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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多，杭州市教育局一直在做一件事：鼓励名师组建乡村工作室，以下乡带徒的形式，带动一批乡村教师成长，从而改变乡村教育，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于是，119个（到目前为止）“名师乡村工作室”组建起来，1500多名乡村教师、上百所乡村学校、上万乡村学生因此获益。

前不久，钱江晚报联合杭州市教育局，推出了一张“名师乡村工作室”地图，标出了每个名师乡村工作室所在的地理位置。为了助推这项教

育事业，我们决定从这些名师中选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对他们的下乡助教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并期望通过这种纪实的报道形式，进一步剖

析当下乡村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欠缺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做的还有哪些？等等。

此外，也是为了向这些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名师们致敬。

今天呈现的，是人民日报点过赞的“网红教师”盛志军，他的“下乡”之旅是从早上7点开始的。

名师盛志军去桐庐
一天里他做了什么？想到什么？又可能会改变些什么？

“名师乡村工作室”跟踪报道①

本报记者 梁建伟

①
61 岁的盛志军将到桐庐给徒弟上课的

日子，选在了周五。

清晨7点，在富阳他的家门口，我钻进盛

志军小汽车的副驾驶室。他已经系好安全

带，发动汽车。实际上，他老早就起床吃好了

早饭，并把自己收拾利落。盛志军十分看重

去给徒弟们“传道授业”，这是教育事业的一

种传承。

自从去年退休，从富阳到桐庐这条路，他

几乎每周都要跑个来回。路熟得很，根本不

需要导航。

在桐庐，他有一个名师乡村工作室，还有

一个特级教师工作室。

“这一年多来，我比退休前还要忙。”盛志

军说。在退休前，他还是浙江首批正高级教

师、初中数学特级教师，实打实的名师。

2017 年 6 月底，人们被一张照片感动：

一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初中老师，在上完最后

一节课后，低下自己的头，深情亲吻了相伴自

己 40 年的讲台。钱报对这张照片以及照片

背后盛志军的故事进行报道后，引发网络热

议。用时髦话说，他在自己退休的这一天，成

了“网红”。后来，包括人民日报等央媒微信

公众号转发了钱报报道。

“上午先听两位老师上课，然后一起讨

论，下午给他们做个报告。”盛志军一边开车，

一边说着这一天的计划。这是新学期他在桐

庐的乡村工作室的第一次研修活动，主题是

“基于再创造理念的数学课堂程式的研讨”。

一路都在修路，他的车开得不快，倒是有

暇欣赏沿途的风景。“面向分水江，春暖花盛

开。”每次清晨开车去桐庐，退休后爱上写诗的

盛志军总会在富阳区和桐庐交界处的分水江畔

停一会，“就三五分钟，看看江水，想想未来。”

这一次，他没有停车，第一堂课安排在上

午8点35分，他赶时间。

②
车子开进位于桐庐县学府路的县实验初

级中学，当天的研修活动就放在这里。位于四

面八方的乡村中学的教师，到这里最为方便。

学校看上去跟杭州城里的学校没什么两

样，教学楼是崭新的，操场也很漂亮。盛志军

跟我说，现在很多乡村学校的硬件都很不错

的，“差距主要在软件，也就是师资水平，这些

不是靠钱能一下子提高的。杭州设立名师乡

村工作室的目标，就是要带出一批好的乡村

老师。”

在学校教学楼的一间教室，盛志军在桐

庐的16名“徒弟”陆续来了，他们来自桐庐县

的 12 所初中，教龄最长的 25 年，最短的只有

两年。在名单的“荣誉”一栏，多数老师都空

着，只有少数几位获得“县名师”、“市教坛新

秀”之类的荣誉。

“这是乡村教师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老

师干了一辈子，却没获得过任何荣誉。”盛志

军感慨地说。

当初工作室招学员的时候，盛志军提了

一个要求，就是要那些积极性高的老师，“只要

这些老师肯上进，相信通过工作室三年打磨，

我有信心让他们在荣誉那一栏都有收获。”

③
上午 8 点 35 分，研修活动正式开始。在

教室里，学员冯杰老师给初一学生上课，隔着

一面大的玻璃墙，其他学员都在认真地旁听。

盛志军也在听课，并在一个本子上不停

地写着什么。他对我说，让老师上课、“磨”

课，并在课后进行总结反思，是他们最重要的

一种成长方式。

上第二堂课的吕昊老师，入职才两年，是

一位新手老师。盛志军同样听得很认真，将

发现的问题都记录在本子上。

这两节课教的是同一个知识点，前后是

延续的，“让两位老师分开上，再作为整体来讨

论，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研讨方法。”

来自桐庐横村镇初级中学的胡山尧老师

告诉我，其实，在此之前，盛老师就已经找两

位上课的老师“磨”过课。对此，盛志军说：

“课前设计很重要，所以我要求他们在上课前

对课件进行一再的打磨和修改。”

盛志军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对工作室

每位学员都做了很详细的了解。“冯杰以前是

教高中的，现在教初一，高中的教法与初中是

不一样的，高中讲究启发式，初中则需要对学

生更多地引导。吕昊是民办初中的老师，这

次是给公办初中的学生上课，课件也要相应

做一些调整。”

上完课，吕昊感触颇深。他对我说，要成

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必须学会“不同的学生有

不同的教法”。

④
下午的研修活动，重点是盛志军给“徒

弟”们做报告。这一次，他给学员讲授“怎么

写教学论文”。

“写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为了搞研

究。写论文的过程，就是一种最好的学习。”

盛志军对学员们说。

胡山尧老师的教龄已经有20年，但他几

乎没有怎么写过论文。“主要是没有时间，平

时被一堆杂事拖累，稍微有点空闲时间，只想

待着，真的不想动了。”胡老师对我说。他现

在是初二一个班的班主任，还要教两个班的

数学，又是学校教研组组长、备课组组长，日

常要负责的事太多，“我今年4月份参加工作

室学习，盛老师当时给我们发了两本厚厚的

《章建跃数学教育随想录》，我都没时间看完，

只翻看了部分内容。”

不过，在盛志军看来，既然入选了他的工

作室，学员们有什么困难都必须克服，这才能

真正学到东西。他现场给学员们提了要求：

“每个人都要逼一逼自己，下半年要写出一篇

论文。”

他认为，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严师才能出

高徒，“在我的工作室的学员，35 周岁以下的

必须要成为教坛新秀。”

他的这份严格与认真，贯穿在这次研修

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一整天的活动结束前，他给每位学员都

布置了任务：下次要上展示课的老师，尽快写

出教学总结，其他老师也可以写。每个人都

要看两本书，一本是弗赖登塔尔的《作为教育

任务的数学》，一本是克莱因的《西方文化中

的数学》。

盛志军说，这两本书都很经典。他要求

学员一个月看一章，不能当闲书看。“看了这

两本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数学。”他说，哪怕

你是老师，也只有多读书才有底蕴，才能真正

把学生教好。

盛志军一边听课一边详细地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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