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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七年之痒”，指
的是在婚姻生活中，到第七年便
容易进入一段倦怠期。其实，职
业生涯中何尝没有“七年之痒”
呢？七年前，我以笔试、面试第
一的成绩进入到教师队伍，如愿
成为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翻看照
片，彼时雀跃的心情似乎还有迹
可循，而在踏入教育行业的第七
个年头里，我却时常感到迷茫。
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的
耳边总是回响着那一句：“行路
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或许，我的执教生涯也遭遇了

“七年之痒”？
或许是机缘巧合，这些迷茫

和困惑都在这个盛夏邂逅《教育
研究与评论》杂志《讲堂》栏目
的系列“名师成长自述故事”,

“结识”多位“明师”之后得以开
解。我称他们为“明师”而非

“名师”，原因有二：一是我认为
“名师”常有，“明师”却不常
有。一位优秀教师的成长应有3
个进阶——合格的良师、盛世的
名师、经世的明师。成为“明
师”，几乎是所有教育者孜孜以求
的终极目标。二是他们不仅是明
白之师，还是明辨之师，更是明
日之师。他们有学识，有理想，
有情怀，有气象，真正做到了

“生命”与“教育”共融共生。
在这些系列“名师成长自述

故事”中，“明师”毫无藏私，
主动破译自己的成长密码，告诉
我们“明师是怎样炼成的”。每
一则故事读下来，我都在内心暗
自惊叹：“明师之道，仰之弥
高，如巍峨峻峰，实在高不可
及，哪里是吾等资质平庸之人能
够企及的高度呢？”可放下杂
志，脑海中又蹦出一个既“放
肆”又“大胆”的想法：“不试试
看，怎么知道我不行？”毕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当他们各自曲
折精彩的“明师”之道在我面前
依次铺陈展开，我骤然领悟：生
而为师，谁都有坎坷、迷茫之
时，但隧道口的光芒常常就在下
一分钟的坚持里。

如此，循“明师”之道，龙
场悟道终有日；赴成长之约，道
阻且长又何妨？

耕耘“关键事件”
以课立身

耕耘“关键事件”，是“明
师”之道的必由之路。什么是教
师生涯的“关键事件”？毫无疑
问，当属课堂教学。江苏省语文
特级教师王开东说：“在一次次的
教育突围中，我恍然明白，课程
之外无好课，如果不能把课堂扎
根在课程之中，任何的好课都是
空中楼阁。”对此，我深以为
是。课堂是教师的生命线，作为
教师，唯有扎根课堂，以课立
身，以生为本，用心耕好自己的
一亩三分田，潜心育好自己的芬
芳桃李园，方能日就月将，臻于
至境。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教
学，让很多教师在进入对课堂和
教材驾轻就熟的舒适圈的同时，
也陷入囿于常规、不知进取、安
于现状的成长困境；各级各类的
荣誉奖项、与工资挂钩的职称评
定，又令一些教师终日忙忙碌
碌，看似表面繁荣，实则内里匮
乏。以上这两种状态，都不是教
师成长的正确姿态。仔细观察

“明师”们的成长故事，我们不难
发现他们的“成‘明’之路”都
是从课堂开始的。“课堂”，永远
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实现
专业价值甚至生命增值的阵地；
而“研究课堂”，也就成了教师终
身的使命与担当。

在日常观课中，我常见到一
些低效、无效，甚至是反效的课
堂教学怪象，如应景式的“花架
子”课堂、课堂依赖式的“讲座
式”课堂、轻重不分的“漫灌
式”课堂、自我期许式的“拔高
式”课堂……“低效的教”必然

无法带来“有效的学”，学生在这
堂课上的收获便可想而知了。

“见不贤而内自省”，回想入职第
一年，我的课堂教学预设性较
强，教师“控场多”，学生“在
场少”。

一日，我偶然在一篇文章中
看到曹勇军老师对教材解读的看
法，深受启发。他说：“不是掏心
掏肺地真正吃透，你就没有发自
内心、由内到外的合理感、踏实
感，就没有个体意义上的出神入
化的透彻感和自由感！你灵魂中
没有这样的东西，教学中你就没
有 力 量 理 解 和 表 达 这 样 的 东
西。”之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
将自己的课堂作为“试验田”，
真正“吃透”教材，体悟“文
本”，做到每一堂常态课都精心
设计。我还在课堂教学中尝试

“一核心、四维度、六环节”的阅
读教学模式，追求作者文本、编
者文本、教者文本、学者文本的
四极碰撞交融，注重阅读过程中
的结伴而行和相互提携，并以激
趣、善诱、读解、重构、迁移、
评价六环节串联阅读课堂。在那
之后，我从学生的眼神里看到了
不一样的光。

安于“孤独沉潜”
专于“打磨自我”

任何一种圆满，都曾承受千
锤万凿的雕琢；任何一种璀璨，
都曾经历百转千回的磨砺。那些
看似漫不经心的成功，其实都是
蓄谋已久；那些你以为的驾轻就
熟，其实都是有备而来。

这些“明师”，早已是功成名
就、名满天下之人，是最有资格

“稍作休息”、宽以待己之人。但
审视他们的成长经历，每每遇到
艰巨挑战、陌生任务、发展瓶
颈，他们不为之惊，不为之忧，
不为之乱，不为之荡，全无一例
外地选择了孤独沉潜，专注于打
磨自我。正是日复一日的“沉潜
蓄力”，才换来了今日的“静水
流深”；正是日拱一卒的“厚积
薄发”，才换来了今日的“不断
破圈”。

孤独沉潜，理应成为教师的
基本姿态；自我打磨，理应成为
教师的日常信仰。沉下去，潜下
心，不为浮名与金钱而焦心，不
为职称与头衔而气躁，雕琢打
磨，提升教艺，假以时日，必以
厚积之沉潜，得薄发之璀璨。

敢于“不断逃离”
刷新“人生标杆”

“那些中途易辙、另辟蹊径的
人生，比那种预设的人生，可能
更有趣味。”读及上海市语文特
级教师冯渊《不断“逃离”》一
文时，我被这句话猛然击中。有
人戏说教师是一份“一入职就望
得到头的职业”，多数教师追求
安稳的教学生活，不喜打破平静
的生活，而冯渊老师却敢于“不
断逃离”。也正因为“不断逃
离”，他一直在刷新自己的“人
生标杆”。

除了“不断逃离”，我还从冯
老师身上看到了一种优雅、一种
从容、一种淡泊，颇有苏子“何
妨吟啸且徐行”之姿。冯老师自
叙他教了十五六年书才开始思考
自己的专业发展问题，他淡然地
说：“专业规划很有必要，但是不
必急功近利。人生的风景很多，
职业的风景也很多。我不后悔自
己的懵懂。歧路上也有许多收
获。而且，放在漫长的一生中，
到底哪些是歧路还很难说。”冯老
师的“金句”，总能给身处迷茫困
境中的人带去顿悟和力量。

最后，借用冯渊老师曾经赠
予我的一句话作结：“成功，永远
都是那些心底纯正的人的事。”我
想，成长也是如此。我教师职业
生涯的第一个七年，是不断遇到
各种阻力，又坚定实现自我破圈
的奇妙历程。未来，还会有无数
个七年，我终会以“天下之至
拙”战胜“天下之至巧”，不负韶
华，不负教育，不负时代。

循“明师”之道
赴“成长”之约

□余倩雯（教师）

学习在克服困难中精进，人生在风雨
搏击中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党员
干部的读书学习，勉励以学益智、以学修
身、以学增才，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
态度，做到好学乐学。2019年 7月，总书
记勉励党员干部“养成读人民日报时政报
道和重要评论、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读《求是》杂志的习惯，线上线下同步学
习，做到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
进”。2022年4月，总书记致信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
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为我们养成好
学、乐学、善学的好习惯，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

寻智慧增才干，于书林报海中。作为
一名基层干部，谈到读书，首提《求是》。
2019 年改版后的 《求是》 杂志面貌全新，
全彩精印颇具质感，增设《党员来信》专
栏让人眼前一亮。《党员来信》这块身居要
津的小园地，说见闻、谈感想、议观点、
抒情怀，一篇篇千字文，立片言以居要、
收千里于方寸……飞鸿翩翩接踵而至，一
篇篇散发着乡土味的党员心声，一条条活
灵活现的基层见解，打开天窗说亮话，字
里行间见真知，飞鸿传情沐清风，如嚼橄
榄回味悠长。

信念如磐气如虹——眉目传神辨析肌
理，文风淳朴以理服人。夹叙夹议，娓娓
道来，捏住理论钥匙，廓清脑中疑问，解
思想之渴，答实践之惑，如同啄木鸟治病
树、拔烂根，既是“群言堂”，亦似“百花
园”。比如，《理论也要以情动人》 一文，
以“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作为立论之
源，以“理论若没有问题意识，就好比枪
膛里面没有弹药”“鸡毛蒜皮的小事中往往
折射出重大的改革命题”等淳朴文风彰显
特有魅力，朴实语言最动人。《践行“六
要”铸魂育人》一文，阐明上好思政课须
遵循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
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做让人民
放心、学生喜爱的人。《永葆共产党人的

“生命意识”》一文，探寻对永葆共产党人
“生命意识”的思考，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人

民而活、为人民而死的“生命意识”。《做
新时代的“硬核”共产党员》一文，鼓励
新时代共产党员以强大的硬核力量，夯实
中华民族复兴路的根基。《青春力量的“集
体记忆”》一文，传递了中国青年磨砺前
行的高尚品行，用“90后”们热血搏击的

“集体记忆”，描绘出了一幅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群像。《理直气壮讲好新时代思政课》
一文，呼吁善用虚拟现实技术沉浸式学习
体验，让学生们在“亲眼”“体感”中深切
体味老一辈革命者舍身忘我的奋斗牺牲和
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年轻干部成长
成才的正确路径》一文，围绕年轻干部常
遇的“急于求成、自以为是、朝令夕改、
眼高手低”四忌现象，倡导走好听党指挥
的“忠诚”之路、为民服务的“实干”之
路、走好知行合一的“求学”之路。

紫气东来满眼春——扎根泥土根植大
地，汲取养分以情感人。飞鸿传情达意踏
雪泥，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大
底气，阵阵微风轻拂而过，亲吻泥土芬
芳，嗅闻稻花清香，尽享妙曼时光，让人
无尽沉醉。比如，《脚沾泥土才能饱含深
情》一文，用今昔对比方式，阐述了基层
文艺困境带给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压力，群
众喜爱和期盼的是，演大家身边的事、唱
大家喜欢的歌、说大家爱听的话，精耕细
作方能出优秀佳作，受人们欢迎。《我们
是“乡村新闻官”》一文，讲述他们围绕
解决群众“想什么、要什么、缺什么”问
题，活跃在乡间做乡亲们的贴心人的故
事，蹚出了一条“新闻惠民”的新路子。
《党徽在社区熠熠闪光》一文，生动论述了
基层组织引领、社区末梢治理、防范化解
风险的探索实践。《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
放绚丽之花》 一文，追忆在偏远山区支
教、海外志愿服务、联系服务群众的点点
滴滴，呼吁广大青年干部响应党中央号
召，投身基层广袤的沃野，创造无愧于时
代的人生。《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一
文，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感恩奋进，清澈
爱国，将努力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用心上好社会实践“必修课”》

一文，阐明迈入社会“大课堂”、上好实
践“必修课”，需用脚丈量、用眼发现、
用耳倾听、用心感应，真实触摸青春灵
动、激情澎湃的中国，蓄积无穷无尽的智
慧和力量。

壮志凌云化雨露——揭痛戳伤一针见
血，触及灵魂以志激人。鲜活生动的倾
述、深入浅出的解析、简洁清新的辩证，
让编读往来如同面对面促膝相谈，助人消
除困惑，笃定信念，激扬奋进。比如，《形
式主义的“学习”要不得》一文，对“浅
阅读”“走过场”“两张皮”“假学习”现象
进行了直面抨击。《别让“现场”成“秀
场”》一文，阐明真调研应既“身入”又

“心到”，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抓住事
物本质，聚焦问题施策，从百年党史中汲
取奋进力量。《“微腐败”决不能“微治
理”》一文，以案例审视、盲区洞察、瓶颈
制约剖析成因，探析了破解治理农村基层

“微腐败”的有效路径。《切莫忽视群众的
“老意见”》一文，倡导实事求是、认真分
析、搞清根源、分类处理、妥善应对，提高
工作的精准性、科学性、透明性和有效性。
《理论学习“必须永不自满”》一文，阐明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之价值真谛，依靠学
习走向未来，赢得胜利。《青年干部理论学习
要克服三种倾向》一文，探讨只有解决好学
习目的、学习深度、学以致用问题，方能
有效克服“功利主义”“虚浮不定”“学用
脱节”倾向。《改文风需“驰而不息”》一
文，把群众的鲜活思想和生动语言喻为

“富矿”，说话著文唯有的放矢，才能鲜活
有力，说服人打动人。

求是嚼榄收获丰，畅读百遍意味浓。
梦想从勤学开始，事业靠奋斗成就，畅读
《求是》 杂志常学常新，如同呼吸一样自
然。正可谓，铢积寸累，水滴石穿，只要
秉持格物致知、学以致用，摒弃泛而论
道、凌空蹈虚，就能融会贯通、水到渠
成，更有效地解决难题困惑，更有力地推
动事业发展，更有为地实现人生价值，在
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在时代征程中留下
足迹。

求是嚼榄收获丰 畅读百遍意味浓
□文国云（基层干部）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读案前灵趣书。
2023年是我与《中学化学教学参考》期刊
（以下简称《中化参》）结缘的第十二个年
头，目前已经研读了148期《中化参》。12
年来，我按照“读进去—做出来—写下
来”的“三部曲”拜读每一期《中化参》，
用书香磨砺思维、启迪心智、浸润心灵；
12年来，我参加了每一次《中化参》组织
的大型线下论坛，以刊会友，“好刊共读”
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学习共同体的巨轮在
教育的海洋中乘风破浪；12年来，我手不
释卷，逐浪而望，追慕智慧之思、寻觅灼
灼之见，以期化为成长之琼浆玉液。

为何与 《中化参》 结下了不解之缘？
时光追溯到2011年9月的一个午后，还是
大三学生的我翻开了朋友赠阅的 《中化
参》，缪徐老师的文章《亦师亦友亦舞台》
瞬间吸引了我，从此，期刊的“粉丝团”
多了一员。从“粉丝 （读者） ”到“铁丝
（忠实读者）”的催化剂是什么？我想应该
是三个符号：“于细微处见知著”的疑问
号、“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叹号、“于无
色处看繁花”的省略号。亦师亦友，良师
益友，《中化参》与我共成长。

疑问号：
于细微处见知著

深度学习、单元整体教学、学科融
合、项目式学习……一系列教育教学新概
念，伴随着新课改的东风奔涌而来。仰望
星空，乱花渐欲迷人眼；脚踏实地，切磋
琢磨在课堂。拨开新概念的迷雾，最为困
扰一线教师的还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
常态课，到底应该讲什么？怎么讲？面对
这样的疑问，我选择翻开《中化参》，听听
作者们的真知灼见。

物质结构的常态课应该怎么上？白建
娥老师以“钠原子光谱”为主线贯穿始
终，她的课例告诉我们：原子结构模型的
教学不应浅尝辄止，应基于“证据推理与
模型认知”探秘微观世界，揭开宏观现象
背后的微观本质。有机化学的在线课应该
怎么上？孙华老师从石油到口罩探究丙烯
性质，他的课例告诉我们：技术可以赋能
学习，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课堂才是真
实而有意义的课堂。元素化合物的复习课
怎么上？陆燕海老师从科学到技术剖析

“镁的提取及应用”，他的课例告诉我们：
知识与工艺并举、科学与技术交融，学习
方能真正发生。

《中化参》的许多作者都是一线“草根
大师”，在与作者们对话的过程中，问题的

答案愈发清晰。其实教书不是炫技，育人
也没有兵法，教书育人就是把学生放在心
里，让每一节课因为有了思维的温度而精
彩纷呈。《中化参》中展现了太多好课，一
堂好课是“知微见著”的艺术：于细微处
见情感，小素材有大智慧、小案例有大启
发，当情感被激活，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能
领略深层次的教益、思想的警策和哲理的
启迪；于细微处见成长，让学生去体验知
识学习过程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感受
拨开迷雾时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成长就
在无形之中。

于细微处见知著，见到的还有切磋琢
磨后的精彩纷呈。

感叹号：
于无声处听惊雷

阅读一本好的期刊，就是打开一个新
的世界。读《中化参》，最让我着迷的莫过
于一篇篇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一个个鲜
活灵动的教学案例、一句句意蕴深远的专
业表达。掩卷沉思，留给我的是无数个感
叹号，宛若无声处的惊雷，提醒我不断叩
问教学的真谛。

读江敏老师 《在实验中展现化学的魅
力》，我惊叹于自然界有趣而有序的魅力。
江老师宛若一个魔术师，让学生体验从宏
观现象感性想象微观结构的妙趣横生、从
微观机理预测宏观性质的科学严谨。化学
教学的真谛在于给学生营造体验的过程，
体验微观中的想象与推理、定量中的直觉
与严谨、系统中的收敛与发散，在体验中
享受学习。

读保志明老师 《不考的知识也有教的
价值》，我惊叹于学科理解的重要性。怎样
摆脱碎片化、呆板化、结论性的考点知识
的束缚？教师对学科知识的整体性理解至
关重要。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教师应站在人类文明的精神高地精心
雕琢每一节课，不断提升学科理解力。化
学教学的真谛在于创造思维碰撞的空间，
期待学科本真的世界、教师心中的世界、
学生眼中的世界能水乳交融，碰撞出华美
的交集。

读孙华老师《基于STEM理念的“氢能
迷你汽车制作”生态式实验活动》，我惊叹
于学科实践的指导价值。燃料电池不能做
实验吗？非也！STEM教育与课堂教学始终
是两张皮吗？非也！我们需要唤醒沉寂的
课堂，让教师成为平等的参与者和引领
者，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的建构者和实施
者。化学教学的真谛在于架设情感的桥

梁，创设“在用中学，在学中用”的开放
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力、精准
的判断力和积极的行动力。

于无声处听惊雷，听到的还有雷雨过后
学生拔节成长的声音。

省略号：
于无色处看繁花

阅读 《中化参》 不同板块的文章能从
多个方面获得教益。学习教授们对于课程
标准的研究，有利于多维度领会新课标精
神，为实践探索提供方向上的指引。品读
专家们对于核心素养的研究，有利于深化
学科理解，重新认识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化
学教学。赏析学者们对于实验教学的研
究，有利于重新审视化学实验的地位和功
能，发挥实验的教育价值。研习老师们对
于考试评价的研究，有利于站在高位审视
考试命题，深入教学评价的内核。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囿，研读
《中化参》，且教且研且深刻。刊中呈现出
诸多名师的“大化学观”，读刊感受到的是

“举重若轻，万物不絮于怀”的大视野、大
格局，《中化参》宛若一壶茶，品尝后给人
一种回味绵长的感觉。品味专家学者们对
教育教学的探索，发现课堂不再是狭小的
一隅，而是浓缩大千世界的广袤画卷。从
理论到实践，课程标准还能怎样解读？教
学评价还能怎样实施？教材实验还能怎样
改进？高考试题还能怎样应用？伴随着这
样的叩问，读刊后留下的还有省略号，省
略号也是留白的部分，唯有悉心的探索和
实践，方能实现于无色处看繁花，再普通
的课堂也能繁花似锦。

于无色处看繁花，看到的还有教育教
学的美好模样。

2023 年岁末，回首这 148 期期刊的阅
读，像极了王国维 《人间词话》 中的三重
境界：初时，“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伴随着入职初期的迷
茫和困顿，我在阅读中回看前人的求索
之 路 、 憧 憬 未 来 的 探 索 之 路 ； 如 今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充满“素养味”的课堂值得我们孜孜以
求，读刊已经成为我教学教研的一部分；
未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期待顿悟时的酣畅淋
漓，寻寻觅觅间，我们可能会领悟教学的
真谛。

2024年，继续读刊，继续深耕课堂。

疑问号 感叹号 省略号
□解慕宗（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