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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抒雯

黄伟东是乐清市雁荡镇第五小学的一

名数学教师。今年37岁的他，却顶着一头

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白发。有同事打趣道，

“每根白发都是他教书生涯的真实勋章”。

扎根乡村15年，黄伟东已经斩获了不

少荣誉：全国模范教师、浙江省教坛新秀、温

州市名教师……但在众多光环中，他最珍视

的始终是“乡村数学教师”这一朴素的身份。

坚守乡村需要勇气。当同龄人奔向都

市繁华，是什么让这位“年少成名”的青年教

师毅然选择扎根乡村，用青春浇灌梦想，用

坚守托举教育？带着这份好奇与感动，记者

走进了他的课堂，探寻坚守背后的故事。

他是数学老师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三角形3个内角

加起来等于180度。不过，这个结论是怎么

来的呢？”在一堂小学数学《三角形内角和》

的公开课上，黄伟东拿起一张三角形纸片，

不急不缓地卖起了关子，“先别急着回答，让

我们动手剪几个三角形，拼拼看”。

话音刚落，原本安静的课堂瞬间活跃起

来。“老师快看！我把3个角拼在一起了！”

“真的是平角！我用量角器量过了！”学生们

争先恐后地分享着自己的发现，红扑扑的脸

蛋上写满了兴奋和喜悦。

黄伟东的数学课，最不缺的就是意外和

惊喜。无论是妙趣横生的实验，抑或是引人

入胜的悬念设计，都是黄伟东上数学课时的

标配。只要他一站上讲台，不出几秒，教室

里就会荡漾出一片笑声。看似简单的教学

策略背后，实则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朴素的教

学理想：“数学课堂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灌输

知识，而是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这份对于数学教学的理解似乎在多年

以前就有迹可循。2010年，大学毕业的黄

伟东放弃了留校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归乡

土，在雁荡镇第三小学当起了乡村教师。石

头垒起的校门、简易的教学楼、矗立在校园

中央的老樟树、学生纯真质朴的脸庞……让

他对乡村教育有了深刻且具体的印象。从

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黄伟东便暗下决心，

“我要教好这群乡村娃，让他们爱上数学”。

为了让自己尽快站稳讲台，黄伟东要么

钻进课堂当“旁听生”，要么埋头钻研与数学

教学相关的书籍。凭着这样一点点“啃”到

底的功夫，很快，黄伟东便在各级各类教学

比赛中崭露头角。

在过往的教学实践中，黄伟东发现，学

生能够熟练背诵公式定理，却在解决实际

问题时茫然无措。一次听课时，他粗略统

计，“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有数十次，而学

生主动提问的机会却屈指可数”。症结找

到了。黄伟东意识到，“真正的教学智慧不

在于教师问了多少，而在于如何激发学生

主动思考”。

从2013年起，一场指向“问”和“学”的

数学课堂改革由此生根发芽。在黄伟东看

来，“问”的艺术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教师

提问，更重要的是鼓励学生主动提问；而

“学”的真谛则在于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实现深度学习。

经过 10 余年的实践打磨，黄伟东的

“问·学”课堂逐渐凝练出“低起点、多维度、

深层次”的教学智慧——每节课聚焦一两个

核心问题，分层设计学习任务，目的就是“让

每个学生都有发言机会”。

令人欣喜的是，一些改变正在课堂内外

悄然发生着：曾经沉默寡言的学生成了课堂

上的“问题小专家”，数学兴趣小组的学生则

主动发起了“校园节水方案”研究项目，将数

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好的课

堂是要把提问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习真正

发生在学生身上。”黄伟东如是说。

他不只是数学老师
“我们的数学老师不仅作业布置少，而

且很懒，上课的课件都不做，但他讲的课我

都听懂了……”在一次语文教师布置的日

记作业中，有个学生俏皮地“控诉”起了黄

伟东。

“教师把课堂效率提高点，学生的

作业就能少一些。”黄伟东道出了心里

话，“越是简单的课件，越要求教师抓

住课堂的本质。”

黄伟东的数学课堂始终在做精妙的

“加减法”：减去的是烦琐的课件、重复的

题目，加上的是人文的温度和思维的深

度。一支粉笔，三两问题，他总能把冰冷的

数学公式讲出育人的滋味。

在讲解《循环小数》时，黄伟东以古人坚

持手算的故事为引，顺势引导学生“在探究

数学的过程中，需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恒

心”；在上《可能性》这一课时，他又别出心裁

地让学生自主设计抽奖方案，只为让学生明

白，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同样需要

换位思考。

“数学课堂理应承担起心灵育化的功

能。”黄伟东对数学课堂的这一体悟并非一时

兴起，而是基于他多年的教育观察。乡村学

生中留守儿童较多，父母的缺席让他们更渴

望情感的托举。因此，“看见每个学生，关照

每个学生的内心”成了他的心头大事。节假

日，他会挨家挨户地家访，无偿为学生提供

辅导，雁荡镇上的每个村子他几乎都去过。

但权威也有受到挑战的时候。一次，

有个学生向他抱怨：“老师，你总让我们努

力学习，那你自己努力了吗？”一句率真的

质问，在黄伟东心头激起层层涟漪。从那

时起，他便和学生约定，以学期为限，比一

比谁更努力。

在黄伟东的教学生涯中，师生之间类似

的“成长之约”并非孤例。一次课后，一个怯

生生的声音在黄伟东耳边响起：“老师，您会

一直教我们吗？”看着学生清澈的眼神，黄伟

东坚定地说：“老师会一直陪你们到毕业。”

一直扎根乡村，黄伟东深知师资流动带

来的隐忧，“老师的流动可能会让学生失去

心理寄托，他们要不断地去适应新老师、新

环境”。黄伟东也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这

几年，他也收到过不少学校抛来的橄榄枝，

而选择留下是他对学生许下的郑重承诺。

他还是数学老师的老师
“黄老师，明天下午我想约您帮我听听

课。”采访被一通电话中断，只见黄伟东爽

快应下。帮教师听课把脉这件事，黄伟东

向来是来者不拒的。在同事眼里，黄伟东

是个“热心肠”，只要教师有需要，他总会倾

力相助。

2019年，黄伟东加入了浙江省陈加仓

名师网络工作室。“不要忘记给别人带去温

暖”是导师陈加仓当时对他的殷切嘱托。看

似朴实的话语，却为黄伟东的整个教研生涯

埋下了温暖的伏笔。

2020年，黄伟东迎来了新角色——担

任乐清市大荆学区数学教研大组组长，同

时兼任湖雾镇小学乡村校蹲点研训员。

同年，因撤点并校，黄伟东调至雁荡镇第五

小学任教，并承担学校的教科研工作。

更高的平台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对于

年轻教师的成长困境，黄伟东感同身受，

“新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惑和

难题，如果有人能帮他们一把，他们会少

走很多弯路”。他在学校里设立了“青梅教

室”，除了本校教师，外校教师也可以来听

课，参与教研活动。

在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教师孙娉

的印象中，黄伟东有一双“慧眼”，总能第

一时间发现不同教师身上的闪光点：对于

教研潜质突出的教师，黄伟东会引导他们

专注教学研究；对于课堂表现力强的教

师，黄伟东则鼓励他们在教学一线大展身

手。“黄老师总能用他独特的眼光，发现每

位教师潜藏的特质。当我处于职业迷茫

期时，正是他的指引让我找到了方向。”孙

娉回忆道。

时下，黄伟东愿意做那个为教师“撑伞

的人”：组织学区教学研讨活动、送教下乡、

帮助教师说课试课……在他的帮助下，区

域内近50位教师通过职称评审，并获评骨

干教师。2023年，黄伟东成立了自己的“名

师送教”工作室。黄伟东更忙了，但他乐此

不疲。

从教多年，黄伟东的脑海里一直珍藏着

这样一幅画面：夕阳斜照的教室里，学生围

在他身边，意犹未尽地抛出各种问题。那一

刻，他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要像记忆中

的那棵老樟树一般，努力地向下扎根、向上

生长，用繁密枝叶为新芽撑起未来。

在科学实验里播种奇思妙想
□本报通讯员 汪培坚 林延伟

一袋空气究竟

有多重？这个问题

一时间会难住许多

人，但开化县实验小学

教师季丽奇却用一个简单

而巧妙的实验，轻而易举地

揭晓了答案。

实验中，季丽奇先将一个普通塑

料袋灌满空气，并用橡皮筋扎紧袋口，随之将其

放在电子秤上称重。结果，除去塑料袋和橡皮

筋的重量，电子秤几乎称不出空气的重量。“为

什么会这样？”季丽奇随即解释道，“由于塑料袋

体积增大，空气浮力也随之增加，恰好抵消了空

气本身的重量。”

那么，被“隐藏”的空气究竟有多重呢？为了

找到答案，季丽奇改用压缩空气罐进行测量。只

见他先称出空气罐的总重量，然后将释放出的空

气装满了之前的塑料袋，并再次称重。令人惊讶

的是，空气罐前后的重量相差35克。“35克便是

一袋空气的重量！”季丽奇揭晓了答案。

这则有趣的科学实验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一

经发布，便吸引了大量关注。由此，这位对科学

实验有着无限热情的小学教师季丽奇也随之走

进了大众视野。

今年44岁的季丽奇成为“网红”实属意外。

年初，季丽奇抱着“方便和同事业务交流”的初

衷，把自创的科学实验拍成视频，并发在网络平

台上。但要拍好实验视频，过程并不容易。季

丽奇分享道，即便是制作一段短短两分钟的视

频，也需要经历选题构思、器材准备、实验设计、

现场拍摄和后期剪辑等多个环节，“整个过程至

少要花3个小时。碰到复杂的实验，则要花上

6~7个小时”。

季丽奇给自己的平台账号取名为“科学实

验季”。在他的镜头下，普通的电线摇身成为简

易电动机，彩色的镜子能演绎出神奇的光学现

象，普通的磁铁经过改造变成了智能开关……

事实上，季丽奇做实验所使用的器材大多是他

精心挑选的。

在他看来，生活中处处“藏”着宝贝，“科学

实验并非只能在实验室里完成，生活中常见的

物品也能设计出直观易懂的科学实验”。目前，

季丽奇已经发布了30多则原创科学实验视频，

全网总点击量已超200万次。他像一位执着的

科学农夫，在科学实验里播种奇思妙想，把更多

有趣的科学实验带给有需要的人。

季丽奇从小就是个“科学迷”。家里大大小

小的物件几乎都被他“捯饬”过。“科学就是要动

手验证。”这也是季丽奇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

遇到不懂的科学问题，或是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

点，他都会用做实验的方式，寻得“柳暗花明”。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专业有趣的实验大多

诞生于季丽奇家中。为了能随时“捣鼓”他的实

验，10年前，季丽奇就在家中开辟了一个“科学

基地”：一张长方形的实验桌，陪伴他度过了无

数个埋头钻研的夜晚。为了存放实验器材和工

具，他还特意配置了6个大立柜。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教材中的部分科学实

验在实际操作时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尽管

困难重重，但在学生眼中，“季老师总会想方设

法让我们清楚理解科学知识和原理”。一次，在

教授“水钟制作”这一科学实验课时，季丽奇发

现，如果按照教材提供的方法制作水钟，容易出

现较大误差。于是，他自掏腰包购置专业器材，

经过反复试验，改进方法，最终制作出了精准度

更高的水钟。

令人欣喜的是，季丽奇对科学实验的这份

热爱也影响着他的学生，许多学生也在家做起

了实验。学生陆书喆兴奋地告诉记者：“我现在

也有自己的‘实验室’，会经常跟着季老师的视

频做实验。”如今，季丽奇的科学实验视频犹如

蒲公英，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一位来自江西的乡村教师留言：“季老师的实验

视频帮了我不少忙。”除了向学生和同事推荐这

些实验视频，她也开始尝试自制实验教具。就

这样，那些曾经只能停留在课本上的科学原理，

如今都在课堂里“活”了过来。

谈及制作这些视频的初衷，季丽奇的眼中

依旧闪烁着热忱的光芒。“我希望通过这些视

频，让更多学生发现，科学不是冰冷的公式，而

是可以触摸的奇妙世界。”如今，季丽奇正筹划

着让更多师生加入到科学实验视频创作中，让

科学探究精神如蒲公英的种子般播撒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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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丽奇带着学
生一起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