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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风声》

教育格言：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中学生的心灵，只
有在自己整个教育生涯中不断地研究学生的心理，加深自己的
心理学知识，才能够成为教育工作的真正能手。

《木偶奇遇记》

教育格言：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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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幸福有一种幸福，，叫叫““我是老师我是老师””
本报记者 李杨

有人说，教育是一个生命激活另一个生命，只有教师拥有一颗能感受幸福的心，才能造就孩子内心的幸福感。今年两会期间，
尊师重教再次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幸福感”也成为老师们之间经常探讨的话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来自哪里？又该如何追
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们的心声吧。

沙口路小学精心设计沙口路小学精心设计““四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团建活动团建活动

香山小学教职工运动会欢乐上演香山小学教职工运动会欢乐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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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荐书人

常婧祎，任教
于惠济区东风路
小学，科学组青年
骨干教师，曾获得
区级小学科学课
堂教学达标优质
课一等奖、作业案
例设计二等奖，多
次在“说课标，说
教材”评比活动中
荣获一等奖。

本期荐书人

李丹丹，任教于
金水区黄河路第三
小学。

推荐理由

《柳林风声》是一本以动物为主角的英国经典童话，描绘了
18世纪的英国乡绅生活，描写了爱与友谊、家与远方、喧嚣与自
然。书中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四个角色：鼹鼠、水鼠、蛤蟆、老獾。
鼹鼠善良温柔，水鼠热情好客，蛤蟆冒失勇敢，老獾沉稳睿智，他
们四个的性格大相径庭，但毫不妨碍他们建立起坚实的友谊，并
在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伸出援手。

柳林间的轻声细语，大河上的微微呢喃，公路上的横冲直
撞，府邸里的热血拼杀，四个朋友同甘苦共患难，在经历了一系
列波折与欢笑之后，每个角色都获得了成长。他们的冒险故事
曲折刺激，充满奇特的想象，故事中细腻入微的描写又把动物们
的日常生活刻画得优美且生动。

更值得一提的是对景物的描写，阅读中我们对大自然的感
受完全是沉浸式的。作者用温暖细腻的笔触，描绘美丽的大自
然，万物萌动的春天，生机勃勃的夏天，感伤的秋天，恬静的冬
天。以不同动物的视角描绘美丽的大自然，让读者跟随小动物
的感受和脚步徜徉于他们的世界。

作者不仅写景绘物，又生动巧妙地描绘动物丰富的内心世
界，将人物类的情感附加在动物身上，同时，又没有忽略他们的
动物属性，既展现了人类复杂的情感，又展现了动物特有的机敏
憨实，不动声色地描绘一系列复杂微妙的情感体验，时刻牵动读
者的心。每个小动物的特点都能在自己或朋友身上看到，这让
我们明白，人生来各不相同，朋友也会有自己的小问题，我们自
己在朋友眼中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朋友是那个能够扶持你包
容你的人，真正的友谊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这本书不仅适合孩子阅读，也很适合家长阅读。书本温情
美好，读起来非常治愈。

推荐理由

《木偶奇遇记》的作者卡洛·科洛迪是意大利作家、儿童文学
家，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的作品情节跌宕起伏，充满
无限童趣。该书自 1880年出版后，被翻译成 80多种语言，深受
世界各地小朋友的欢迎，还获得了“意大利儿童读物中最美的
书”的称号。

书中主要讲述了木偶匹诺曹很想做一个真正的好孩子，可
是他经不起诱惑，逃学、撒谎、结交坏朋友，几次上当还是屡教不
改，受狐狸欺骗差点死掉，多亏仙女解救，可是他又对仙女撒谎
长了长鼻子……经过几番磨难，最后终于改掉了坏毛病，变成了
一个诚实、勇敢、善良的男孩。此书以此来教育孩子们要做一个
诚实、听话、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孩子，要学会抵御诱惑、热爱正
义、痛恨邪恶。

故事中，贫穷、善良的老木匠杰佩托把一块能哭会笑的木头
雕刻成了一个木偶男孩，取名匹诺曹。匹诺曹爱撒谎，一说谎他
的鼻子就会变长。

小木偶匹诺曹贪玩逃学，用卖课本的钱买票看木偶戏搞乱
了剧场表演，被老板捉了起来。后来老板同情他，把他给放了。
他在流浪的日子里先后遇到了强盗和仙女，又跑到“玩儿国”玩
了几个月。不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头蠢驴，被人卖到了
马戏团，后来他逃回海里，没想到在鲨鱼肚子里又遇到了杰佩托
爸爸，父子二人设法逃了出去，重新回到了温暖的家。在吃过许
多纯属自找的苦头之后，匹诺曹终于觉醒了，他变得有责任心、
爱学习、爱劳动、孝敬父母。最终，美德得到回报，匹诺曹变成了
一个栗色头发、天蓝色眼睛、精神而又聪明的小少年。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大胆运用丰富奇妙的想象以及适度的
夸张，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那些风趣的笔触鲜活地
描绘了匹诺曹内心细微的活动变化，将深刻的道德教育和人生
哲理融入天真可爱的形象之中，达到了无可比拟的艺术效果。

这部童话以丰富的想象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
的情节获得了小读者的广泛喜爱，十分适合孩子们进行阅读。

营造温馨宁静港湾

教师的工作是忙碌且辛苦的，常常无法用时间
和空间来衡量，大量单一重复的工作性质使教师长
期处于身心疲惫状态。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让他
们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是不少学校目前正
在努力的方向。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与学生是统一体。当教
师工作负担过重时，不仅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处于
透支状态，其教育视野、教育格局都会受影响，也很
难培养出有精神格局的学生。”二七区长江东路小
学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校长胡建玲表示，教师在
教书育人中花再大的心思都是应该的，这些不是负
担。但除此之外的负担应当尽量减下来。作为学
校管理者，应该从信任和心疼教师的角度出发，找
到困扰教师、增加教师负担的痛点，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为教师排忧解难，最终让教师把精力聚焦
于教育，把思考聚焦于课堂，把爱心聚焦于孩子。

据介绍，该校为教师设计与学生同步参与的大
课间体育锻炼活动，并为教师们开设“情绪假”，为
教师身体“减负”；为教师开展心理疏导，用专业分
析方法帮助教师合理规划职业发展道路，打造风清
气正的校园清朗文化，开展职业幸福体验工程，为
教师精神“减负”；组建以校长为组长拥有咨询师证
的心理援建团队，分包到班到人开展精准帮扶，校
长定位为教师和学生家庭之间的缓冲带，协助处理
各种家校问题，为教师工作“减负”。

“为教师‘减负’不应只是喊喊口号，更应落在
实处。”管城回族区漓江路小学校长石全中告诉记
者，近年来，随着全国“双减”政策落实、郑州“官方
带娃”模式落地及课后延时服务的推进，确实减轻
了家长负担，但无形中也打破了学校常规工作状
态，给老师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为此，该校提倡
让教师本真生活，让教育真实发生，坚持以“守本
心，不折腾”为原则，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按照教
育规律办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评比和检查，减少
教师精力内耗，杜绝教师各种内卷，让教师把有限
的精力用在核心的工作上。

“教师这个职业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关注
教师职业幸福，不仅要关注其工作情况，更要关注
其自身成长，给予成长机会，营造成长氛围，体现个
人价值，得到成长认可。让教师职业的价值认可唤
醒教师职业的幸福，从而消除职业倦怠。”石全中表
示，学校要为老师们自我成长和主动追求提供好后
勤保障，提供成长的机会，做好跟踪服务。无论是
青年教师，还是中老年教师，都要分类做好职业规
划，让教师工作和生活有追求目标，有成长需求，有
价值认可。

点燃教师成长热情

“教师工作时间长，一天下来被绑得紧紧的，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需要给教师们适当‘松松绑’”。二七区马寨一中校长张伟民告
诉记者，为了增加教师的休息时间，更方便教师处理个人事务，学
校完善修订了考勤制度：离开学校半个小时以内不需要请假；参加
孩子家长会以及送孩子参加中、高考不计入考勤；中午可以提前下
班20分钟就餐；孩子一岁内每天有1个小时的哺乳时间等。其中，
最受老师们欢迎的还是每个月两天的亲情假。“老师们每周五天都
在学校上班，有时遇到急事也走不开。设置每月两天亲情假体现
了管理的人性化，让我们感觉很温暖。”该校九年级教师吴亚芳说。

除了通过人文关怀为教师“减负”外，马寨一中也很重视通过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给教师带来更多幸福感。改革教师评价方
式，激活教师发展内驱力，让教师成长看得见、够得着、经得起检
验。“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马寨一中工作，上岗 5年以后，似乎进
入了职业倦怠期，曾一度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不知道
该如何提升自己教育教学水平。学校近年来开展的‘星级教师评
价与培养’活动，帮我量身定制了职业发展规划及年度发展目标，
让我在专业发展上有了很大进步，让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职业‘热
烈期’。”该校青年教师陈丽娜激动地说。

“教育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地付出，过程是风景还是磨难更多
的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相信‘只有用创造的态度去对待工作
的人，才能在完整意义上懂得工作的意义和享受工作的欢乐’。”在
惠济区香山小学校长刘红看来，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也是最有
效的“减负”路径。在她心中，教育最曼妙的风景就是：有一位喜欢
读书的校长，带领一批喜欢读书的老师和家长，陪着一群孩子在读
书。她认为，教师个人的不断学习，会促使其有更高的价值追求，
带着教育情怀和理想，一路追光向前。广博的知识储备才能使教
育教学得心应手，在教育的大潮中纵横捭阖，尽展风采，体会到职
业的尊严。据介绍，自去年 10月以来，该校开启了老师和家长共
读模式，读《见识》《朗读手册》《爸爸哪儿也不去》《好妈妈胜过好老
师》《正面管教》，共计阅读了 125万字，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
感悟。家长理念的转变，促使家校形成教育合力，也是给老师最好
的“减负”。

幸福心声

跟孩子们在一起，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前不久，我们班举行了课本剧大赛，短短的时间
里，他们做出了简单的道具，加入了自己的设计
和思考，排练出了完整的情节。看到孩子们的
笑脸，看到小组之间的团结互助，听到那一阵阵
热烈的掌声，有一种叫作“幸福”的东西紧紧围
绕着我。

——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教育集团 刘洋

“老师，这节课您怎么来了？”“临时调课
了。”全班同学听完后热烈欢呼起来：“太好啦，
老师，我们可喜欢您的课啦。”那个瞬间，我被幸
福团团包围。一天，语文老师拿着几篇作文迎
面走来：“刘老师，你看看，学生们作文写到你
了，他们多喜欢你呀！”我诧异地接过来，一篇篇
看，一会儿被学生幽默的语言逗笑，一会儿又被
他们细腻的文字感动，眼泪不自觉流出，这就是
被学生“宠爱”的幸福！

——二七区政通路小学 刘帝

记得有一次临近学生放学，突然下起了雨，
很多同学没有带雨衣、雨伞。我指挥着同学们
戴上自己的小帽子，冒着雨向校门出发。学校
门口已经有很多家长拿着雨具来接孩子，其中
一个家长向我手中塞了一把雨伞，说：“陈老师，
雨大了，你也打把伞吧！”我还来不及说感谢，她
已经拉着孩子走了。那一刻，我的心里暖暖的。

——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二小学 陈雯琦

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学习，对自己的专业认
识越来越深，班级管理越来越得心应手，课堂
教学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各项教学比赛中都能
赢得佳绩，自豪、满足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
生。当然，教师还有一种幸福感是其他任何职
业都无法体会到的，那便是学生对老师的信任
与爱。

——二七区幸福路小学教育集团 王瑜

身为一名教师，我的幸福感表现在执教过
程中的舒畅，我的幸福感是一种精神的投入和
工作的境界，我的幸福感来源于和可爱的孩子
们谈天说地……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给了我
他们最简单、最平淡的爱。我想，这也是给我的
最高奖励，没有什么比学生们的爱更有价值。

——中原区淮河路小学 冯晓辉

“耿老师，听说你生病了，怎么样，好点了
吗？”……生病在家的那几天，我每天都能接到
班里孩子的“关怀电话”，问问我的情况，给我讲
讲班里面的趣事，让我心里暖暖的。老师尤其
是班主任每天工作要面对的琐事很多，但同时
也是和同学们接触最多的，学生一个小小的电
话，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
暖，我想这就是这份工作的幸福吧。

——金水区沙口路小学 耿晓蒙

寻找职业幸福源泉

幸福没有标准，也没有定义。“职业幸福感”本
质上是一种主观的感受。采访中，不少老师认为，
幸福来源于生活的轻松与满足，以及对未来充满无
限的憧憬和希望。

“教师职业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首要的
是情感投入，那就是喜欢学生，热爱教育。如果一
位教师尊重并认同生命的独特性、差异性与生长
性，那么，就会拥有积极的教育情感，积极乐观地投
入其中，以此为乐，随之发展个人专业素养，感受职
业幸福感。”高新区外国语小学校长刘娜表示，20多
年的教师生涯让她体会到不一样的生命价值。

她认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来自“用人格影响
人格，用思想引领思想，用智慧点燃梦想，用无私托
举希望，用当下成就未来”。这种幸福感常常触动
她的内心，令她在某一瞬间热泪盈眶。比如看到一
个不自信的孩子因老师的鼓励而勇敢站在台前大
胆展示，比如经历一个假期后孩子冲上来抱着老师
说“我好想您啊”，比如孩子离开母校后不断向老师
发来成长的信息……“这种幸福感无需华丽的辞藻
去表达，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一种质朴的生命体
验。”刘娜说。

“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扮演多重角色，教师职业
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是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教师职
业的幸福感来自自我成长意识的觉醒、学校的信
任、家长的肯定和学生的喜爱。”航空港区思存路小
学校长张艳认为，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就要帮助
教师找到个人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激发教师成长的
内驱力；充分尊重教师，增强教师的主人公意识；充
分信任教师，给教师提供不断学习和展示自我的平
台；树立教师的个人形象，培养教师的班级管理能
力，获得家长的肯定；以教师个人问题为切入点，帮
助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能力和人格魅力。

采访中，一些老师反映，工作压力大、工作内容
重复、学生和家长人际关系问题和学校各种制度不
合理等，是导致职业倦怠感产生的主要原因。为
此，张艳也给出自己的建议：学校应该为教师提供
清晰的工作重点，让教师工作有目标，不迷茫；提供
好的工作方法，让教师有条理，不焦虑；提供合适的
放松渠道，舒缓教师工作压力；充分理解信任教师，
给教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教师工作有底气、
不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