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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一份培养教师的职责感，凭着一

腔对教师教育的热爱，2008年，台州市黄

岩区教师进修学校踏上了新教师学科培

训“传帮带”之旅，让黄岩区的教师教育呈

现出一派“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

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的胜景。

无心扦插柳成荫
在一次全区性的教学常规检查中，区

教师进修学校发现，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存在不少问题：西部山区小学的一位新教

师上课目标不明确、教学思路不清晰，班

级秩序混乱；城郊完小的一位新教师，虽

然任教班级学生只有10多人，但平时疏

于管理，批改作业不及时，辅导不落实，家

常课竟不写教案……然而，新教师刚踏上

三尺讲台，备课、改作、辅导等常规工作的

落实与否，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质量与教

师专业成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

负责培养全区新教师的主体部门，区教师

进修学校决定从源头上开始治理新教师

的教育教学常规问题。

当时，正值黄岩区启动“名师传帮带”

工程，区教师进修学校的一位学科指导教

师结对帮扶两名镇中心小学的语文新教

师，同时还额外帮带在教学检查中存在问

题的完小新教师。由于刚从一线调入，这

位指导教师不知道该如何切入这项工程，

唯一能“传”给徒弟的就是历年的备课

本。备课本上细致入微的教学预设、精彩

生成的教学片段、科学合理的目标评价，

对帮扶对象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很大帮

助。“能每天坚持写‘教后收获’，这种精神

难能可贵！”师徒都牢牢记住了教学检查

组组长的这句话。于是，3位新教师就和

师傅一起在备课本上创造教育财富——

精心设计教案，及时草写“教学一得”，不

时追问教学疑难。见徒弟这般投入，师傅

就更有信心了——定期检查备课本，并作

适时、适路、适度的点拨；不定时亲临教学

现场，有时甚至师徒共上一堂课。课后，

那些聊不完的教学话题，总让他们带着思

考进入梦乡。

同办公室的年轻教师见他们饶有趣

味地描绘课堂精彩片段，也陆续加入其

中。在彼此的鼓励与影响下，大家不仅

练就了一支勤奋的笔，还把课间10分钟

当成共同解决教学问题、畅说课堂故事

的黄金时间。继而，又有10多位年轻教

师自愿加入“结对平台”，大家叽叽喳喳

地讲述课堂小故事，零零碎碎地交流教

学新思路，时间一长，竟发现熟视无睹的

事物中隐藏着真知，普通平凡的现象中

包含着深意。

区新教师学科培训也在此时应运而

生。区教师进修学校自此改变了以往只

请几位专家来作专题讲授的“新教师通识

集中培训”模式，而是试着采用公共课集

中培训与分学科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增设

了学科理论专题引领、组织课堂教学观摩

活动、课堂教学常规调研指导、开展新教

师课堂教学研讨活动等四大模块，为黄岩

区新教师培训创新模式、增效提质。

春雨润泥更护花
为了充分发挥学科指导教师“传帮

带”的作用，在教学实践专题培训中，区教

师进修学校采用了“双实践导师制”，即为

每位新教师配备两名实践导师。导师由

区教师进修学校和新教师所在学校各选

派一名，对新教师在备课、上课、评课、改

作与辅导等五大常规方面有针对性地进

行理论和实践指导。第一学期，师训处组

织学科指导教师对每位教龄在一年内的

新教师进行至少一次的课堂教学现场“面

对面”指导，同时还指导教龄在两年内的

新教师的教学规范和任务落实工作；第二

学期，除了对每位教龄在两年内的新教师

听取一次调研课之外，还要对部分教学能

力较弱的新教师有重点地进行跟踪调研。

“十三五”初期，西部山区学校一位小

学语文新教师未能落实教学进度与常规

管理，学生家长强烈要求学校换教师。新

教师任职学校的校长向区教师进修学校

寻求对策。师训处立刻组织4位导师专

程赴此学校进行为期3天的课堂观察与

诊断，发现该教师课堂教学节奏过慢，关

注学生过少，高耗低效的现象比较严重。

基于这些问题，调研组提出了改进办法：

优化教学设计是前提，关注课堂生成是关

键，落实知识要点是保障。调研组蹲点期

间，还对该教师进行了“五环”训练：观察

课堂教学—诊断问题现象—提出处方建

议—提供借鉴课例—反思再教设计。行

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持续的跟踪调研

激活了这位新教师的工作动力，让他开始

努力践行“瞄准目标，处处有的放矢，环环

扣准责任，步步扎扎实实”的教学新举措，

同时生成了质量奋斗新目标：让学校安

心，让学生开心，让家长放心！

2020年战“疫”时期，黄岩区各中小学

开设了形式多样的“空中课堂”。初期，新

教师的教学问题频频出现：主播教师全盘

授予，几乎在唱“独角戏”，学生接受式学

习；课堂上插播教师的“搬运”资源；师生

互动基本丢失……面对这些问题现象，区

教师进修学校的各学科指导教师积极行

动起来，连线教龄在两年内新教师的“空

中课堂”，听取课堂教学调研课150多节。

通过观察课堂上新教师的言行举止和学

生的学习状态，对新教师的教学作“一对

一”的把脉、诊断，并以线上调研课为范

例，帮、带新教师，将教学任务负责到底。

帮带初见成效。茅畲小学的一位新

教师主动提出申请，要求导师一个月内对

她进行线上听课辅导5场次，“我感到一

次比一次有进步，也更有信心给学生们上

好课”。与此同时，指导教师还引导新教

师每天记下工作随想，及时撰述疫情期间

的教育小故事，在线上调研课后完成一份

“经验反思”，以此驱动新教师在任务中练

笔，在提炼中成长。

红杏枝头春意闹
持续的力量往往能将平凡变为非

凡。那些让人惊奇的伟业，往往都是极为

普通的人兢兢业业、一步一步持续积累的

结果。新教师培养也不例外。

以新教师课堂教学研讨活动为例，它

的形式包括同课异构或异课异构，每位参

训新教师需要预设研讨课的教案，活动过

程为：遴选2~3位学员上研讨课—执教者

简要说课—人人填写、张贴、欣赏并摘录

课堂教学观察表—学员分组探讨—推荐

近两年新教师学员代表互动评课—学科

指导教师开设相应的小专题引领。

2017年，教师阳阳参加了小学语文

新教师课堂教学研讨活动。她是黄岩区

澄江街道临古小学一位教龄在3年内的

新教师。在赴基地学校上研讨课之前，她

经历了“独立预设备课—上诊断课—修改

教案—再次试教—同伴互助—再调整方

案—反复试教N遍”的过程。尽管农村完

小设备简陋、资源匮乏，但阳阳依然不放

弃每一次成长的机会，主动请教导师与同

伴，磨课千遍也不厌。最终，她和参与磨

课的伙伴感叹：“一次次的试教，看似反复

却收获着不同的教学效果。真是受用！”

坚持不懈的磨课，“磨”出了教师把握教材

的深度，“磨”出了学生的真实需求，也

“磨”出了新教师的教学内功。

每一位新教师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

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课程解读能力，

他们的经验、看法和感受本身就是十分可

贵的培训资源。因此，开发新教师的资源

也是培训的创新举措之一。让未满一年

试用期的新教师尝试独立预设教案、参与

磨课、开设大型研讨课、说课评课、全面主

持活动等，如今已成为新教师学科培训

“传帮带”活动的宝贵经验之一。在“传帮

带”活动中，教师们“传”出了智慧，“帮”出

了成长，也“带”出了文化。

都说经验是永久的老师，实践是思想

的真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岩区的

教师们在实践与探索中不断前行。新教

师们无论站在多高的起点，只要付出足够

的努力，就会比自己的昨天有进步，未来

就能走向成功！

一事精致，足以动人。专心致志于一

事一业，不腻烦，不焦躁，不屈服于困难，

是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真实写照。

简单的“传”“帮”“带”3个字并不简

单。它犹如简单的三原色，能调配出课堂

教学的万千色彩；它宛如简洁的五线谱，

能唱响教师教育文化灿烂的颂歌。依靠

十几年来持续的“传帮带”力量，区教师进

修学校让新教师培训工作开出了绚烂的

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台州市黄岩区教师进修学校）

一支唱不完的歌
——台州市黄岩区新教师学科培训“传帮带”工作纪实

编者按：今年，教育部在中宣部支持下，联合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启动了首批教育世家学习宣传活动，推送出首批教育世家100个，涵盖高教、职教、基教、幼教、特
教等各级各类教育领域。此举是为了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推动党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代代传承。为
此，本报即日起推出新栏目《走进“浙”里的教育世家》，对我省优秀教育世家进行深入报道，以供读者朋友学习和借鉴他们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

□本报记者 池沙洲

85后特殊教育教师张沁丛接到记者的

采访电话时，感慨道：“能够受邀出席这次盛

会，心情非常激动。家族的奋斗被认可，爱

的传承被认可，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鼓舞。”

今年的9月10日是第37个教师节，张沁丛

被邀参加全国教师节宣传庆祝专项活动。

这次要一个人进京参加庆祝活动，张沁

丛表示有点紧张。毕竟，她代表的不是一个

人，而是祖孙三代整个特教家族。其中11位

当教师的亲人，有7人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筚路蓝缕：创办浙南第一所聋哑学校
故事要从张沁丛的爷爷奶奶说起。

张沁丛的爷爷张忠铭，幼年发烧后失

聪，幸好家境还算殷实，被送到著名的英国

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上海福哑学校（上海

市长宁区初级职业技术学校前身）求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战区，成年

后的张忠铭返回家乡温州。

他和同学陈希聪、蔡润祥发出宏愿，要

创办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聋哑学校，帮

助家乡的聋哑人从痛苦和愚昧中解脱。

但此时战火纷飞，家道中落，创业维艰。

因聋哑人与外界沟通不便，张沁丛的

奶奶，比张忠铭小一岁的黄灿霞就成了校

方代表。她没有薪酬、没有福利，只凭着一

腔热忱，多方奔走，筹措善款。

1946年，在温州市北大街的一所民宅

里，浙南地区第一所聋哑学校诞生了。第

一天开学，学生只有一对姐妹。

抗战胜利了，另两位创办人陈希聪和

蔡润祥返回上海。

这样一来，学校人员不足，筹款、办学

等重担都压在了这对年轻夫妻身上。他们

省吃俭用，学校缺什么，都从家里拿。

小时候，张沁丛瞧见爷爷的手指跟别

人的不一样。爷爷告诉她，这是当年为誊

印教学资料，长期刻蜡版造成的畸变。

1952年，党和政府接收了张忠铭的学

校，正式成立了温州市聋哑学校，一举解决

了困扰多年的师资和经费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的年代，人

民政府还尽心竭力关爱残疾人，这使得张家

人对国家前途和特教事业充满了信心，全身

心地投入对学生的教育和养护中。

子继父业：二女一子投身特殊教育
没有办学经验的张忠铭和黄灿霞不断

摸索，和学生一起游戏玩耍，尽自己所能让

学生学好文化，学会生活。

由于当时办学规模有限，仍有不少聋

哑孩子无法入学。1979年，张忠铭和黄灿

霞退休后，毅然决定，在聋哑孩子较多的乐

清创办第二所聋哑学校。

于是，张忠铭和黄灿霞带领二女儿张

培芝、小女儿张佩碧，离开温州老家，到乐

清县湖头镇办学，即乐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前身。

张忠铭和黄灿霞年事已高，回温州养

老后，两个女儿继续留在乐清，每日粗茶

淡饭，辛勤耕耘，既要教授学生知识，又要

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对学生如同自己的

孩子一般疼爱。

在此之前，张家最小的孩子张建浩于

1972年进入温州市聋哑学校，成了一名体

育教师。

以聋哑人拥有体育运动优势为目标，

张建浩为上好每一堂体育课，起早贪黑，不

计疾苦。

他训练时严厉、生活中有趣，学生们都

喜欢他，敬佩他。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兼任温

州市残疾人体育总教练，带队参加省、市级

残疾人运动会各项比赛，曾获得温州市级

和国家级先进工作者荣誉。

母女相承：为特殊教育注入新血液
1979年对张家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一

位优秀的女性加入了特殊教育的队伍，她

就是张沁丛的妈妈陈湖湖。

陈湖湖性格温和又开朗，很

快就与学生们打成一片。一有空

闲，她一边苦学手语，一边在温州

师范学校进修。

陈湖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

的学生们：天气冷了，给他们送棉

衣、棉被；天气热了，给他们煮绿豆

汤解暑；平时带着理发工具，学生的

头发都是她理的。

张沁丛说：“妈妈爱她的班级和

学生，似乎更胜于爱我。”

陈湖湖善于总结教学经验，多次

承担省级课题研究；教学之余，协助

公安司法机关担任聋哑人翻译工作，

调解聋哑人纠纷，向聋哑人宣传法律

知识。

2002年爷爷去世，留下遗愿——

孙辈中至少有一人继承家族的特教

事业。

于是，正面临高考的张沁丛成了众人

游说的对象。起初，张沁丛是抗拒的，她

喜欢英语和历史，想学考古，不想当聋校

教师。

但最终乖巧听话的她作了妥协，满腹

遗憾地填报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以

超出录取分数线几十分的成绩被录取。

当记者问她今天是否仍然感到遗憾

时，张沁丛说：“浪费的那几十分是值得

的，迷茫的日子已经过去，无奈和挣扎已

不再有，因为我已经清楚自己到底要做

什么。”

有了奶奶和妈妈的鼓励，想起爷爷充

满殷切期望的笑脸，2007年开学季，张沁

丛迈进了温州市聋哑学校的大门。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聋生的数量逐

渐减少。张沁丛选择更大的挑战，从启音

部主动转岗到启智部。

“培智孩子的世界是神秘的，特别是自

闭症孩子，当他们暴跳如雷、哭闹不止甚至

自残伤人时，我们却琢磨不出到底是为什

么。”张沁丛说。

下班回到家，张沁丛跟妈妈聊起白天

的工作。妈妈开示她说，这些孩子的特殊

之处，很可能是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

转而以发脾气的方式发泄痛苦。

张沁丛根据妈妈的建议，鼓励学生表

达日常简单的需求，及时给予强化物。渐

渐地，学生学会了穿衣、洗漱、如厕、与人交

往……不稳定情绪也在逐渐减少。

此外，张沁丛的大姑一家，姑父姜成

祥和表姐姜凡曾经是教师；二姑张培芝

的女儿赵向彤、儿子赵志丹是教师；赵志

丹的女儿赵玥是张家第四代，目前就读

于陕西师范大学，立志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

而张沁丛的丈夫陈正豪，本是一名优

秀的电子工程师，因受到妻子家庭的影响，

于2017年转行，在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教

育集团任教。

开创与传承：温州一家三代人的特教事业

黄
灿
霞
工
作
照

张沁丛工作照

浙派教师·教师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