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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维煊

近日，教师题材的电

视剧《追光的日子》顺利

收 官 。 该 剧 讲 述 了 一 名

热 爱 教 育 事 业 的 班 主 任

兼 数 学 教 师 郝 楠 带 领 高

三 学 生 克 服 困 难 、寻 找

自 我 、追 求 梦 想 的 故

事 。 真 实 的 好 教 师 形 象

不 仅 感 动 了 观 众 ，还 向

社 会 传 递 了 教 育 的 正 能

量 和 积 极 的 价 值 观 ，该

剧 也 因 此 收 获 了 收 视 率

和口碑的双赢。

在 一 个 人 的 成 长 过

程中，总会遇到几个点亮

生 命 之 光 的 教 师 。 有 的

教 师 不 仅 仅 是 学 生 读 书

时的“一道光”，甚至是照

耀 其 一 生 的“ 那 道 光 ”。

这样的教师有很多，正是

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的

教育质量才不断提高，国

民 的 素 质 才 不 断 提 升 。

但是，教师题材的文艺作

品却不多，能够“破圈”并

引 发 社 会 强 烈 反 响 的 更

加有限。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

教 师 题 材 理 应 成 为 文 艺

创 作 的 富 矿 。 在 弘 扬 尊

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中，如

何 让 教 师 题 材 的 文 艺 作

品 不 断 涌 现 ？ 如 何 让 更

多 教 师 题 材 的 优 秀 文 艺

作品“破圈”？

首先，要加强有中国

特色的教师题材文艺作品

的创作研究。高质量文艺

作品的推出，不能仅靠剧

组及其他创作方的单方面

构思，必须将教育置于波

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之中，

相关研究必须跟上，以研

促创，提高作品质量。

其次，创作方要从一个个教育小故事

及一名名普通教师身上，挖掘出教师平凡

的日常工作中的感动，挖掘出教师看似波

澜不惊的职业生涯中的情怀，以现实主义

精神观照生活，以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

创作出有格局、有视野、能让全社会更深刻

地思考教育及了解教师的优秀作品。

再次，教师题材文艺作品应丰富多

彩。电视剧仅是文艺作品的一种，还可通

过电影、话剧、地方戏曲、小说、歌曲、舞蹈

等多种文艺形式，让人们进一步思考教育、

了解教师。

最后，应加大对优秀教师题材文艺作品

的宣传工作，在营造尊师重教氛围的同时，

也让作品中的正能量鼓舞更多人。

尊师重教的前提是深刻了解教师与教

育，让教师题材文艺作品不断涌现，让高质

量教师题材文艺作品不断“破圈”，让人们

在记住及追寻心中“那道光”的过程中，尊

重教师、重视教育。

□本报记者 江 晨

他们，是教师，也是“车间主任”、

摄影师、非遗传承人、舞蹈达人、维修

能手。

他们，用多种技能，解锁“教师”之

外的另一重身份。

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记者走

进多所学校，采访了一批身怀一技之

长的教师，从他们的身上发现教育的

更多可能性。

玩转技术
观看《人工智能解密》科普微视

频，用语音控制机器人小车，学习无

人机的编程飞行……最近，陈少华给

40多个“村里娃”带去了难得的科技

体验。

陈少华是宁波市海曙区镇明中

心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在科技教育上

有绝活。2020年，他自费13万余元

购置了3D打印机、机器人教学套件

等，在校外建起了“21世纪车间”——

一个位于社区内的青少年科普实践基

地，每月开展一次公益科普活动。

“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实践让更多

青少年了解科学，爱上科学。”陈少华

认为，信息技术这门课不应局限在课

堂上，更要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真

知。因此，他为“车间”准备的课程会

结合时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包含

与科技有关的生活应用。“每次活动我

们都要提前一两个礼拜准备，包括课

程方案设计、材料采备等环节。”现在，

“车间”又招了几名科学教师，与陈少

华一起精心打磨每一场活动。

在衢州第一中学，高三（10）班的

学生们有个共识：只要把坏了的物件

交给钱立老师，准能修好。

前两天，学生叶担拿着U盘走到办

公室找到钱立：“钱老师，您能帮我修一

下吗？”钱立打开桌上的工具箱，里面各

种各样的小型工具让叶担“开了眼”。

拆零件、插接口，三下五除二，U盘就修

好了。“不用谢我。”钱立对叶担说。

技能修炼到如今这般，是数年静

心思考、找方法、勤实践的结果。钱立

说自己是文科出身，对很多机械产品的

原理并不了解。2017年家里装修时，

他发现很多物件只要自己学习也可以

装好，自那以后，他就开始借助网络、书

籍钻研维修技术。渐渐地，同事、邻居

家的东西坏了，他也可以上手修一修。

传承非遗
今年7月，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美术教师王彧入选了吴兴区

剪纸非遗传承人。欣喜之余，王彧不

免回想起走来的这一路：2018年，刚

入职便加入了学校的七彩剪纸社团，

在这里，王彧遇见了剪纸非遗传承人

蒋志瑛，并拜其为师。后来，她挑起剪

纸社团的大梁，还将剪纸技艺应用于

美术课堂，开发了一系列校本课程，让

更多的学生了解剪纸技艺。

而真正让王彧沉下心来发扬剪纸

技艺的，是去年的一次大型非遗技艺

展示活动。“当时有很多小朋友来体验

剪纸，但他们大多认为剪纸只是动动

剪刀而已，对其中的传统纹样、图案都

不太知道。”也许是出于教师的责任

感，也许是亲身经历的触动，“不要让

剪纸技艺失传”的使命感涌上王彧的

心头。她尝试着将剪纸作品进行创

新，像印花一样印在包、伞、扇子上，当

作礼品送出。

和剪纸一样，杭州市萧山信息港

小学的王世奇擅长的面塑技艺也是个

慢活儿。王世奇是王派面塑第五代传

承人，原先教体育，因课程需求这两年

转成了美术教师，这让他能更好地将

面塑与学科融合起来。

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面团，经过

揉、搓、捏、挑，就可以初步成型，再用

小刀点、刻、划、塑，披上复杂的发饰和

鲜艳的衣裳，造型就活灵活现了。面

塑就是人们常说的“捏面人”，为了更

好地传承这项非遗文化，早在2017

年，王世奇就在学校开设了“创意面

塑”社团课程，并依据年级设置不同的

课程内容。

让王世奇欣慰的是，学生们对这

项技艺很感兴趣。除了校内教学，他

还会到萧山区青少年宫教授面塑。“暑

假里，我们还在萧山博物馆和萧山书

城举行了两场学生面塑作品展。”王世

奇说，学生们把作品送给前来参观的

小朋友，非遗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地

传承着。

“育”见美好
今年暑假，桂思雅收到了学生郑

琳烨的微信消息。虽然早已不是桂思

雅的学生，但她们之间有一个独特的

连接纽带——街舞。

2017年，桂思雅来到遂昌县应村

乡中心小学任教英语。刚到这所乡村

小学，她就接到了“发挥特长办社团”的

任务。“不如就结合自己10年的跳舞功

底，带着学生们跳起来。”桂思雅带着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决定一试。

这一跳，如一株火苗点燃了学生

们的热情。此前从没接触过街舞的山

里娃们开始了刻苦的练习，即使身上

有瘀青也依旧坚持。

尽管学校地处大山深处，没有专门

的舞蹈教室和教师，学生们又大多是留

守儿童，但5年来，在桂思雅的带领下，

街舞社团拿到了不少奖项。2020年，

他们还在省级比赛中拿到了3个单项

一等奖。当时读三年级的郑琳烨骄傲

地说：“我们的舞蹈是英语老师教的！”

“如果可以，我希望通过街舞让孩

子们有机会走出大山，看见更大的舞

台。”这是桂思雅的初心，尽管受到客

观条件的限制，但她相信学生的人生

会因为学习街舞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

变。“至少，学习街舞后，他们变得更自

信了，也更喜欢上我的英语课了。”

如果桐乡市中山小学语文教师陈

小燕来到学生们练习街舞的现场，她

一定会拿起相机拍个不停。5年前，

陈小燕开始用相机记录生活，起先拍

摄风景、记录日常，后来，镜头里的学

生越来越多。

陈小燕说，这是班主任的身份使

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学生们的一

笑一颦都被她的镜头捕捉下来。某次

食堂午餐，陈小燕还拍下了班上一个

男生吃鸡腿的样子。

后来，这张照片在作文课派上了

用场。“如何将人物写活？”陈小燕见学

生们犯了难，便拿出这张照片展示，学

生们的理解力和写作力被激活。“看着

他的吃相，没有食欲的人都会馋涎欲

滴。”作文里的“金句”被陈小燕记了下

来。这也让她发现，照片可以作为课

堂教学的辅助工具。用照片记录教学

的经验与教训，成为陈小燕的习惯。

□本报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周晓静

位于浙江省东中部的天台县，不仅

有迤逦的山水风光，还有众多诱人的特

色小吃，饺饼筒就是其中之一。新学期

伊始，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的“人

间烟火”实践基地里，学生们正热火朝

天地学习制作这道特色小吃。

这火热的劳动场面，正是学校以

特色美食推动劳动实践的一个缩影。

稼穑园里种出好食材
饺饼筒的馅料为各类时蔬、肉片、

蛋片等。时蔬从哪里来？稼穑园里摘！

稼穑园是始丰小学师生们进行种

植、养殖及生产劳动的实践基地，占地10

亩。园内规划清晰：种植区根据作物的

种类，划分为中药科普、瓜蔬栽培、生态融

合、五谷丰登、热带水果、科技农业、花卉

世界、种桑养蚕、一品黄茶等区域；养殖区

分水产养殖区和萌宠小乐园。此外，园

内还有木工坊、育种场等实践区域。

玉米、土豆、番薯、南瓜、丝瓜，香

蕉、草莓、无花果、木瓜……在师生们

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四季，稼穑园里瓜

果蔬菜不断，成为“人间烟火”实践基

地最便利的“供应商”。

来到稼穑园，学生们在教师的指

导下去温室大棚拔了胡萝卜，再搭配

早前自产的萝卜丝干、黄花菜、豆腐

皮，加上肉片、蛋片，仅是这色彩丰富

的馅料就引得人馋涎欲滴。

小小厨神巧做台州菜
有了馅料，还得有饼皮。摊饼皮

是一项技术活儿，会的教师少之又

少。好在有食堂阿姨和热心家长主动

请缨，帮助教学。

面粉加水调成胶糊状，然后在锅

底涂上薄薄的一层油，而后飞快地舀

一勺面糊入锅，按顺时针方向将其均

匀地摊开、铺平，转瞬之间，一张饼皮

就摊好了。在师傅们的指导下，从洗

菜、切菜、炒菜到摊饼皮、裹饼筒，学生

们做得有模有样。不一会儿，一卷卷

色香味俱全的饺饼筒就出锅了，“人间

烟火”实践基地里香气四溢。

“我从三年级就开始参加‘小厨神’

课程了，从一开始最简单的包饺子、番

茄炒鸡蛋，到今天可以亲手制作天台

美食饺饼筒。”五年级学生金诗涵兴奋

地说，“我要包给爸爸妈妈吃！”

校长王锐介绍，学校的“小厨神”

课程以“寻天台特色饮食文化”为主

题，结合传统节日和节气，教授一些家

常菜及特色小吃的制作。扁食、麦饼、

青饺、糊辣沸、饺饼筒……这些特色小

吃都在课表上。

由于需要使用明火、刀剪等，目前

课程仅面向三至六年级开设。36个班

级轮流上课，每班每次2课时。为了

带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学校特地

在食堂二楼开辟了300多平方米的

“人间烟火”实践基地，设置烹饪区、配

菜区和美食区三大区域。

“仅灶台就有6个，以保障每个学

生的烹饪体验。”王锐表示，学校积极

鼓励、引导学生参与各项劳动实践，让

学生在出力流汗中接受锻炼、磨炼意

志，养成积极向上的劳动价值观和优

秀的劳动品质。

天台县始丰小学劳动教育“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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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朋友”牵手小朋友

日前，建德市寿昌新城幼儿园举办“安全迎亚运，消防来
护航”系列主题活动，“蓝朋友”消防员进园带来“消防安全第
一课”“消防技能人人会”等多项活动，让幼儿认识消防安全
隐患，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图为幼儿在消防员的指导下，操
作水枪。

（本报通讯员 朱 珊 摄）

看，教师中的“特长生”们

9月4日，遂昌县石练镇中心幼儿园邀请石
练派出所民警进园，就校园安全等方面展开全面
检查，同时开展安全知识教育，保障新学期师生
们的安全。图为民警指导保安人员正确使用安
保器材。

（本报通讯员 胡昌清 雷夏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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