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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更多是育人，也

就是大家常说的“生命教育”。我在和学生相

处的过程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学生

也给了我很多惊喜。
做班主任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爱和耐心。我教

到老、学到老，精心设计每一节课，力求使教学新

颖、高效，让孩子们爱上语文课。

如果六年前，学生叫他“戏曲老师”，他会不太高兴，因为

他总觉得以前的戏曲老师“地位低下”；可如今，他为自己是

一名“戏曲老师”、一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而骄傲。他，

就是厦门市海沧北附校音乐老师陈伟顺。

2015年，作为海沧区引进的教育人才，陈伟顺来到海沧北

附校。入职后，在完成音乐教学工作之余，他将传统戏曲引进

小学课堂，编写了一年级戏曲校本教材，让海沧北附校成为福

建省首个将传统戏曲纳入常规课程教学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看到陈伟顺的简历，你一定会关注到他“世界非遗南音传

承人”这个头衔。陈伟顺说，这是家学渊源。出身梨园世家的

他，有一个南音省级传承人的爷爷，因此从小被要求学戏曲。

可他其实不是太情愿，大学考上厦门大学音乐学院钢琴专业，

后来到海沧北附校，也是当音乐老师。陈伟顺说，会成为“戏曲

老师”，是学校要求的。他考虑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点头答应，

因为单靠一个人，是无法撑起戏曲教育的。“戏曲并不只是唱那

么简单，又要演又要跳，还有梳妆、服化道，全都得会。而且，戏

曲教学占用的并不只是上课时间，大量的时间投入是在排练

上。初学者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练习，才有可能出成效。”他

说。

于是，陈伟顺引进家族力量，“从零开始”编写教材、制订教

学方案、指定教学目标。学校也很给力——如今海沧北附校一

年级学生，每周都有一节戏曲校本课，且三个校区装修了三间

专用戏曲教室，还有专门的戏曲梳妆工作室、戏曲定妆照影棚。

从二年级开始，学校戏曲教育则转向社团、精英化的栽培模

式。陈伟顺介绍，学校戏曲社团每年招收12个“苗子”，如今共四

个梯队48个孩子，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时-6时，还有周六上午半

天，都会一起排练，其他时间则是去表演。陈伟顺指导学生参赛，

连续4年斩获国家少儿戏曲最高奖项“小梅花”金奖，连续6年获

得福建省中小学戏剧展演一等奖。2017年以来，他和孩子们每

年都受邀到中央电视台展演，至今累计72场次。他每年还带领

学生进社区公益演出近百场，到目前为止总计302场。

2020年起，陈伟顺担任“海沧区小学戏曲教育工作室”领衔

教师，目的是培养戏曲师资，有效推动海沧区“传统戏曲艺术进

校园”工作。如今，该工作室有9名老师，研究出来的戏曲教育

方法及教材被推广到了厦泉一些学校幼儿园。

（晨报记者许蔚菡）

“春风化雨润桃李，丹心一片育学子。”江头第三

小学语文教师高秋香，除怀孕、生小孩那年没当班主

任外，从教25年当了24年班主任，其间还兼任过年

段长。

“我带的每届学生都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毕

业。”高秋香说，因此，学生们在毕业后，还常常和她

保持着联系。看到孩子们不断成长，她感到很欣慰，

也很幸福。

说起和学生相处的点滴，高秋香还记得，有一名

学生当时因父母离异，在学校显得很内向、自闭。她

家访了解情况后，平时给予这名学生更多的关心。

可该学生依旧封闭自己，不愿打开心扉。直到有一

次，学校要调查学生们的家庭情况，为了保护该学生

的自尊心，高秋香灵机一动，让全体学生闭上眼睛，

通过举左右手，来表示自己是和爸爸妈妈或其中一

方生活在一起；那名学生似乎感受到了高秋香的用

意，从那以后越来越信任她，上课开始主动回答问

题、积极参加学校课余活动。该学生考上高中后，还

告诉高秋香，以后也要成为一名像她一样的老师，并

一直保持着和她的联系。这个故事让高秋香感慨不

已，也让她深深感受到教师这份职业可以带来的幸

福感。

“语文的很多内容也可以给孩子们起到思想教

育的作用。”近几年，高秋香积极引导学生学习优秀

传统文化，比如通过吟诵教学，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上学期的期末，她开

展古诗词吟诵活动，一节课的时间，学生们背出了

100多首古诗词。

课堂上，高秋香坚持提倡“以学生为主”。她借

助设计课堂主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让学生在

探究过程中寻找答案、发散思维。此外，她寻找方

法，让孩子保持对课堂的新鲜感，拥有学习的乐趣。

比如，十几年前，思维导图刚出现没多久，高秋香就

用它促进孩子的思维发散训练，帮助孩子写好作文。

在漫长的班主任生涯中，高秋香坦言，她也曾困

惑过，比如有的学生教育效果“怎么都好不起来”。

这时，她就会静下心来思考，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自

己可以尝试采用哪些新方法。高秋香说，她在教学

上所追求的，就是希望孩子有所收获。

（晨报记者许蔚菡见习记者黄晶晶）

厦门二中英语老师洪玉馨从事教学工作

已经七年了，今年她教高二英语课。虽然仅有

七年教龄，可她的成长让人刮目——开头三

年当班主任，之后就成为备课组组长，目前

是市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角色扮演，我就争着

当老师。”洪玉馨说，她从小就希望自己能成为

一名老师，可是当她真正成为老师、和学生面

对面后，她才领会到教书不单单是传授知识那

么简单，还需要付出很多，才能让孩子们真正

健康、快乐成长，同时促进自己的教学水平不

断提高。

2015年入职厦门二中时，当时刚从大学

毕业的洪玉馨和她的第一届学生只差7岁。当

时，她更像是学生的姐姐，这当然也有优势，就

是和学生在沟通交流上没有隔阂。洪玉馨认

为，班主任就该真诚对待学生，尤其对是青春

期叛逆的孩子，更要多费心思进行交流沟通。

目前，洪玉馨带了两轮高一到高三了，在

教学上更得心应手。现在，她以培养学生的学

科核心素养为目标，努力打造灵动的英语课

堂。在课堂上，洪玉馨喜欢让学生思考。“当我

抛一个问题，学生有所回应，且带给我惊喜时，

是我觉得当老师很快乐的时刻。”洪玉馨说。

洪玉馨自认为比较“佛系”，可她傲人的成

绩却让人惊叹。她曾获第五届福建省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厦门市青年教师基本功比

赛一等奖、厦门市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二等奖、

厦门市微课程资源征集活动一等奖、厦门市高

考学科优质试题征集比赛一等奖等。同时，她

曾为2020届厦门市高三毕业班指导组成员，

多次开市级讲座、公开课。

对此，她分享的进步秘诀，却是“多参赛”，

即通过比赛来鞭策自己、提升自己、更新自己

的教学理念。“认真备课，及时总结，一直学习，

把握机会。”洪玉馨如是说。

（晨报记者许蔚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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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不是在训练孩子们，就是陪他们去演出。不过，也是在这过程中，我的

心态慢慢改变，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是一块瑰宝。原来，我们的民族文化是这么优

秀，而且我还有这门本事，可以把这份美好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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