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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芳：初为人师 青春正好
□ 图/文 本报记者 高茜

备好每节课是她的日常。

王旭芳认真辅导学生。

刚走上讲台的她踌躇满志。

毕业典礼上的王旭芳真好看。

教育的情怀是什么？
□ 王雅妮

什么是教育情怀，只是教书吗？我觉得它应该

是：教师明白到底要干什么，并愿意为此花费时间，付

出心血，然后一步一步成为你心中希望的样子。从王

旭芳的从业里便能感受到这一点，王旭芳也正在不断

努力成为她自己年少时心中教师的样子。

两年前,怀揣教书育人的理想,王旭芳踏上了教

育这条道路，从一所学校毕业后又直接到另一所学

校工作。要对50个孩子负起责任，要讲好每堂课，这

对刚走出高校校门的王旭芳而言极具挑战，她也曾

迷茫过、彷徨过,也对自己产生过怀疑。

但她心怀对教师的热爱和向往，不断努力和探索。

用一堂堂生动鲜活的语文课帮助学生们涵养品格、启迪

心智。为了改变叛逆少年，她下了很多功夫；为了讲好每

堂课、讲透知识点，她虚心请教，不断探索讲课方式；在任

职班主任中，她亦师亦友，拉近和学生、家长的距离。

始终保持一种激情，一种热爱，一种对教育的

执着追求；始终向着有温度有情怀的目标努力。王

旭芳的教育情怀就是这样。初为人师的她，满怀对

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深情，一路向前。

王旭芳永远铭记于心的是：“希望自己永远真

诚，并满怀热爱奔赴更远的未来。”

初为人师的她，青春正好。她正心怀最初的热爱和向往，一路向前。在教
育这条悠长的道路上，她一定会用最好的状态不断地向下扎根，持续地向上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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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我想象中老师的形象:够知性、稳重，戴眼

镜、直发过肩。但也不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样子:
更年轻、热情、温柔、谈吐风趣。

9月 10日，第 40个教师节当天，在吕梁市第一

小学见到王旭芳老师时，她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便是

如此。

从学校到学校的新旅程

“我是从一所学校毕业后又直接到另一所学校

工作的新教师。”

1997年底出生的王旭芳，2023年 7月学科教学

（语文）专业硕士毕业后，同年，便通过吕梁市教育局所

属事业单位（市直学校）公开招聘教师的途径，入职吕

梁市第一小学，成为一名一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从与她交谈中得知，从小学到研究生，“漫长”

的学校生活伴随着她的整个青春。在吕梁学院附

属高级中学读高中时，她就已经明确了自己未来的

职业选择——教师。“我的爷爷是一名乡村教师，因

为他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也

因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我性格与行为的引导，让

我比同龄人多了更多规划性”。王旭芳这样说。

彼时，在高中所有学科中，她对语文最感兴趣，

成绩也相较别的学科更为突出。“当时，我们学校有

一批非常年轻的教师，尤其是语文学科。他们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激情，让我对语文和教师这个行业更

加喜欢和向往了。”

在她的高中时代，年轻教师们在工作时全情投

入的专业劲头、课后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洒脱自

在，对她后来选择专业有很大的影响。结合自己的

性格和爱好，“我发现自己应该也适合当一名老

师。”王旭芳笑着说到。此后她也一直朝着这个方

向努力，本科考取山西师范大学，后来顺利考取河

北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工作岗位。

当天是教师节，她上完课回到办公室时，正在

门口探头探脑的学生们立马一拥而上，纷纷向她送

上教师节的祝福，有的亲手写下了贺卡，有的则送

了批改作业的红笔……

“新学期刚开始，我突然觉得孩子们经历过一

个假期后长大了，我也很感动我的孩子们给了我这

样的仪式感。”王旭芳说。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小礼

物，让一颗年轻教师的心升腾起阵阵暖意，她也满

心欢喜地享受着这段从大学校门走出后直接再走

进一所小学工作的新旅程。

从想象到现实的新挑战

“真正站上讲台后，我才发现这跟我想象和预

设的完全不一样。”

王旭芳担任一年级语文老师，全班共有 50 名

学生，这对一个刚走出高校校门的年轻教师而言极

具挑战——要对 50 个孩子负起责任，要讲好每堂

课，要用符合他们认知的语言讲透每个知识点，这

让她倍感压力。

她此前认为每节课 45 分钟，课前用两三个小

时去准备就行，但在实际备课时却发现，如何把握

和分析课程重点也是关键。“一年级的字词句别看

简单，但流程都一样。”只有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情

况，制订教学目标，不断修改课件和试讲，最终才能

心里有底地走上讲台。

从教的第一堂课，她踌躇满志。仔细备好了

课，并精心准备了在课堂上的互动问题，然而，当她

站上讲台，预想中活跃的课堂氛围并没有出现，倒

是几个顽皮的学生先给她“上了一课”。

“班里总会有几个顽皮的孩子，有的上课走神，

有的直接站起来玩。”王旭芳说，当她抛出精心准备

好的问题时，学生们也大多显得一脸茫然，鲜有回

应和互动，“这让讲台上的我有点慌张，怀疑是不是

自己的教学方法出了问题。”于是她开始虚心请教，

在备课时如何合理安排知识点的讲解，在提问时如

何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如何用更接近他们心

智的话语进行沟通，慢慢地，她找到了症结所在。

“低年级的学生，其实对语文课本里的故事和

内容说不出太多感受。”她表示，哪怕学生只能表达

出“哇，好神奇啊！”这样简单的感受，就说明孩子们

的阅读兴趣被激发出来了。“这就够了”。用她的话

说，语文教给人的是一种态度，是教给人发现爱、表

达爱、传递爱的能力。这，确实已经达到了目的。

从生疏到熟练的新转变

一线任课老师对学科素养的要求很高，只有做

到肚子里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滴水。王旭芳说，

上课不易，备课难，但只要勤加学习和请教，总能摸

索出适合自己和班级的模式，可对她来说，初当班

主任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班主任不只是教书，还要育人。”她说。

初为人师，如何做好班主任更是一项极具挑战

性的工作。在知道自己要任班主任前，她还特意去

找互联网平台和老前辈，从他们那里寻找“药方”，

取取“真经”。针对如何当好班主任，不少人给她的

建议就是要“凶”，要“严”，要让孩子们“怕”。

“听取前辈的教诲，刚开始我给自己立了一个

特别严肃的‘人设’，针对日常卫生管理、上课班级

纪律、公共设施维护、出操跑操等工作，我会对迟到

的同学相对严厉。”这招对于绝大多数孩子似乎都

行之有效，但唯独有一个孩子不吃这一套。平常我

行我素，在课堂上经常无视纪律，最关键是“吃软不

吃硬”。当她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批评时，他却产生

了逆反心理，也会表现得非常无助，这让刚刚接触

班级管理工作的她无计可施、束手无策。

“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下了很多功夫”。期间，

当这个孩子在课堂上捣乱时，她试过当面批评，也

试过课后谈心，但都效果不大。有一次在沟通过程

中，她答应这个孩子如果能遵守纪律并专注课堂，

就奖励一个别的同学都没有的“小礼物”。

谁曾想，这个办法居然奏效了！这个孩子的专

注力和期末成绩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言语中能听

出来王旭芳的欣喜与成就感。她说，这个孩子耗费

了她不少精力和情感，其间，也有朋友同事劝说她

不要“用力过猛”，但她仍然不放弃，最终有这样的

收获，让她觉得幸福感满满。

从当下到未来的新突破

“我希望自己永远真诚，并满怀热爱奔赴更远

的未来。”

没有谁天生会当老师。她在任教的这两年时

间里，听到了许多不同评价。“大家都说新老师相对

有经验的教师而言，会格外负责和认真，这或许听

起来有一丝对年轻老师能力的质疑，但我更愿意把

这当做一种夸奖。”

此前，她的严肃“人设”让她和学生、家长之间

犹如隔了一堵墙。现在严肃之余，她尽量展现自己

温和的一面，时间一长，她和孩子们、家长之间的距

离变得更近了。家长的一句感谢、同事领导的一句

鼓励、学生的一张贺卡，这些既让她意外，也让她感

动。

“我感觉自己被认可和接纳了。”王旭芳称。

她说，在学校，从校长到每位教师，他们都能把

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无微不至，精力

也很旺盛，仿佛有用不完的劲儿。

为及时弥补年轻教师的经验“短板”，为能向身

边的前辈们看齐，她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培训

和学习，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与前辈沟通……一系

列的努力，从一年级时的手忙脚乱的她，到现在二

年级，她已经得心应手了。

采访那天，她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师节心

愿，“希望能把我的孩子们一直教到六年级毕业，陪

伴他们一起走过完整的小学阶段”。

初为人师的王旭芳，青春正好。她正心怀最初

的热爱和向往，一路向前。在教育这条悠长的道路

上，她一定会用最好的状态不断地向下扎根，持续

地向上生长。

“我希望自己永远
真诚，并满怀热爱奔赴
更远的未来。”

没 有 谁 天 生 会 当
老师。她在任教的这
两年时间里，听到了许
多不同评价。“大家都
说新老师相对有经验
的教师而言，会格外负
责和认真，这或许听起
来有一丝对年轻老师
能力的质疑，但我更愿
意 把 这 当 做 一 种 夸
奖。”

”

王旭芳陪伴孩子们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