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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近日，上海一中学教师缪某在高级教师资格
评审公示期间受到质疑， 该教师曾于 2015 年在
医院与医生发生肢体冲突，网友对其师德提出非

议。 闵行区教育局 1 月 12 日作出回应，认为该教师不存
在师德问题。“打人”的老师能否参评高级教师？新闻事件
引发了热议。 （1月 13日 新华社）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我们的社会，对教师有着高于
普通人的道德期许，要求他们“为人师表”，在工作中和生
活中，事事起到“表率”作用。 缘于内心的道德感和正义
感，很多人无法原谅缪某的“医闹”行为，在她评职称的过
程中，投下了“反对票”。

这样的表态并没有错，但绝对不能因此“一票否决”
缪某晋升。

一来，“医闹”事件后，缪某接受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并承受了来自“键盘侠”的指责和谩骂，不仅如此，迫于大
量网友的反对，缪某放弃了落户上海的申请。她已经为自
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二来，“键盘侠”一次又一次
地翻旧账，从落户到评职称，对缪某穷追猛打，这些行为，
已然越过了“罪罚相当”的惩戒标准，沦为没有底线的网
络暴力。

笔者以为，能决定缪某晋级与否的，肯定不是打着正
义旗号、实则素昧平生的“键盘侠”，而是缪某身边的人：
她教的学生，她共事的同行，她工作的学校以及参与职称
评审的专家， 这些与缪某有交集的人， 才是真正的见证
者， 才有资格去评判她的师德表现与教学能力， 若是与

“高级教师”的定义相符，我们就不能剥夺她成长进步的
权利。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善意的社会，应该选择“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轻易将人打入万劫不复的深
渊。“键盘侠”们在电脑前霸占道德至高点的同时，不妨设
身处地的想一想：若犯错的是自己，是愿意被长久地钉在
耻辱柱上，还是被善意地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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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康松
通讯员 洪平

中午，学生们在教室里津津有味地
吃着午餐， 亮亮忽然大声地喊：“老师，
我还要吃西红柿蛋汤！”老师对亮亮说：

“说话要小声点。 ”上课了，老师叫亮亮
回答问题， 亮亮小声地回答。 老师说：
“请大声一点。 ”

“亮亮到底是该大声说话还是小声
说话？谁来告诉他。”1月 10日，在常德
市小学语文教师陈波工作坊开坊暨研
修活动现场，陈波上了一堂示范课《用
多大的声音》，她刚抛出问题，学生们七
嘴八舌地抢着要告诉亮亮该怎么做。这
个环节是陈波特色教学———“五步导学
法”的第一步———激趣导入。

在语文教学上，“坊主”陈波有一套
“武功秘籍”，她告诉记者，她创设的“五
步导学法”依次是激趣导入———自读呈
疑———合作探究———梳理归纳———拓

展内化。“五步导学法”的重心是因势利
导，让学生从“想学”到“乐学”。 这种教
学模式已获得同行认可。

起初，陈波推行“五步导学法”并
不顺利。 2012 年下半年，陈波去深圳
参加一位名校长主持的实验课题

“语文主题学习”活动后，颇受触动。
回来后， 陈波结合澧县第一完小的
实际情况构建了“五步导学法”，并
试图鼓励老师在语文教学中推行。
该校部分教师表示出了担心：“如果
因实验改革影响了教学质量， 我们
输不起。 ”为了打消老师的顾虑，陈
波多次向老师们宣传， 并率先在自
己的课堂上试行。 经过一学期的探
究与反复修改，“五步导学法” 效果
显著， 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和语言
表达能力提升了。

有了成绩后， 其他老师纷纷效仿。
2015 年，张作菊老师执教的《示儿》荣
获省级一等奖；2016 年，澧县第一完小

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晒课活动
中，3 人获部优课奖，2 人获省优课奖。
2017 年，该校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名师” 晒课活动中，2 人获部优课奖，4
人获省优课奖。 目前，“五步导学法”在
澧县第一完小各学科教学中铺展。

看到“五步导学法”推行成功，陈波
甚是欣慰。 1989年，陈波从常德师范学
校毕业后分配到澧县教育战线上，从乡
村到县城，从普通教师到教师工作坊坊
主，陈波完成了蝶变。 看着自己教的学
生成才， 看着自己指导的青年教师成
长，她觉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

采访结束时，陈波感慨“却顾所来
径，苍苍横翠微”。陈波说，一路走来，雪
泥鸿爪，踏雪留痕，“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是我不懈地追求。 ”

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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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主”陈波有套“武功秘籍”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兰佳月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竿斜。 ”1 月 10 日上午，益阳市赫山区
桃花仑小学一年级 262 班的学生齐声朗读古
诗《风》，班主任蔡益蓉接手 262 班之前刚带
完有 94 个学生的六年级毕业班，而现在所在
班里只有 54 个学生， 她上课不再需要借助
“小蜜蜂”，工作量也相应减少，和孩子们的关
系更密切了。

2017 年秋季， 桃花仑小学一年级共开设
11 个班，相比 2016 年新增了 4 个班级，每个
班的学生数量至少减少了 20人。 这样翻天覆
地的变化，得益于《益阳市中小学校消除大班
额实施计划（2017-2020 年）》《益阳市中心城
区教育布局和用地专项规划（2017-2025 年）》

等文件的落实。 根据教育用地的统筹规划，益
阳市桃花仑小学、秀峰路学校、丁香小学、三
益小学等学校的改扩建或新建工作顺利进
行，为化解大班额打响了第一枪。

新增学位、严控招生、配足师资，近年来，
益阳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为大班额“瘦身”。
现如今， 益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起始年
级每班人数严格控制在 55人以内。

新增学位，给班级“消肿”
“以前班上学生有 88 个，批改作业这一

项工作就耗时 2 小时， 现在班上 54 个学生，
批改作业的时间缩短一半， 我有更多的时间
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 ”1 月 10 日，桃花仑小
学一年级年级组长谢慧洋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大班额变为小班制教学， 她在教学上有了
更多发挥的空间。 目前，她的分组教学方式让
学生在课堂上“活”学知识，深受孩子喜爱。

益阳市资阳区三益小学教师邓嫔深有同
感。 三益小学 2017年 7月在益阳商务电子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旧址上开建， 并于 2017 年 9
月正式招生， 一年级 7 个班级， 班额均在 50
人以内，这让邓嫔的教学更得心应手。

“孩子在课堂上能理清知识脉络，回家后
写作业的速度明显提升， 这让我很庆幸自己
当初的选择。 ”家住三益小学附近的转校生家
长张先生表示，“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是破旧的
教学楼和及腰深的野草，2 个月时间， 我亲眼
见证两栋教学楼面貌焕然一新， 操场也逐渐
硬化，与孩子之前就读的学校一样美丽，而班
上学生人数比以前少， 于是决定将孩子送到
这里就读。 ”

家门口有了美丽的学校成了益阳市民有
目共睹的事情。 记者从益阳市教育局了解到
一组相关数据，2017 年，该市各区县（市）规划

新建学校 10 所，改扩建 71 所，投入资金 7.17
亿元，新增学位 26976 个。 同时，改善农村学
校办学条件。 2017 年，该市计划投资 1.92 亿
元， 建设 59 所合格学校和 21 所农村公办幼
儿园， 农村公办幼儿园已完成投资 2507.51
万元，占 86.18%；投入资金 1.4 亿元维修改造
校舍面积 17.83 万平米， 对 75 所学校进行提
质改造。

阳光招生，让家长理性选择
回想 2017 年招生工作，益阳师范附属小

学招生工作人员用“忙碌”“细致”形容彼时的
工作状态。 该校校长王晟敏的笔记本上清楚
地记载了该校 2017 年秋季招生工作的 7 个
程序： 受理登记———户籍审核———房产审
核———入户调查———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上报名册审核———公示名单———发放入学
通知书。 （下转 02 版）

别了 人挤人的大教室
———益阳市化解城镇中小学“大班额”纪实

道德审判岂能“一票否决”

1 月 11 日，凤凰县幼儿园开展了一年一度
的传统亲子活动———打糍粑， 活动开展之前，
老师就给孩子们分享了关于过年的故事，并带
领孩子们把每间教室打扮得年味浓浓。

打糍粑活动吸引了家长和孩子的热情参
与， 爸爸们轮流上阵挥舞着棍子打着糍粑，妈
妈们把打好的糍粑揉团压扁成形。 有的孩子还
学起大人的样子打起糍粑来，有模有样。 他们
和家长一起体验自制美食的乐趣，也领略了民
俗文化的魅力。

张翠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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