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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上画桉树
■ 熊建军

多元与共生之美
“每位教师和而不同，各美

其美”

《养堂堂君子·育积极公民》《建未来学

校·成学校未来》是近年来成都实小正式出

版的两本教育成果书籍，翻开这两本书，记

者发现一个特别的共同点：编委成员的名单

特别长，细数和询问之后得知，里面包含了

出版当年所有在岗教师名字，而不仅仅是参

与编辑工作的少数人。

“我们希望看见每一个人，这样的教育

成果本来也是属于每一位实小人的。”在成

都实小管理团队看来，每一本书代表的是某

一阶段大家积极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每

个人的努力都应被看到。

在成都实小，这样的“被看见”有很多。9

月3日，2023年四川省庆祝第39个教师节优

秀教师颁奖仪式前夕，导演团队来成都实小

拍摄相关视频素材，学校提出了一个要求：

一校三区的所有老师都要参加，都要出现在

镜头里。为了把老师们拍得“美美的”，学校

还专门为教师请了专业化妆师。

作为一个团队，老师需要“共生”才美丽。

但作为独立的个体，每位教师实现自我成长，

才是一种多元之美。成都实小历来重视教师

的自主发展，2004年，成都实小成立了全省首

个教师发展学校，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为

校训，全面关注教师发展。从促进教师自主发

展的实践，到促进教师自主发展的制度建设，

到促进教师自主发展的文化培育，成都实小

申请省级课题持续9年研究，该系列研究成

果先后获得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

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优秀的教师迅速

成长起来，近5年来，实小培养输送优秀干部

近20人，优秀教师30余人，教师们在各级各

类赛课中获奖30余次。

“我们会去分析每一位老师所擅长的地

方，让他们实现多元突围。”夏英介绍，从教

师发展学校的角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教

师提供多元成长的土壤和平台，让他们能够

从不同的角度实现成长和突围。

成都实小语文教师白雪，是一名出名的

“斜杠”教师。她的“蜗牛班”因为丰富的课程

和项目活动，成为人人艳羡的班。在看到白

雪开放跳跃而又自由的风格后，成都实小给

予她充分的空间和平台，让她发挥自己在课

程研究领域的特长。如今，经过几年的磨炼，

白雪已经成长为学校课程中心主任，在全国

课程建设圈也小有名气。

成都实小校长助理蔡慧莉的成长路也

有些“不常规”，曾经作为英语教师的她因为

性格内敛，一度陷入工作瓶颈。分析她的情

况之后，学校管理层让她尝试成为“雅园讲

坛”的主持人，负责教师培训中心的工作。正

是在不断与老师们打交道，不断组织活动

中，她内敛的性格得以突破，统筹协调能力

也得到了提高。如今，她还承担起了学校公

众号的策划和推送工作，做得十分精彩。

李蓓说，每一位教师的潜力和内生长需

求都是不同的，而成都实小最高的目标就是

让每位教师和而不同，各美其美。

语文课上，我让学生边读课

文边想象画面，然后再表述自己

脑海中浮现的情景。

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读了

之后，举手回答问题的只有两个

人。我只好让他们先说一说，希

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回答

完毕后，教室里鸦雀无声，其他

学生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沉默不

语。我心里有点急了。

于是，我就开始耐心地引

导：“同学们，想象，就是要你们

脑子里，幻出景象，例如，当我们

读到房屋，脑子里就会立即有房

屋出现，当我们读到山，就有山

的样子，屹立于眼前……现在课

文里描述了桉树，那我们就想一

下桉树的模样，桉树，你们不认

识吗？”

我讲到这儿，发现一双双眼

睛，茫然地看着我。顿时，我的心

像被揪住了一样。“你们没见过

桉树？不认识桉树？……”我突然

意识到，自己也不知道桉树长成

什么样。“哎呀！我也不熟悉桉

树。”我毫无意识地说出这句话，

还随手拍了下自己的额头。

开始，同学们一片愕然，不

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反应过

来后，教室里一片哗然。此时，我

见他们生龙活虎，一点也不生

气，接着顺势而为：“现在，大家

既然对桉树都不清楚，那我们一

起想象它是什么样子。请大家拿

出纸和铅笔，我也同你们一起

画，待会儿，我就打开电脑搜索，

看谁画得最像。”

这些学生一听老师与他们

一起画，可兴奋啦！很快教室里

安静了，似乎能听到呼吸声。我

看到他们都沉浸在想象中，我也

拿出铅笔，准备开始了。我不停

地思索：桉树应该适应热带和亚

热带生长，那肯定比较高，树叶

可能也大……想到这儿，我就动

手画起来，寥寥几笔就画出了大

概的模样。由于我没有画画的功

底，所描绘的桉树极不美观。

再瞅瞅这些孩子们，画得非

常认真，个个低着头，一笔一笔

地画着，有的画了又擦掉，再画、

再擦，反反复复。我想：对于从不

知道的一件东西，完全凭空想象

它的模样，也并非错误。

学生们陆陆续续地完成了

作业。他们的眼神里闪动着灵

光，我读出了他们的惊奇、激动、

迫切。我开口道：“大家都画好

了，把自己的想象都描绘出来

了，想不想知道，自己画的与真

实的像不像？”

“想！”他们异口同声，可见

心情是多么迫不及待。

我立即在一体机上搜索桉

树的图片。瞬间，桉树的全貌显

示在屏幕上。我让小组长进行评

比。他们居然不放过我，冲到讲

台上，看我画得像不像。有个小

组长，把我的画举起来，让全班

同学观看，教室里又是一片欢

腾。

让我高兴的是，所有的孩子

画出了心目中的桉树，有的孩子

展示出艺术天赋，甚至有一个孩

子画得特别像，我就让他说一说

是如何想象的。那个孩子站起

来，说：“我画得像，并不是我想

象丰富，而是老师让大家画的时

候，我突然想到，有本书写到过

桉树，里面讲的是热带雨林的故

事。所以，就想热带雨林的树，一

定长得很高……”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 我不知道这节课给到了孩

子们什么。一个星期后，我在他

们的周记里看到这样的语句：我

们的语文老师画画真不好看，但

我觉得他很真实……

我突然意识到，只有通过活

动将自己融入到孩子当中，成为

一个整体，感受共同的体验，建

立共同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激

发他们的内驱力。这些孩子，才

会跟随我们大人的“指挥棒”行

动。

在四川省庆祝第39个教师节优秀教师颁奖仪式上，10名最美教师、3支最美教

师团队，160名优秀教师、40名优秀教育工作者、100个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获得表

彰。其中，成都市实验小学教师团队荣获“最美教师团队”称号。

“‘最美’呈现的可能是一种状态，对实小团队来说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接

过2023年四川省“最美教师团队”的奖杯，成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蓓觉得特别欣

慰。在“未来学校 小学大雅”的办学理想下，成都实小涵养了一大批新时代的儒雅

教师。他们爱岗敬业、专业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立己达人，堪称“最美”。

敬业与专业之美
“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努力

成为标杆”

有着“小学校，大雅堂”之称的成都实小

又名“雅园”，漫步在雅园里，“美”的气息总会

扑面而来：这种美或许是校园绽放的月季和

挂满枝头的樱桃，又或许是进校时工作人员

的一声“你好”，还可能是迎面碰到的老师会

心一笑……

“实小人的美，是一种由内而外自然散发

的气质。”成都实小党总支书记夏英在这里工

作27年了，历届校长对教师精神气质的培养

让她感受很深。从教师职场形象的“外在”，到

专业和文化艺术修养的“内涵”，都是每一位

实小教师成长的必修课。

今年8月，成都实小近80位新教师迎来

了入职培训，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师

职业形象管理。比如：会告诉教师日常的着装

要考虑举手或者蹲下时，长度是否得体，还会

具体介绍学校不同工作服的着装要求和推荐

搭配等。

“有时候,我们看到老师们的工作照，都

会下意识地看看着装是否得体。”在夏英看

来，这看起来近乎强迫症的举动，是一种对细

节的追求，只有注重细节才能让学校的每一

个环节彰显品质。美需要由内而外散发，也需

要由外而内去刺激。

进校之初就开始传递“美”的要求，实则

是让每一个实小人能看到这所学校的文化。

“来到这里，是要经历淬炼的。”这是李蓓常常

对老师们说的一句话，成为一名合格的成都

实小教师，你需要爱岗敬业，需要在专业上精

进，更需要“文武双全”多元发展。

翻看成都实小教师的培训记录，记者发

现他们的许多学习并非局限在教育专业领

域。有时候是经济形势分析，有时候则是国际

局势，有时候甚至讲的是军事。例如，学校邀

请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副教授涂啦啦从雕塑艺

术的角度，教老师们如何欣赏雕塑作品，如何

从雕塑之美去看见教育。

“我不赞成加班就是敬业，这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李蓓说，敬业是因为你热爱这个职

业，你想把这个事情做好，而去付出努力。对

教师而言，眼界和思维要打开，一定要与时代

同频共振，那就注定学习内容是泛在的、是跨

界的。

高标准、严要求，注定老师们在成都实小

的“淬炼”不会轻松。曾经一位来实小跟岗学

习的老师说道：“实小的教师感觉走路都是小

碎步或者跑的，慢不下来一样。”这句话，如今

常常被实小老师们拿来“自嘲”。但“淬炼”之

后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成都实小为

成都小学教育培养输送近70名校级以上干

部。在办学上，实现了本部一校三区（源雅、蕴

雅、尚雅），并领办成都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和四川天府新区、金牛区、东部新区、青白江

区四个分校，推动了更多“新优质学校”“家门

口的好学校”的建成。

“在实小当老师可能会很辛苦，但我们

‘卷’的方向是专业。”李蓓说，当老师能时刻

想着“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努力成为标杆”

时，就形成了成都实小教师团队最核心的竞

争力。

传承与担当之美
“实验研究，辅导地方，成为

教师自觉”

“实验研究，辅导地方”是实小1918年建

校之初就有的使命。105年过去，这样的使命

仍然在一代代实小教师身上演绎和传递。

在实小，有一个特别的“神经中枢”，那就

是网校。实小的网校是全国首家全日制小学

网校，以“植入式教育”为核心，通过对优质教

育教学资源的前端全面采集、卫星远程精准

传输、远端精细管理落地，实现优质资源在民

族地区、薄弱地区的转化落地、合作创生。目

前，成都实小网校覆盖四川、重庆、福建、青

海、河北、甘肃、广西、新疆149所学校，惠及8

万多名学生。网校研究成果还获得基础教育

2018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四川省人民政府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除通过网校惠及远端师生外，成都实小

还是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校。学校拥有一个

成都市名校长工作室和一个名师工作室，常

被指定为各类国培计划、帮扶计划的项目学

校。学校还被认定为“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

计划”四川牵头学校，通过线上线下交流、跟

岗等方式带领全省 300 多所学校教师共同

发展。

“网校不仅仅属于远端师生，它其实属

于我们实小每一个人。”在成都实小工作了

15年的语文教师张兰看来，网校是每一位实

小教师专业追求的一种呈现。每一个工作

日，网校都在运作，每天都有一节高品质的

公开课在网络上直播或发布，这体现的是每

一位教师、每一个学科教研组的智慧，更是

学校的一种专业和价值追求。

张兰说，每当想着远端能有那么多师生

获益，网校这么多年能累计上万节公开课，

她和同事们都觉得很自豪，这是一种坚守的

“美”。

已经在成都实小工作13年的教师黎明

和张兰有同感，在他看来，要几十年如一日

地坚持去成为一名好教师，其实是需要内心

真正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从这个层面来

说，实小的这种美好，在不断地传承和叠加。

“我看到的无论是在实小工作5年的教

师，还是工作10多年或者更久的老师，他们

谈起教育眼里依然放光。”入职刚满一年的

教师魏诗雨，对实小教师的美，也有着自己

的理解。她说自己感受到的美，是一种教育

生态的美。在这种生态中，每一个真正热爱

教育的人，只要来到这里，就会对未来充满

期待。

“实小教师团队的美一定有一种坚持之

美，是在一代代实小人不断的坚守和传承中

沉淀下来的。”李蓓说，实小“实验研究、辅导

地方”的建校使命，已经成为一种教师自觉，

百年来矢志不渝，每一代实小人在传承的同

时，又加入不同的注脚，丰富其内涵，从而形

成实小的担当之美，助力百年实小走向更好

的未来。

成都市实验小学教师团队

以“最美”，向未来
■ 本报记者 倪秀（图片由学校提供）

成都市实验小学教室团队

成都市实验小学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