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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杭州一共有 119 个“名师乡村工作室”，虞大明的工作室

设在杭州萧山葛云飞小学。

作为杭州崇文实验学校的执行校长、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虞大明的身份有足够分量，在全省都有不少粉丝。

大家都喊他“虞跑跑”，是说他是全国教师界最能跑的语

文特级教师。这个外号，源于 5 年前他对班里孩子的一个承

诺。当时，人到中年的他身形发胖。那年，他答应学生在暑假

的两个月里减重20斤。为了兑现承诺，虞大明咬牙每天坚持

跑步，最终成功减重40斤，翻倍完成目标。

减肥成功的虞校长，在学生眼里是一枚十足型男，举手投

足风度翩翩，帅气得很。

当然，更帅气的，还是他半年多前许下的新承诺——在萧

山葛云飞小学开设“虞大明名师工作室”后，用三年时间，给当

地培养出一批优秀乡村教师。

那天，钱报记者跟着虞大明，一起“跑”了趟萧山，当了一

天“旁听生”。

最会教学生的虞老师，他又是怎么教他的那些“教师徒

弟”的呢？

崇文执行校长虞大明下乡带徒
讲的却是自己的童年往事
许诺“3年带出一批优秀乡村老师”，他能够办到吗

本报通讯员 陈宏程 本报记者 梁建伟

硬件条件比城里还好的学校
为何很难出更优秀的老师

“虞大明名师工作室”现在一共有 10 名

“徒弟”，这些老师来自萧山的7所乡村小学，

大多数教师都获得过区级荣誉。

“乡村教师想要获得市级荣誉，很难，我

们以前也搞过和城里小学结对和教研活动，

但都是在乡村教师之间进行的。在这样的环

境下，老师们进步空间十分有限。”葛云飞小

学校长周超祥坦承。

其实，葛云飞小学的硬件条件并不差。

当记者初来乍到甚至还有些吃惊，学校完全

和印象中破旧的乡村小学搭不上边。多功能

厅、风雨操场、400米室外跑道⋯⋯硬件设施

可能比很多城里小学都要好得多。

“去年我们学校经过翻修，占地从8亩增

加到了近40亩。”周校长告诉记者，学校的硬

件设施已经很完备，但是优质教师资源不足

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据介绍，学校现在有 659 名学生，52 名

教师，因为教师资源不足，难以实现小班化教

学，很多教室其实都是空置的。

只用了短短半年时间
受训教师就有脱胎换骨之感

“得知虞老师要在我们学校设立工作室，

我立马推荐了学校新进的两位教师来学习。”

周校长说。

虞大明名师工作室里一共有3位葛云飞

小学的老师，经过半年培训，按照周超祥校长

的话，“一个个脱胎换骨”。“半年后我再次听

几位受过培训的老师的课，明显感觉无论是

教学应变力，还是课堂的驾驭能力，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周超祥说。

这种变化，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

生的呢？虞大明告诉钱报记者，其实很简单，

他的工作室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为期三天的

教学活动。他一般会让受训的乡村教师轮流

上公开课，然后针对老师在课堂的表现，就问

题进行评析答疑，最后再亲自给老师们上一

节示范课。

“想要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必须要立

足教学，立足课堂。”虞大明说。他这个工

作室每次活动的内容基本上是固定的——

老 师 上 课 ，他 来 听 ；然 后 他 来 上 课 ，老 师

听。

“对课堂教学形式和内容反复进行研究

和打磨，会让这些乡村教师们快速成长。”虞

大明说。

记者看到，当虞大明给工作室的“徒弟”

上公开课时，除了工作室的老师外，大教室里

一下子多了不少认真做笔记的老师。这些老

师有些是葛云飞小学的，还有些是周边小学

的语文老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没有人组

织，都是自发的，经常都有附近学校的老师提

前来打探工作室上课的时间，然后跑来听

课。”周超祥说。

儿时遭遇的三件事
成为虞校长坚守课堂的动力

中午时分，虞大明难得空下来喝口茶。

徒弟们都很懂事，没有跑来打扰他，都忙着整

理自己的教案，写教学反思。

虞大明对记者说：“前段时间杭州有一个

名家名篇朗诵会，原本打算带着工作室的老

师去参加，后来这活动流产了，太遗憾了。语

文老师如果身临其境感受一番，对自身素养

的提升一定大有好处。”

他解释道，一个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需要

有话剧演员的功底，能够机智巧妙地应对课

堂变化。“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要立足课堂，

不仅要修炼教学技能，还要修炼其他方面的

技能，因为教师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在教

师身上，孩子们可以耳濡目染学到很多东西，

这对他们的成长有帮助。”

“我一直觉得，对于老师来说课堂教学是

最重要的，我现在是崇文的执行校长，但是我

始终没有离开过课堂。”在这次活动的最后一

个环节，虞大明安排了一个故事分享会，他与

大家分享了小学期间让他印象深刻的三件

事，道出自己坚守课堂的原因。

第一件事发生在小学三年级时。一次，

他临摹的一张杭州六和塔的画，获得了学校

画画比赛第一名。老师颁奖时对他说：“虞大

明小朋友，继续努力，将来肯定能成为画家。”

这句话他一直记着，虽然后来他并没有成为

画家，但这句鼓励的话，成了他人生成长中最

重要的动力。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学四年级的冬天。

那个冬天特别冷，虞大明的脚长了冻疮，每次

上学放学都要由父亲背着。一天下午，父亲

忘了去学校接他。他的班主任，一位身材有

些矮胖的中年女老师，吃力地背着他走了 5

里路，送他回了家。

几十年过去，虞大明说，至今他还能清

晰地回想起趴在老师背上那种温暖的感觉。

第三件事，是因作业而起。小学期间，他

成绩一直很好，基本每天都能在学校就把作

业写完了。有一天，他突然想，既然作业都写

完了，为什么还要背书包回家呢？于是，就把

书包放在教室里，自己空着手回家了。哪知

道，值日老师发现了他落在教室的书包，第二

天让他当着全校师生做检讨。

巧合的是，做检讨的时候，父亲刚好从学

校边上路过，看到了一切。那天回家，虞大明

心惊胆战等着挨骂，没想到父亲竟然问：“今

天站到台上，又受到什么表扬了？”在父亲心

里，自己儿子是最优秀的，上台只会受到表

扬。

虞大明说，整个小学生涯自己只对这三

件事记忆深刻，但都跟课堂无关。“作为一线

教师，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课堂教学

无法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让他铭记一生？”

他说，作为小学老师，应该要凭着智慧、热情、

责任，关注童心、童趣、童味，努力把课堂学习

演绎成课堂生活，让课堂以生活的形态铭刻

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越多越好，越久越

好。

现在，虞大明仍然在给崇文六年级的学

生们上赏析课。曾经有个六年级的班主任和

他说，他上课的内容自己一清二楚，为什么？

因为只要虞大明上课那天，学生们的日记记

录的一定是这节课的内容。

虞大明说，让课堂学习真实有情趣，让学

生记住，是他终生的追求，也是每个一线教师

都要努力的方向。

“名师乡村工作室”跟踪报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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