇

——2023 年全市中小学教科研工作会议召开

2023 年 2 月 4 日，全市中小学教科研工作会议在实验小学大同

校区举行。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光耀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市直、民办高中学校校长、业

务校长、教导主任、教科室主任；各镇（街）学区（联区）主任、

业务主任（指导员）、小学教研室主任；各初中学校校长、业务校

长；所有局管小学校长、民办小学校长；市教研室全体教研员近 300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市教体局党组成员、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王延军同志主持。

文化路实验小学刘冬梅校长、界河镇学区李长勇主任、一中高

三腾云部马军主任就新课程的校本化实施、镇域教育质量提升和尖子生培养等工作分享了本单位优秀的做法，

富有借鉴意义和学习推广价值。

市教育和体育局教科所所长孔德福同志传达了《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市中小学线下补偿性

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

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研室主任马培函同志做了《2023 年全市中小学教科研工作报告》。马

主任系统总结了 2022 年全市中小学在课程建设、课堂改革、队伍建设、城乡均衡、线上教学、科学备考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对新一年的教科研工作，马主任强调，要围绕“打造教育现代化示范市，争当全省县域教育新典

范”这一目标，研究影响学生成长成功的根本要素，抓住“课程改革、课堂改革、教师专业发展”三大根本，

在补偿性教学、作业教学改革、乡村振兴、国家试验区建设、中高考备考等五项重点的工作中寻求突破，锐意

进取，攻坚克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新时代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子，创造新经验，擦亮

“学在滕州”靓品牌。

朱局长指出，一年来在疫情防控与质量提升的双重考验下，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坚持教学、帮扶两不误，

彰显滕州教育人的责任担当，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朱局长要求，新的一年，全市教育工作者要坚持勠

力同心，找准奋进坐标，以更高的站位彰显滕州教育新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凝聚奋进力量，以更实的举措展

现滕州教育新作为；坚持担当尽责，扬起奋进之帆，以更强的责任开启滕州教育新篇章。

王延军主任对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提出以下要求：一是各学校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围绕提升办学质

量这一核心，查摆问题，精准施策；二是学校管理者要坚持管理即

服务的理念，做教师成长的贴心人，做学生发展的知心人；三是广

大教育工作者要保持工作的韧性，发现困难，直击困难，敢于解锁

难关，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

人勤春早功不负，奋斗实干启新程。今天的教科研工作会议，

既是年度教科研工作的总结、部署会议，也是学年度的中期调度会

议，定会激励鼓舞全市教育工作者永葆“争第一，创唯一”的锐气，

动若脱兔，奋跃而上，飞速奔跑，为打造教育现代化示范市，争当

全省县域教育新典范而赓续奋斗。（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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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 月 4 日，全市教科研工作会议顺利召开。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会议既总结了上年度教科研

工作，又对新一年教科研工作进行积极谋划和部署。会上文化路实验小学刘冬梅校长就新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分享

了本单位的优秀做法，富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现将文化路实验小学刘冬梅校长的典型发言刊发于此，供大家

参考与借鉴。

创建好课程 成就好未来

打造新课程校本化实施的文化路实小样本

滕州市文化路实验小学 刘冬梅

一、聚焦核心素养，全力建构学校特色课程体系

我校始终贯彻“臻善体仁”的教育理念，围绕促进学生能力提高和必备品格形成，着力打造新课标体系下的

学校特色课程体系，将核心素养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实践。我们提出了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成长需要的特色课程

设置目标，着力构建相互融通的学习场景，实践探索“学习无边界”“全空间学习”的新模式，构建了新课标体

系下的“大—精—微”学校特色课程体系，强化“大”字课程（国家课程）的奠基功能，重视“精”字课程（学

校课程）的拓展功能，落实“微”字课程（社团课程）的扬长功能。通过编撰规范教材，让课程“特”起来；通

过开展特色社团活动，让课程“用”起来；通过走向校外广阔天地，让课程“厚”起来；通过培育提升学习成果，

让课程“亮”起来。我们开发并实施了“生活教育”“博物课程”“快乐劳动”“我们上学啦幼小衔接”“足下

生辉”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学校特色课程。

二、聚焦实践探究，全面提升新课程实施水平

我们将劳动课、综合实践课、硬笔书法、全科阅读等课程纳入课程表，保证了上课时间；多学科融合，劳动

教育课程实现系统化、螺旋式提升。我们创设生活课程，整合生活之源，遵循生活之道，成就生活之人。我们重

视自主探究、重视五感学习、重视多元表达，构建减负增效新模式。我们着力推进项目化学习，为学生铺设一条

瞭望世界、走向未来、走进社会的路径。

三、聚焦靶向培养，定制培养独具匠心的师资队伍

理念充电，为新课标校本化实施奠定基础。靶向培养，为新课标校本化实施提供保障。我们通过加强制度建

设、强化学习培训、活化校本研修，积极构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校本研修机制，扎实而专业地推进新课标

落地，开展“假期课标共读”“新课标·新课堂校本培训”，打造基于核心素养的听评课制度，抓实“学教评一

致性”，带领全体教职工探寻着专业成长的幸福。

靶向培养，为新课标校本化实施提供保障。我们为教师量身定制发展规划，开展“传薪火喜迎二十大，携青

蓝铸品新文化”青蓝工程、“开讲啦”系列讲座， “专业与敬业”系列讲座活动。挖潜本校有专业特长教师执

教特色课程，邀请具有专业知识的家长来校授课，聘请博物馆专业讲解员、中草药种植技术员、农作物种植专家、

足球教练员等校外专家来校讲课。

四、聚焦赋能提质，重构新课程评价体系

在“乐学趣评”等多元评价体系下，根据新课程标准要求，重视过程性、即时性、增值性评价，关注学生学习

全程，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及时矫正、不断完善，提升核心素养。

评价为新课程标准落地而生。 “乐学趣评”学业成果展评系列活动，采用“作业+面对面”“等级+星级评价”

相结合的展评方式，关注学生的独特体验，尊重学生的见识。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重视学生活动过程

中行为表现和付出努力的程度，努力探索、思考，充分发挥即时评价的导向作用。

评价为学生核心素养提升而变。课程撬动学校变革，评价激励学生发展。课堂教学是促进核心素养“落地”

的关键，每一节课的效果都关乎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我们积极探索基于学科素养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让教

学评价再次实现跨越，真正地让每个孩子收获学科的内涵，基于学科素养，乐学趣评，多元评价，让质量真正提

升，助学生拔节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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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新征程 聚力特长生培养
——市教研室高中部深入滕州一中腾云部高三调研

为加强对滕州一中腾云部高三学生工作视导，深入推进名牌高校强基计划

落实。1 月 26 日，马培函主任和朱述进主任带领高中教研员深入腾云部一教二

教听课调研视导。滕州一中教务处主任张厚德参与了本次活动。

调研活动采用听取汇报、集中听课、查阅材料、分头座谈、集中反馈等形

式。在反馈中，马培函主任再次明确名牌高校强基计划、艺术特长生等招生政

策，梳理拓宽学生升入著名高校的渠道。腾云部副主任马军汇报了新一届高三

后期备考，克服疫情防控带来的损失，实施了补偿性备考教学方案，有信心有

能力做好特长生培优备考工作。 （张洪旭）

开学视导启新篇 奋楫扬帆新征程
——市教研室初中部深入三校调研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学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加强对学校学期初工作视导，2
月 9 日上午，市教研室初中部全体教研员在朱邦伟主任、程明进主任、刘念殿

主任的带领下到滕州市墨子中学、至善学校、滕东中学开展视导工作。

视导组分别听取了三个年级七个学科 12 位老师的常态课，通过听课，深入

了解恢复线下教学后的课堂教学现状以及师生的课堂表现和学情动态。随后通

过听取报告、课堂点评、座谈交流、查阅材料等，为补偿性教学是否落实“备-
教-学-评”的一致性进行会诊把脉。朱主任肯定了各学校从教学理念的转变、

课堂效率的提高、核心素养的聚焦、高效课堂的构建、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工作落实。

此次视导活动，推动了各校确立坚持教育教学的中心地位不动摇，不断优化教学管理，促进教学规范，促进

教育内涵发展和优质均衡。 （张俊刚）

视导把脉促成长 凝心聚力启新程
——市教研室小学部赴三校调研

2 月 8 日-10 日，市教研室小学部赴南沙河镇中心小学、四实小和荆河街

道河阳路小学开展开学视导工作。

每到一所学校首先听取学校开展补偿性教学工作的汇报。随后，深入课堂

听课指导，全面了解教师课堂教学、新课程理念及课堂教学真实水平。课后，

各教研员与授课教师面对面反馈指导，对如何落实补偿性教学、新课堂达标、

构建高效课堂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此次视导活动，促进了学校补偿性教学的有效实施，进一步推进达标课堂

建设，助推全市小学教学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杜光）

1.各学段筹备召开学段推进会。

2.各学科筹备召开学科研讨会。

3.各学科命制模拟题、《提分精要》。

4.初中、高中指导学校进行阶段性质量监测、阅卷及成绩分析。

5.高中梳理上报枣庄市优质课参评名单。

6.部分学科辅导省复赛选手磨课。

7.拟定滕州市级课题中期考核工作方案，组织课题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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