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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明：现在很多教师不喜欢写

作，更不用说年轻教师了。你算是一

个“另类”，短短 1 年多就公开发表了

20多篇文章。请你讲一讲自己是怎么

走上教育写作之路的？

段小华：2022年，是我步入工作岗

位的第10个年头。这些年来，我始终坚

守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忙碌的工作

和单调的生活让我感到有些无奈，每

天都在处理学校的事务和学生各类矛

盾中度过。虽然表面上看似充实，但每

当夜深人静时，我却感到恐惧。我害怕

无法解决那些未曾遇到过的难题，我

害怕明天的到来。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偶然看到

了一篇关于“教育写作共同体”的招募

推文。这篇推文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我

内心的沉寂。我被“教育写作共同体”

的创建者对教育的热情所感染，我渴

望像共同体成员一样，用文字记录教

育生活的点滴，我迫切地需要成长。于

是，我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添加了共同

体群主的微信。就这样，我成为“教育

写作共同体”的一员，开始了我的教育

写作之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写

就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写作成为我教

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张道明：2022年1月，你加入“教育

写作共同体”，坚持周更千字文，近2年

的时间，支撑你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段小华：既然选择了，就要勇往直

前。加入“教育写作共同体”的过程中，

我也曾因各种活动和任务感到疲惫，

想要放弃。但是，看到共同体伙伴们的

支持和鼓励，我暗暗告诉自己要坚持

下去。2022年1月10日，我加入“教育

写作共同体”以来，坚持读写，至今已

经撰写了500多篇原创文章，写下了近

60万的文字。虽然我的文字还有些稚

嫩，但我已经克服了写作的畏难情绪，

不再害怕写作。我会把与“调皮学生”

的交往互动记录下来，作为独特的素

材；当思维枯竭时，我会阅读共同体伙

伴们的文章，寻找灵感；当遇到棘手的

问题时，我会从书籍中寻找答案。这个

过程中，我找到了一种更新思维的方

式，寻觅到了一种内在生长的力量，更

为重要的是，我面对“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教育现象，不再随波逐流，开始

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思考，这是教育写

作带给我的崭新体验。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仅点燃了自己的专业写作火焰，

也点燃了教育热情的火焰。

张道明：作为一个教育写作的新

手，你平时喜欢写哪一类教育文章，喜

欢向哪些报刊投稿？

段小华：自从接触教育写作，我发

现生活中的点滴都能成为写作的素

材。我最喜欢撰写教育叙事，这种文

体通过讲述教育者的亲身经历，深描

教育事件的真实情境，从小处着手，

以小见大，是教育者的真实体验与主

观理解的结合，对于一线教师特别容

易把握。写教育叙事让我审视自己的

实践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次工

作复盘，固化有效做法，总结经验教

训，少走弯路，寻找更为适合的教育方

法。

除了教育叙事，我还热衷于撰写

专题征稿。“教育写作共同体”会不定

期组织成员参加各类教育期刊征稿活

动，我曾参加过“劳动教育”“传统文化

教育”和“教师收心”等主题的征稿。这

些征稿活动中，我了解到了哪种类型

的文章受众面更广，不同期刊的栏目

文章的特色，明确了写作者一定要有

读者意识。业余时间，我积极投稿《德

育报》每月主题征稿，因为《德育报》每

篇文章字数要求不多，基本上是千字

左右，而且反馈信息迅速，可以让读者

及时获得审核结果。

张道明：在近 2 年的教育写作生

涯中，你有没有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时

候？

段小华：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教育

写作经历，当属“教育写作共同体”组

织成员参加《福建教育》（德育版）的

“传统文化教育”主题征稿。那时，群

主刚刚发布了征稿启事，而我恰巧有

在阳光体育课上进行了一项传统文

化教育活动的经历。于是，我把自己

在阳光体育课上的组织过程详细记

录下来，写成了一篇名为《当阳光体

育课“邂逅”民间游戏》的文章。那时，

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是想试试

看。出乎我意料的是，文章竟然顺利

通过了初审。当我看到《福建教育》的

编辑发来的好友请求时，我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当我确认无误

后，我开始按照编辑林老师的要求着

手修改。这篇文章，我反反复复修改

了 5 次，每一次修改都让我深深感受

到编辑老师的严谨态度和用心。我连

续挑灯夜战，根据编辑的建议，逐一

修改文章，直到编辑老师告诉我，文

章通过了终审，心中的石头终于落

地。我也深切地明白了“做得好”不一

定“写得好”，写作需要得到专业的反

馈与指导，才能逐步提升水平。

张道明：与投入写作相比，很多新

教师更热衷于赛课，他们认为只能在

课堂上锻造专业素养。你认为教育写

作对专业素养有什么帮助呢？

段小华：写作既是“一种技能”，又

是“一种思维方式”。教育写作给我带

来的转变，就像一粒种子在土壤中悄

然发芽，渐渐生长。以前，学生的“调皮

捣蛋”在我看来，就像一场无法避免的

灾难，让我头痛不已。现在的我却像找

到了珍贵的宝石一般，对儿童的各种

各样问题充满了惊喜。这些问题是我

写作的宝藏，也是我理解学生的通道。

正如“教育写作共同体”群主所说：“文

章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单单写出来

的。”我开始观察思考学生问题行为背

后的原因，我开始理解学生的表现与

家庭教育的关系，我开始对学生多了

一分同情与怜悯，教育素养得以慢慢

积淀，教育智慧潜滋暗长。

小龙（化名）是一个暴躁易怒的孩

子，他总是用最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

与同学的关系紧张。他就像一只刺猬，

让人无法靠近。我选择与他沟通，记录

下我们的沟通过程，我阅读专业书籍，

努力去理解他的内心。我把教育日记

分享给小龙，与他一起成长。渐渐地，

小龙的外壳开始脱落，他可以平和地

面对同学了。教育写作让我更深入地

理解学生，让我更有效地进行教育实

践。我想对年轻教师说，拿起笔开始写

作吧，因为教育写作是一种不需要门

槛的成长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提高，更

是一种自我成全。

【本文系“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中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专业写作
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
PDTR2023-13）成果之一】

国庆假后的第一天，我在校门口值

周，学生陆续来到校园。8点左右，一位

三十多岁的年轻爸爸送两个孩子到了

学校门口，只见两个孩子坐在车上怎么

也不愿意下车，这位爸爸很是无奈，只

好打电话请来姐姐的班主任。

班主任老师进到车里，抱住孩子，

和蔼可亲地问道：“怎么啦，是身体不舒

服，还是作业没有完成？”此时，姐姐说：

“脚痛。”班主任挽起孩子的裤腿，细心

地查看后，跑回办公室拿来了体温计，

给两个孩子测了体温，没有发现孩子生

病的迹象。无论怎样劝说，孩子就是说

“脚痛”。无奈中，老师只好对家长说：

“那先送孩子去医院看看吧。”父亲站在

旁边，面带怒色，听到老师这样说，只能

领着俩孩童走了。

这一幕引起了我的深思：真是孩子

身体出问题啦，是教师管理有问题，还

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家校如何联手，应

对孩子“假期综合征”？

从孩子的精神面貌看，俩孩子不像

生病，如果真是姐姐脚痛，那么弟弟应

该留下来去教室呀。就事论事，不难看

出，这位年轻父亲的教育存在些许问

题。他有没有对孩子“假期综合征”进行

生理和心理的疏解？可能家庭亲子关系

存在不和谐的情况。他是否了解孩子学

习的完成情况？孩子是否因为没有完成

作业而害怕老师的处罚不愿意进教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乡村教师如何最

大化找到家校共育的交集点，因材施教

让学生开心走进教室？这些都是应该思

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反思家校共育的指导
力。乡村学校有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

支持乏力，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现在有

微信等技术手段，但搭建家校共育的

“连心桥”、缩短家长与老师的心理距离

并不容易。教师需要用心调研，经常和

家长沟通，唤醒家长作为教育孩子的主

体的意识，引导家长用恰当的方式参与

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融洽亲子关系。

试想，如果老师在开学前善意提醒家长

对孩子做好“假期综合征”的疏解，是不

是能减少孩子对上学的恐惧。

其次，我们要反思“双减”的落实
力。农村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指导能力

有限，假期作业的布置需要老师针对每

个孩子的个性特质、学业基础、家庭状

况设计具有趣味性、层次性、可操作性、

实践性作业，让每个孩子在能力范围内

完成作业，把完成作业当作一种学习的

享受，避免学生因为未完成作业而产生

惧怕到校的心理。

再次，我们要反思育人的管理力。
成尚荣老师说：“教师的第一专业是儿

童研究。”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生命个

体，只有老师保持一颗童心，全方位了

解每位学生的家庭境况、学习兴趣、生

活情趣、个性特质，以儿童视角思考教

育教学活动，蹲下身来看学生，学会容

错、化错，让学生不因犯错而害怕到校。

最后，家长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
父母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课

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

担起对孩子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

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孩子养成良好

品行和习惯。

一方面，父母应学点教育学、心理

学，加强愉悦亲子关系的建立。只有父

母倾听到了孩子的诉求，才能走进孩子

的心里，对孩子的动向进行合理的纠

偏。如果这位父亲走进了孩子的心里，

就能知道孩子不愿进入校园的原因，而

后与老师共商孩子的教育，就不会出现

孩子不愿走进校园的那一幕。

另一方面，父母要给孩子提供情绪

支持。有了良好的亲子关系，父母在理

解孩子的基础上，提供情绪支持，让孩

子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给孩子营造一

个安全倾诉的空间，告诉孩子有问题可

以随时给家长、老师和亲密的朋友倾

诉。如此，孩子就会将不愿进入校园的

意愿向家长、老师和朋友倾诉，不至于

用“脚痛”这种理由来搪塞。当孩子出现

问题，父母要帮助孩子分析原因，找出

问题的根源，然后针对性解决问题。假

如孩子不愿进入校园，引导孩子从正反

两方面分析问题，理解不进入校园学习

的严重后果。当然，如果孩子焦虑情绪

特别严重，作为父母还可以寻求专业帮

助，带孩子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咨询

心理辅导师，让他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

帮助。

遂宁市高度重视实验教学工作，全面

贯彻落实《四川省关于新时代加强中小学

实验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四川省中小

学实验课堂教学指导意见》，为“切实扭转

忽视实验教学的倾向”，不断加强实验教

学工作的过程监管、完善评价督导机制，

对实验教学管理的新模式进行了如下的

探索和实践。

首先，构建“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工
作体系。通过部门协作、多级协同，建立

起分工合作、互为支撑的工作机制，整体

推进实验教学工作的开展。遂宁市的实验

教学工作由各级电教（技装）部门负责牵

头，基教、教研、人事、安全、计财、督导等

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基本形成了齐抓共管

的全业务、全流程的实验教学工作体系。

其次，构建“过程性+多元化”的评价体
系。以平台抓监管，以评价促落实，通过

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不断提升实验教

学的管理水平。遂宁市 2020 年搭建了教

育装备信息化管理平台。各级实验教学主

管部门依托平台，一是常态化开展线上巡

课，动态监管实验教学课堂，开展过程性

评价；二是根据学期和年度汇总数据，开

展总结性评价，在学校年度考核中分值占

比5%。每年适时开展实验教学现场抽测

工作，开展形成性评价，并将抽测结果作

为对学校和教师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

最后，构建“常规+专项”的督导体
系。以督查促落实，以整改促提升，推进

实验教学工作纵深发展。遂宁市把实验教

学开展情况纳入市政府对县级政府教育

履职评价进行督导，在评估细则中设置实

验教学专项，今年拟将分值从2022年的1

分提升为3分。督导的内容包括：实验教

学开出率是否达标、教师的实验教学能力

培训情况、新招聘理科教师是否将实验教

学能力纳入面试等。依托装备平台，每年

分 4 次，以抽检的形式开展线上常规督

导，发现问题后进行通报并督促整改。通

过扣分机制，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将实验

教学工作做实。

一、个体案例
小A（化名）在学校里是个开心果，但现

在他萎靡不振地坐在我面前，用不带一丝

情感的语气对我说：“老师，我是来向您道

别的。”

小A十分热爱运动，但在小学毕业时，

因为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不得不放弃职业

运动员的梦想投入到文化学习中。在初

中，因为意外受伤，他彻底告别了运动场，

被父母以爱为由严加约束。在高中，小A遇

见了一名对他体贴、包容的女生，但未等他

走出低谷，因为女生母亲的强势干预，他们

最近变得形同陌路。小A感到万念俱灰，对

我说：“体育梦没了，爱情也要失去了，我活

着又是为了什么？”征得小 A 同意后，心理

健康教师邀请了他的班主任和父母前来谈

谈。

二、应对措施
第一步：心理教育，摆脱误区。我们对

小 A 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也告诉他无论多

么痛苦的遭遇也会夹杂着美好的瞬间，不

能因为结果不满意，就把这些快乐一并否

认。看见小A若有所思，我让他分享这段时

间开心的事。随着叙述，他紧锁的眉头终于

有了一丝松动，看得出来他“坚硬”的内心

开始柔软。

第二步：重要他人，澄清想法。当我询

问小A还准备向谁道别时，出乎意料，他的

父母和女友都赫然在列，明明伤他最深，却

依旧希望再见最后一面，其中缘由绝非

“恨”“怒”“怨”能够解释。我试着问他：“你

是想让你的父母、喜欢的女孩子懊悔自己

的所作所为，一辈子活在自责与内疚中

吗？”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嚅嚅说了句

“我不知道”。看见小 A 开始思考自己行为

的意义以及对别人的影响，我知道他“去意

已决”的内心开始崩裂。

第三步：亲子沟通，打破隔阂。班主任

的电话打破了沉默，小A父母到了。在小A

默许下，我将谈话内容向他们做了转述。母

亲听罢，刚想反驳，小A仿佛找到宣泄口一

般，开始哭诉。父亲听完他的讲述后，长叹

一声说：“刚开始练体育时，我们想着能强

身健体也没有干预。后来，我们看了他的比

赛，激烈的对抗让我们看得心惊胆战，有关

运动受伤的新闻更是让我们夜不能寐，我

们担心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会发生让我们不

愿面对的事，现在看来反而适得其反了。”

话已至此多说无益，小 A 和父母都需

要时间去消化今天的事情，至于小 A 能否

回心转意就要看亲子间的关系及父母的态

度与决心了，看着双方红红的眼眶，我好像

看见了结果。

第四步：持续跟进，重塑希望。后来我

又对小A进行了三次辅导，最终小A不仅重

拾了他热爱的体育运动，也平息了因仓促

“分手”而慌乱的内心。对于未来和梦想，小

A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开一家体育俱乐部，

为更多有激情的孩子提供挥洒汗水和追求

梦想的空间。

三、案例反思
反思一：留足时间，静待花开
青春期的孩子内心本就处在骄傲与自

卑、内向与外向、成熟与幼稚不断转换的矛

盾状态，外界贸然的干预只会打破他们好

不容易平衡好的心态，甚至导致他们破罐

破摔，悲观厌世。

以小A为例，因为可能的隐忧，他的父

母就去阻碍甚至抹杀他的梦想，看似是为

了孩子好，结果却适得其反。而当小A出现

状况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做好了打

持久战的准备，他的父母甚至打算让孩子

休学治疗。也是因为大家给小 A 留下了充

足的恢复时间，才让他能仔细审视、调整自

己的心理状态，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基本解

除危机，这个速度也是远超我们预期的。我

们都说“慢”即是“快”，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更要给学生留足时间，静待花开，多想一想

这句话：“为了孩子我们可以不做什么，而

非要做什么。”

反思二：家校合作，携手共育
小 A 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最大的功

劳要归于家长，当学校需要时，能够立即放

下手中的工作赶往学校已经让不少家长难

以做到，而面对孩子的指责与抱怨还能心

平气和甚至设身处地地思考更是难得，更

不用说在孩子恢复时期的悉心照顾，究其

原因，除了民主的教养观念、良好的夫妻关

系等自身特质外，学校坚持家校共育的理

念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后续跟踪时，小A父

母谈到，其实他们也有迷茫、不解，甚至不

满，但班主任积极主动的关心让他们感受

到学校是真心关注孩子，而通过心理老师

和班主任的指导，他们也能及时改正不合

理的相处模式。

反思三：唯有真诚，以心换心
《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的本质意味

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作为心理老

师，我们相比于其他教育工作者更懂如何

去“摇树”“推云”，但这终究只是技术层面

的方法，而“心怀学生”才是根本。对于小A，

虽然我每周为他进行一次心理辅导，但如

何确保效果能带出辅导室，除了父母，还需

要老师们的密切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小

A康复的真正推手是一线的老师们，是他们

在获悉小 A 的心理状况后严守秘密，努力

平衡好一视同仁和特殊照顾之间的关系。

真心以对，才让他能够更好更快地恢复，这

也在小A后面写给老师们的感谢信中得到

了证实。

教育不是分数，不是名次，更不是升学

率，作为教育者，我们要提醒自己，巧诈不

如拙诚，唯诚可得人心。更要坚信，只要将

心比心，终究会让学生以心换心。而这，不

就是教育的魅力和我们努力的原因吗？

问写以 道

【人物档案】

段小华，小学语文

教师，现任教于长沙市

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曾荣获“永州市优秀青

年志愿者、新田县先进

教育工作者、天心区优

秀中队辅导员”等荣誉

称号，并获湖南省集体

备课大赛特等奖、天心

区创新杯小学语文一等

奖，论文获省级奖项20

余次；所带班级获长沙

市点点环保中队、天心

区优秀中队；不到两年

时间，在《福建教育》《教

育导报》《德育报》等省

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20

余篇。

【对话人】

四川省宜宾市屏山

县学苑街小学教师

张道明

“年轻教师，拿起笔开始写作吧”
——对话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语文教师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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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向我“道别”的男生
—— 一例高中生危机干预个案

■ 仁寿中学 吴俊辰 仁寿第一中学北校区 李迷娣

教坛漫笔

看到学生不愿进校
■ 重庆市开州区敦好镇中心小学

书记、校长 邱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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