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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墨香

”

提振教师专业成长的精气神
渝北区空港新城小学以书法特色学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

令 陈中梅

空港新城小学前身是观岩村小和郑家村小
,

因空港新城的

开发以及同茂大道工程建设占地
,

两所村小合并于观岩村小
,

租用皮鞋城蕙青厂房二楼作为临时教室
。

: 0 1 0年5月 1 7 日
,

全体

师生搬进现在居住的临时新校区一区委党校博学楼
。

5月器 日
,

空港新城小学挂牌成立
,

从此
,

两所村小升格为城区小学
。

目前
,

学校已有教学班 17 个
,

学生八百余人
,

教师 5 1人
,

中学高级教师 2人
,

小学高级教师巧人
。

新校于近期修建完工
,

全体师生将于下学期搬进新校舍
。

新校共占地 5 6亩
,

总建筑面

积 2
.

70 万平方米
,

共容纳 60 个班级
。

学校要让村小教育实现
“

快乐转身
” ,

步人一个更高的

发展阶梯
,

就必须走特色学校
、

品牌学校之路
。

于是
,

我们选

择了以创建书法学校为突破 口
,

成功创建为重庆市书法实验学

校
,

并跻身于重庆市书法特色学校的行列
。

两年来
,

书法教育

给了我们启迪
,

明确了方向
,

收获了成绩
,

也改变了一直从事

农村教育的老师们的专业成长方式
。

一
、

书法练习给教师们奠定了专业自信的基础

空港新城小学的前身是两所村小
,

教师大多来自这两所

学校
。

教师教学能力不强
,

基本功较差
,

跟城区学校教师比起

来
,

该校教师总觉得 自己不如城区教师
,

有一定的自卑感
,

不

同程度地产生了职业倦怠
。

具体表现为 : 一是学习缺乏动力
,

深钻教材的少
,

探讨教法的少
,

教案照抄教参书的多
,

教学经

验凭直觉的多 ; 二是工作缺乏激情
,

埋头工作的少
,

大胆创新

的少
,

偷工减料的多
,

应付检查的多 ; 三是对学生缺乏热情
,

关注学生成长的少
,

陪优补差的少
,

管教不管导的多
,

只管课

内不管课外的多 ; 四是对事业缺乏信心
,

积极进取的少
,

求真

务实的少
,

夸夸其谈的多
,

得过且过的多
。

面对特殊的师资现状
,

如何提振教师专业精神
,

则成为

新建学校函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

所谓教师专业精神
,

就是

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

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
、

对

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

一名优秀

的
、

成功的教师的专业精神应包括有宽广深厚的专业知识
、

纯

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
。

而教师要具备广深厚的专业知识
、

纯熟的专业技能
,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

需要通过拓展知识面
、

提高科研能力和教育改革意识和能力来实现
。

但在一所由村小

合并而成的新学校
,

教师长期外出提高培训因经费 限制等原

因
,

拓展知识面就受到影响 ; 在科研方面
,

教育科研经费不

足
、

经验缺乏
,

提高科研能力和教育改革意识和能力的难度就

可想而知了 ; 另外由于择校现象严重
,

农村学校生源素质相对

薄弱
,

加之教学设备的相对落后
,

所以在教学功效上与城区学

校无法相 比
。

客观现实表明
,

通过外出培训提振教师专业精神

的办法不现实
,

通过科研历练的方式提振教师专业精神的路子

也受到限制
,

通过提高教学功效的措施提振教师专业精神同样

不具备优势
,

必须另辟蹊径
。

通过多种方式的比较
,

学校决定从投人小
、

成本低
、

见效

快
、

参与面广的项目人手
,

通过打造书法特色学校来提振教师

专业成长的精气神
。

思路确定之后
,

学校采取
“

走出去
、

请进

来
”

的方式
,

拓宽书法学习渠道
。

每两周聘请市书法家协会的

专业教师培训一次
,

要求教师每天完成两篇书法练习作业
。

同

时
,

加强骨干教师的培养
,

选派教师参加市
、

区 书法各类专题

培训
,

提高教师的书法水平
。

全体教师执着地坚持了一年多
,

字越练越好
。

教师们从拿起毛笔颤抖地尝试
,

到现在大多都能

独立的完成书法作品了
。 “

这是我写的吗 ?
”

看着自己的书法

作品
,

作为曾经的村小教师
,

都不敢相信这么漂亮的字是自己

写的
,

源 自内心深处的自豪感和喜悦感油然而生
,

自信心大

增
。

更可贵的是
,

在教师当中正逐渐形成每人练一手好字
,

带

出一个书写漂亮班级的风气
。

二
、

书法展示给教师们带来了专业发展的动力

为了打牢教师的书法教学底 子
,

学校统筹谋划
,

按照
“

周
” 、 “

学期
” 、 “

学年
”

的时段进行系统设计
,

搭建教师

书法展示平台
,

凝聚教师专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

1
.

每两周一次常规性展出
,

让教师们体会点滴的进步之

乐
。

在每两周一次的教师培训时间
,

教师将本阶段练习的成果

书写成作品
,

悬挂于书法室由大家评论
,

市书法协会主任周庶

民进行专业点评
、

专门指导
。

将师生优秀书法作品悬挂在教学

楼走道
、

楼梯间展示
。

孩子们下课时
,

都会去寻找自己老师的

作品
。

找到后
,

总会兴奋地大嚷 : 老师
,

你的字写得好漂亮哟
,

开家长会时
,

老师们精彩的现场表演
,

让所有的家长都竖起大

拇指
。

家长和孩子们的赞赏
、

崇拜
,

让这些昔日的村小教师获

得了备受尊重的喜悦
。

2
.

每期一次的书法大赛让教师们体验进取之乐
。 “

笔成

家
,

墨成池
,

不及羲之即献之 ; 笔秃千管
,

墨磨万锭
,

不作张

芝作索靖
” 。

为了在书法大赛中获得好的成绩
,

很多老师周末

带上干馒头来到校园练习
。

闲时老师们不再觉得无聊
,

挤出零

碎时间练习书法
,

把家里的餐厅
、

客厅
、

卧室变成了书法室
。

3
.

每年学校周年庆现场书写让教师们收获成功之乐
。

每

年五月学校周年庆
,

由家长代表
、

退休教师代表
、

教师代表
、

学生代表组成 2 00 人现场书法展示方阵
,

壮观的场景
,

娴熟的

书法技艺
,

让所有来宾和家长们赞叹不已
。

家长通过家委会向

学校提出 : 有时间也要来学校和 自己的孩子一起练习书法
,

接

受翰墨熏陶
。

一时间
,

社会各界对该校好评如潮
,

学校声誉鹊

起
,

成为两江新区教育阵线上一道亮丽风景线
,

家长们纷纷送

自己孩子来空港新城小学就学
,

孩子们以能成为新城小学学生

为荣
。

这一切
,

让教师们拥有了前进的信心
,

极大地唤醒了教

师的热情
,

迸发出工作的激情
。

全校教师以书法为酶
,

催化出
“

打造快乐教育
,

创建渝北名校
”

的不竭动力
。

4
.

每年结合
“

品经典
”

阅读节活动
,

引领教师书写经典

作品
,

让教师获得品味书法文化内涵之乐
。

在阅读节上
,

全体

师生书写中华经典诗词
、

文章
,

拓展了教师书法学习 的外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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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描绘实践活动美丽画卷 倾心谱写学校特色办学新篇章

个性教育特色理念下学校实践活动初探

令 傅小殷

活动课程作为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结构性突破
,

是新

一轮基础教育课程对学校教育提出的一个新挑战
,

历经十年的

风风雨雨磕磕绊绊
,

它已经成为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一

个新的生长点
,

为学校特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契机
。

多年

来
,

我校在传承与创新学校文化过程中
,

深人挖掘深厚的历史

文化
,

围绕个性教育特色学校建设
,

形成了
“

个性教育特色学

校理念文化
”

系统
,

确立了
“

学而有异
,

和而不同
”

的办学理

念
,

按照
“

科研兴校
,

特色办学
”

的思路
,

继承了
“

课内打基

础
,

课外求发展
,

活动出人才
”

的优 良传统
,

坚持了
“

健康 向

上
,

个性飞扬
”

的学生文化
,

围绕培养学生有理想学做人
,

有

能力勤探究
,

有个性能发展
,

有情趣会生活的小主人 目标
,

用

心描绘实践活动美丽画卷
,

倾心谱写学校特色办学新篇章
。

一
、

打好实践活动底色— 精心培育教师

教师对实践活动的理解与参与是扎实推进新课程改革的

前提
,

将最终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走向及成效
。

因此
,

在实施之

初
,

我校就立足学校实际
,

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

主要采

取
“

请进来
,

走出去
”

的方式
,

对学校一线骨干教师集中进行

培训
,

比如小课题实践研究指导教师培训
、

信息技术能力培

训
、

书画艺术修养培训等
,

让教师互相学习
、

互相切磋
、

共 同

提高
。

二
、

描好实践活动框架 创建活动特色

作为一所具有优良传统及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
,

我们在实

践活动的开发与实施中倡导以区域特色为基点
,

以学生的生活

环境为资源挖掘的基本元素
。

多年来
,

我们在实践活动过程中

围绕
“

四条主线
” 、

做到
“

四个结合
” 、

体现
“

四条原则
”

的
“

三个四
”

进行
,

创建了我校实践活动的特色
。

(一 ) 围绕
“

四条主线
”

1
.

人与 自然一 * 亲近自然一 * 立足家乡自然环境;

2
.

人与文化一 * 感受人文一 * 领略巴渝风情传统文化 ;

3
.

人与社会一 * 走进社区一 * 了解城镇发展关注现实生

活 ;

4
.

人与 自我一 * 认识自我一 * 完善学生自我人生
。

(二 ) 做到
“

四个结合
”

1
.

在主题确定上做到
“

教师申报与学生选择相结合
”

;

:
.

在资源开发上做到
“

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相结合
”

;

3
.

在内容整合上做到
“

实践活动与学科教学相结合
”

;

4
.

在课时安排上做到
“

集中组织与分散活动相结合
” 。

(三 ) 体现
“

四条原则
”

1
.

由小到大原则 (体现
“

大课程框架
、

小课程开发
”

的理

念 ) ;

2
.

由内到外原则 (实践活动空间由校内向校外延伸 ) ;

3
.

由点到面原则 (从典型示范到全面铺开的实施步骤 ) ;

4
.

由近到远原则 (从学校
、

社区辐射到家乡地方特色 )
。

三
、

雕刻实践活动主题—
实现常态运行

(一 ) 整合
“
五大资源

” ,

挖掘实践活动有形资源

第一板块 吐会资源

我校以课题 《建立校外教育活动模式研究》 为引领
,

积极

组织学生面对社会
,

走进社区
,

通过访问
、

调查
,

收集资料等

让师生在观赏
、

品读中学习
、

进步
。

活动同时向社区开放
,

邀

请相关专家领导
、

家长
、

《重庆 日报》 《重庆晚报》 等媒体参

与
,

新颖成功的活动得到了参会领导
、

来宾和家长的鼓舞肯

定
。

除了参与校内的各种大型活动外
,

每年春节学校还组织老

师与孩子一同走进社 区
,

走进敬老院书写春联
,

将祝福与书香

送到千家万户
。

特别是在 2 0 1 2年春节前夕该校组织 1 0 0名优秀师

生参加渝北区
“

千人挥春
”

书写春联活动
,

向全区人民展示 了

学校的书法特色教育成果
。

学校还鼓励教师们参加各级书法大

赛及书法考级活动
、

鼓励他们积极撰写书法论文
,

让书法真正

走进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
,

体验到书法带来的无穷乐趣
。

三
、

书法研习让教师们得到了专业品格的锤炼

方寸中怡情习字
,

天地间修身立人
。

学校在打造墨香校园

的同时
,

让
“

工工整整练字
,

堂堂正正做人
”

的理念在全体教

师中人脑人心
,

播撒
“

以字立人
”

的思想
。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

为组长的书法课题小组
,

探索
“

墨香育人一书法特色教育
”

的

途径和方法
,

逐步建构
“

墨香育人一书法特色教育
”

的教育教

学模式
。

学校书法爱好者们 自发组织的
“

墨香育人
”

书法沙龙

活动更是犹如星星之火
,

由初期的7位教师已发展到现在皿位教

师
、

3 2名孩子
。

沙龙活动会员们每周星期一
、

星期三下午放学

后都自觉聚在一起练习书法
、

交流书写心得
、

组织学习近期全

国
、

市区书法活动情况
。

教师们在各种书法的研 习中
,

品格得

到了提升和锤炼
。

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

教师就是学生模仿的榜

样
。

当教师开始静心练字
,

何愁学生不受影响 ; 当教师开始关

注规范
、

工整写字
,

何愁学生书写不认真呢 ; 当教师的品格得

到锤炼时
,

又何愁学生的品行得不到提升呢
。

空港新城小学的教师们在习练书法的进步中找到了自信
,

在书法作品的展示中找到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
,

在书法的研习

中品格得到了锤炼和升华
。

正是中国书法这一古老的艺术
,

浸

润和提振着教师们的精气神
,

让该校教师总是精神百倍地站在

三尺讲台上
,

让全校教师团结协作
,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

坚定行进在创名校
、

出品牌的道路上
。

短短两年的时间
,

书法

改变了师生精神面貌
,

提高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

翰墨飘香
,

育人快乐
。

两年来
,

我们秉承
“

天天向上
,

乐在其中
”

的办学

理念
,

我们将继续以书法教育为切人点
,

抓好学校的各项工

作
,

树立空港新城教育品牌
。

( 作者单位
:
重仄市渝北 区空港新城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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