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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屏幕，打破千山万水的地

理阻隔；一根网线，连接屏幕两端深

厚的情谊。

2011年，夏雪主动请缨，成为成

都七中的一名网课教师。回忆起最

初走进网班课堂的感受，夏雪认为

是自己的教学能力被“证明”了。因

为在成都七中，“能够上网班的老师

都是各学科教师中最厉害的。”每

天，上千块屏幕后，数十万学子与成

都七中学生异地同堂，享受着原汁

原味的七中课程。而那年，是她成为

教师的第四年。

真实接触远端的师生后，夏雪

后知后觉地发现，当网课教师不仅

是一件厉害的事，更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夏雪出生在四川的偏远地

区，她记得，“是当时的老师们让我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成为网课教师

后，借助网络，她用自己新颖活泼、

创新独特的教学方法，将数学之美

辐射给了千山万水间的学生。

在教学中，夏雪感受到，远端学

生常常会展现出更强烈的内驱力和

对学习机会的珍惜。尽管前端教师

无法像传统课堂那样，对每个孩子

进行一对一辅导，但远端学生仍能

敏锐感受到前端教师的倾情付出，

对这份跨越空间的关爱报以深深的

感恩。

“他们深知教育资源的珍贵，因

而更加勤奋努力。”夏雪说，“我是幸

运的，能够通过远程直播教学，陪伴

更多的孩子一起享受课堂。”

一次外校监考的经历让夏雪印

象深刻。“当时正好是在其中一所远

端学校，一个学生看到我非常激动，

然后把全班同学都喊了过来。”夏雪

回忆，所有人都围着她合影、要签

名、拉着她说话。“天呐！这就是当明

星的感觉。”夏雪心想。同学们的簇

拥和争相合影，让夏雪恍如置身镁

光灯下，也真实感受到远端学生的

质朴、热情和可爱。

多年后，在一次节目录制中，夏

雪与陕西、重庆、四川等地的远端学

子见面，虽已时隔久远，但彼此间的

情感纽带依然紧密，交谈热烈。

今年2月，一位来自昆明的远端

学生专程到成都看望夏雪。这位学生

已经毕业，他跨越千里，将鲜花和一

封长达9页的信纸交给夏雪，表达感

激。“夏老师，您在网校授课中的谆谆

教导让我们毕生难忘。”这位学生在

信里回忆起夏雪对他的影响时说。

像这样的拜访、寄信在十余年

间常常发生。“夏老师，您保重身

体。”“夏老师，我们想念您。”多年

来，夏雪收到无数远端学子的信件、

贺卡，她都一一珍藏。“来自远端的

爱与尊敬，让我更有动力不断超越

自我。”夏雪说，“我觉得自己做了一

件伟大的事情，更加明白了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的意义和责任。”

这些年，通过远程直播教学，夏

雪与省内外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的多所学校产生联结，培

养了数万名学子，执教的网班成绩

斐然，多名网校学子考入名校，将教

育星火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

每次批改作业时，我总要

打上几个响亮的喷嚏。某些孩

子的作业本“拥有”太多的味道

了：辣条味、汽水味、炸串味、薯

片味……各色食物，应有尽有。

这些馋嘴的孩子呀！

一连好几天，小鑫的作业

本上总是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

烟味。这可不是属于孩子的味

道！我心里一紧，连忙和小鑫妈

妈联系。小鑫妈妈回家查了监

控后，告诉我：前几天，她在自

家小卖部里面摆了两张台球

桌，租给别人打台球用。小鑫放

学回家后在小卖部外面的圆桌

上写作业，听见别人在屋里“噼

里啪啦”地打台球，小鑫沉不住

气了，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搬了

张凳子蹲在台球桌旁，一边写

作业，一边伸着脖子看别人打

台球。那张凳子是别人用来放

烟灰缸的，作业本因此沾上烟

味了。

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我心

中一动：作业本有味道的同学

可能都是这样的学习状态吧？

下午发作业本前，我故意

神秘地说：“老师知道大家写

作业时在做什么，小凯在啃鸭

脖、小英在嚼辣条、小宣在吃

薯片……”孩子们集体发出

“哗”的一声，大为震惊，纷纷举

手问我：“老师，您怎么知道的

呀？您有魔法吗？”有反应快的

同学迅速喊：“作业本！是作业

本！老师闻到了作业本的味

道！”被点到名的小凯一个劲儿

举手，委屈地说：“老师，我啃完

鸭脖后才去写的作业！”

我双手往下压了一压，示

意大家安静，然后举起课代表

的作业本，问孩子们：“你们觉

得课代表的作业是——”“干

净！工整！”“哇！全是优，好厉

害！”孩子们夸赞中带着一丝羡

慕。

我继续问：“请课代表来谈

一谈你写作业时在做什么？”课

代表起立后挠挠头：“做什么？

我就是安静地坐在书房里写作

业呀！别的什么都没做。”我引

导孩子们：“那大家知道为什么

课代表的作业全是优了吗？”

“因为她不吃零食，全神贯注地

写作业！”“因为她不做与学习

无关的事！”小凯跟着补了一

句：“因为她啃完鸭脖后，洗干

净手才去写作业！这样不会被

鸭脖的香味干扰！”这句话逗得

孩子们哄堂大笑。

最后，我将作业本发下去，

让孩子们好好闻闻自己的作业

本，找到自己的错题，再想想自

己当时在做什么，全班顿时陷

入一片沉思。我注意到，小鑫低

头闻了闻作业本，又看到几个

触目惊心的红叉，脸颊羞得通

红。

此后，全班交上来的作业

本干净整洁，很少带有特殊的

味道，我的鼻子终于不用“受

罪”了。小鑫的作业更是写得工

工整整、认认真真，作业本只有

纸张与油墨的清香，再也没有

呛人的烟味。

教师是一个需要“敏感”

的职业。一本薄薄的作业，背后

却隐藏着学生多种多样的学习

状态。我们教师要做的，就是拥

有一颗细腻的教育之心，在小

小的作业本中挖掘出适合的教

育契机。

“我希望在数学学习的路上带着学生一起领略数学之美。”2008年，夏雪成为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的一名

数学教师，从此，她在实践“数学之美”的育人路上栽桃种李：成长为教学名师，曾在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中拿下第一名；当班主任，她“知心姐姐”式的关怀让众多学生感到高中阶段“一生难忘”；做前端网课教师，10余年

的授课点亮网络彼端十万余学子的未来……

在17年的教学生涯中，夏雪以生为本、严谨治学，用高质量的课堂带领学生，以有温度的教育呵护少年成长，

先后获得成都市优秀教师、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教师等奖项和荣誉。

“当时天文学迅猛发展，大数运

算是急需解决的困难。‘对数’的出

现减轻了运算量。”在“对数的概念”

这堂课上，夏雪为学生翻开了数学

发展的“历史档案”。随后，她补充

道，如今复杂运算已可通过计算机

实现，但对数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学

模型，依然发挥着作用。

讲故事、知来路、明意义，让数

学史与高中数学教育相融合，是夏

雪上数学课的一大特点。

“上夏老师的数学课轻松愉

快。”“喜欢夏老师的数学课。”这是

夏雪班上学生的普遍感受。为了让

学生学得轻松，夏雪一直坚持在背

后做功课。

从教之初，夏雪接手的是文科

班，“文科数学难上，当时压力很

大。”有老教师给她支招，学生理解

难，那知识点就要“揉碎了，讲得很

细”。她也看到，有学生死记硬背数

学定理，运算采取题海战术。

知识点该如何讲才能讲得透？

夏雪发现，几乎每届学生学到“对数

的概念”这门课时总会崩溃。为什

么？夏雪充分了解情况后得知，“理

解困难”“抽象枯燥”“不明白为什么

要学数学概念”都是学生学习困难

的原因。

“数学用不着背！”喜爱数学的

夏雪，换位思考学生的“困难”，找到

了解法，“可以让学生明白数学概念

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培养数学的理

性思维。”

为此，夏雪精心设计课堂结构，

将课本里的概念“增厚”，让教学思

维“跑”出知识点的固有框架，让学

生“倒过来学数学”——从讲数学

史、数学巨匠的故事到探究推演数

学公式，她有意带领学生学习数学

概念背后的历史，了解知识产生和

发展的路径，掌握公式推导过程，一

步步建立数学学习的信心，从而发

现数学的乐趣。

如今，和学生一起探讨数学的

过去和现在，再来解答教学问题，夏

雪建立起了一个自然发生的数学课

堂——站在学生角度看数学，让问

题的解答、学生的解惑“自然发生”，

这样的教法让学生学得透、感兴趣。

“每届学生都会头疼的难点”转变成

了“妙趣横生的探究交流”。

此外，夏雪还善用情境增强趣

味：在讲“圆锥曲线”时，夏雪先播放

了“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运行轨迹

的讲解视频，让学生对圆锥曲线建立

具象认识，随后，她才开始解析圆锥

曲线、椭圆等知识点。她的“圆锥曲线

章引言”课程被录制成在线课，在网

络平台拥有超百万次的播放量。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夏雪一

直在用爱与责任悉心呵护学生成

长，教会他们“与世界相处”。

一次课间休息，夏雪看到高一

新生小李（化名）课桌旁掉了一支

笔，小李怀疑是自己的，于是捡起来

看了一眼，但发现不是自己的后，令

夏雪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小李将

笔重新扔在了地上，还踩了一脚。

“想不通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做”，但

夏雪当时还不太了解小李，便将此

事默默放在了心里。

“我在语文课上看小说老师都

没说我，生物课上看小说我也没有

错。”不久后，在生物课上看闲书被

批评后，小李说了这样一句“逻辑不

通”的话，再次引起夏雪的注意，作

为班主任，她特别关注起了小李。

“这个孩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

方。”观察后，夏雪发现，小李很聪

明，但过度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不会

与他人相处。怎么办？夏雪利用课

间，和小李聊校园生活，向他分享自

己遇到事情会怎么处理，久而久之，

信任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

“ 我 当 时 并 没 有 把 握 能 改 变

他。”回忆时，夏雪说到。慢慢讲道

理、细腻地疏解情绪，夏雪手把手地

教小李去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夏

老师，我这个阶段应该做什么？”渐

渐地，沟通起到了效果，小李甚至每

次带着纸和笔来和夏雪“交流”，师

生之间的问答落笔成一篇篇“成长

答案”。

“夏老师，谢谢您没有放弃曾经

‘浑身污浊’的我。”小李高中毕业后

升入重点大学，给夏雪写了一封长

长的信，表达感激之情。小李在大二

的时候，还专程返校看望她，此时的

小李与高一的他判若两人。

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夏雪义务

开设“宝贝班”辅导；学生遇到情绪

问题，她帮助其一步步重建内心秩

序；学生遭遇生活困难，她说：“我就

是你在学校的‘妈妈’。”……“学生

期待被尊重、被看见、被欣赏”，夏雪

总是以鼓励、赏识的方式，及时给予

学生内心一束光的照耀，努力让不

同的孩子学有所获。

2024 年底，夏雪成为成都市名

师工作室领衔人。在今年4月工作室

的一次研讨中，大家交流起AI与教

育的话题。夏雪谈到，高中课时紧

张，“我们不能花哨地只为引入技

术”，要基于学情用技术更好地服务

学生成长。从教多年，夏雪仍保持着

以生为本的初心。

她认为，教书育人就是帮助每

一位学生发挥自身的潜力、创造力

和批判精神，在自我成长和完善的

基础上，实现人生抱负和获得幸福，

并成长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国

家、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教学中，

她多次提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激励学生努力成

才，成为向上向善的时代青年。

总体而言，“做老师很幸福。”夏

雪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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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本的味道
■ 邯郸市丛台区兼庄乡中心校

李亚鹏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 本报记者 陈朝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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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过来学数学”
讲故事、知来路、明意义

“一件有意义的事”
直播教学传递教育星火

“做老师很幸福”
指导学生与世界相处

夏雪（前排左一）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