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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无痕教育”助学生成长
———记丰台区长辛店一小语文教师、班主任王强

下垙村里的“解困书记”
□本报记者 曹海英

随身携带笔记本， 一有灵感
就顺手记录下来， 并适时运用到
课堂上；带着学生共同讲述、撰写
教育故事，一学期能积攒5万余字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一等奖获得者、 丰台区长辛店一
小教师王强在教育一线工作28个
春秋，立志做工作的有心人，建立
起自己独特的“无痕教育”方式。

课堂小插曲变成有
趣的教育元素

工作28年， 做班主任25年 ，
王强说无论学生的特点如何随时
代有所变化， 不变的是他们都不
喜欢喋喋不休的说教， 更愿意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尤
其是小学生， 不会轻易理解接受
大道理， 所以他会通过 “无痕教
育”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

一节语文课上， 有两只椿象
（俗称 “臭大姐”） 钻进教室， 很
多学生惊叫起来， 虽然有老师的
安抚 ， 但是还有人一直盯着它
们。 王强没有生气学生的走神，
而是想到既然如此， 干脆就以这
两只昆虫为主角开启一次写作之
旅。 于是当天他布置了观察日记
《椿象来到我们班》， 要求学生收
集有关椿象的资料。

在第二天的课上， 王强点评
了学生的观察日记， 接着组织他
们交流资料， 还出示了一张一个
小女孩在奶奶的环卫车里认真写
作业的图片。通过学习，学生们的
紧张打消了， 课堂小插曲变成一
次有趣的作文体验，一举数得。

“学生喜欢的课堂应该是新
奇、 充满挑战的。” 在王强的眼
中， 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发
掘出教育元素， 只要适当引用，
就可让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

巧用谐音“男”丁格
尔引导学生

在教学生涯中， 王强逐渐养

成一个习惯， 就是常年准备3个
本子， 有的放在家里， 有的搁在
单位， 还有的带在身上， 随时随
地把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到有意
思、 有冲突、 有意义的事情或灵
感写在工作笔记上， 并适时用到
教育教学中。

比如他在新闻中看到鄱阳湖
大旱的报道受到触动， 顺手记了
下来， 觉得可以将这个环保话题
与语文学科联系起来。 在一次丰
台区举办的教学干部培训班上，
他受委托做公开课， 就拎出了这
个点子， 还加入了环卫工在悬崖
峭壁上捡拾垃圾的故事， 题目定

为 《看上去很美丽》， 得到专家
的好评。

在一次英语课上， 老师问大
家长大后想做什么职业， 一个男
生临时卡了壳。 两个淘气的学生
冲他小声提示 “nurse （护士 ），
nurse……”， 他就顺口说出自己
想当护士， 顿时引来一阵哄笑。
有人阴阳怪气地在一旁评价 ：
“你可真笨， nurse是女人干的职
业。” 这个男生反应过来恼羞成
怒， 立刻回嘴反击， “战斗” 几
乎持续到下课铃响。

王强前两天看电视， 对 《走
近 “男” 丁格尔， 我是一名男护

士》 的新闻报道记忆犹新， 得知
这件事后， 他一下子来了灵感。
午自习时， 他问全班学生： “你
们知道前两天是什么节日吗 ？”
“国际护士节。” 他顺势在黑板上
写下 “‘男 ’ 丁格尔 ” 四个字 ，
学生们很惊讶， 老师怎么把字写
错了？ 就在他们迷惑不解时， 电
子白板上出现了 “男护士” 的报
道。 看完后， 他开始引导学生讨
论 “片中介绍的 ‘男’ 丁格尔是
怎样一群人？” “他们与女护士
相比有哪些优势？” “传统观念
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压力？”

随着讨论的深入， 学生们不
再像最初时对男护士哄笑， 而是
多了理性的思考。 王强这时才提
出自己的观点 ： “社会不断进
步， 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提高， 认
为护士是女性专利的传统观念早
晚会被人们抛弃。” 引起那次课
堂混乱的三个学生不禁低下了
头 。 之后 ， 他将这件事记录下
来， 写成教育故事。 虽然没有唠
唠叨叨的说教， 可是孩子们的心
灵却受到了一次净化。

王强写下一个个教育叙事，
获奖的有十多篇， 其中 《不要让
好奇心撕碎了自尊心》 在丰台区
骨干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获得一
等奖， 并在颁奖大会上交流。

编纂文集 指导学
生作文全国获奖

2012年， 王强建立了 “柳芽
青青” 班级空间， 把学生的习作
上传到空间里 ， 供全班学生学
习、 点评。 2015年， 这个班级日
志演变为 《柳芽青青文集》， 里
面收集了学生根据班会、 队课、
主题阅读活动写的习作。

例如 《向小便宜说不》 是针
对班里学生用钱换取帮助引发讨
论的习作， 《感谢小雨》 培养的
是学生坚强的品格， 《数学题上
的拼音》 培养的是学生的责任意
识； 还有学生的问题习作在他的
指导下变成优秀习作的过程， 如

《写 作 文 不 要 眼 里 只 有 自 己 》
《读后感要情真意切》 《真实是
作文的生命》 等； 以及他的教育
随笔， 如对一个学生做的填空题
有感， 他创作了儿童诗 《月亮的
味道》； 因为班中有学生贪图小
便宜， 他创造了儿童诗 《小聪明
与大傻瓜》 ……

编纂完文集， 王强找学校打
印出来，发给班上学生人手一册，
每学期至少制作1本，仅上学期就
有5万余字，帮助学生提高表达能
力，提高对写作的热爱。

很多小学生写作文会犯有通
病 ， 即缺少生活发现 ， 胡编乱
造， 一说 “好人好事”， 不是扶
老奶奶过马路， 就是在地上捡钱
后交给警察叔叔。 五年级女生小
爱原来写作时也存在这个毛病，
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 没思路就
自己编， 或去网上找。 在王强的
指导下， 她明白作文应该真实表
达情感， 开始拿本子记录学习和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坚持写日
记 ， 还仔细阅读 《柳芽青青文
集》。 练习多了， 她逐渐掌握写
作文的技巧， 现在写什么话题都
不怵， 而且 “下笔如有神”， 文
章也比原来好看多了。 小爱说，
只要仔细观察， 生活中处处有精
彩的素材。

学生们特别喜欢这部文集，
将之比作可爱的小鸟， 可以带领
他们展翅高飞。在王强的指导下，
学生的作文陆续变成铅字， 有的
被选入作文书， 还有的习作在全
国青少年“春蕾杯”征文比赛、“全
国万校小学生作文竞赛” 等活动
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如今，文集
已伴随了几届学生的成长。

做工作的有心人， 收获着用
智慧教育学生的快乐和幸福。 近
五年， 王强先后获得北京市 “紫
禁杯” 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北京
市 “学生喜爱的班主任”、丰台区
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他撰写的
论文、教学设计、教育叙事多次在
市区级荣获一、二等奖。 今年，他
当选为“北京市师德先锋”。

“你看屋子里多暖和， 村里
煤 改 气 啦 ， 这 污 染 也 少 呢 。 ”
“村中间盖起了二层小楼， 村委
会安装了太阳能， 听说还要在全
村推广。” ……下垙村村民说起
这两年村里发生的变化， 脸上全
都是幸福的笑容。

事情得从 2016年说起 ， 那
年， 北京建工集团响应北京市委
号召， 选派企业优秀干部入村担
任 “第一书记”， 开展帮扶脱低
工作。 下垙村位于延庆西北， 只
有耕地 360亩 ， 全村 97户 200来
人， 其中低收入户占三分之一，
特别是还有14位残疾人， 既没有
成规模的产业 ， 又缺少启动资
金。 而四建公司职工冯光明， 是
土生土长的延庆人， 熟悉当地风

俗环境， 成为 “第一书记” 的最
佳人选。

“一定要为村民干些看得
到、 摸得着的实事。” 冯光明下
定决心。 他进村的头一年， 四建
公司就与下垙村签订了精神文明
共建协议， 正式结为 “城乡手拉
手” 共建对象， 四建党委与村党
支部签订党组织共建协议， 成为
“党建联建共创” 对象。

四建公司出资数万元购买电
视、 电脑、 电子屏、 桌椅， 为村
里捐建了党群活动室， 让村民通
过大屏幕观看了党的十九大直
播； 四建公司工会组建 “文艺小
分队” 开展下乡慰问演出， 让下
垙村有了自己的 “村晚”； 四建
机关党总支组织党员 “七一” 进
村过特殊党日， 让乡养老院有了
暖心服务。

下垙村出产杏， 但销路一直
不好， 冯光明看到村民种植的杏

大量滞销， 便及时向四建公司党
委汇报了这一情况。 四建公司出
资采购了4000多公斤的杏， 正为
此发愁的村民激动地流下了眼
泪， “解困书记” 由此得名。

郭明锁是村里出了名的困难
户， 两个孩子上大学， 家里一年
的收入不足1万元。 冯光明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 便想办法为他脱
贫。 他多次为郭明锁推荐工作，
最终郭明锁被四建衢州项目部录
用为施工员。 这样一来， 郭明锁
有了6万多元的固定收入， 家里
的日子越来越好。

入村两年， 冯光明带领村党
支部学习十九大精神， 转变思想
观念， 开展土地增值经营。 他在
村里干了四件大事， 一是通过引
进社会资源， 进行土地流转， 每
年为下垙村收入40多万元， 使20
户村民实现了脱低； 二是在政府
支持下种植南美藜麦， 增加村里

的收入； 三是组织低收入户种植
小米等绿色有机食品， 由四建公
司各项目部食堂采购； 四是带领
村民在房顶上安装光伏发电设
施， 现在该项目已经并网发电，
形成收益， 截至目前已发电5万
度， 收入5万多元。

今年5月， 在国资委、 市农
委组织的北京市国有企业 “一企
一村” 结对帮扶签约活动上， 四
建公司郑重与下垙村签署了结对
帮扶协议， 这将使国企帮扶工作
更加 “聚焦精准 、 关注民生 ”，
早日让下垙村脱贫致富。

“习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十
九大精神传四方， 北京建工有担
当， 第一书记来到咱身旁， 大家
心里有了主张 ， 农村美 、 农民
富、 农业强。” 村民用自己的语
言， 唱出了全体村民对中国共产
党的感恩， 对北京建工帮扶的感
谢， 对第一书记的认可和称赞。

———北京建工四建职工冯光明进村“帮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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