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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由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育局举办的无锡教育优秀青
年教师代表迎春座谈会在无锡市
教师发展学院举行。25名青年
教师代表齐聚一堂谈成长、话发
展。市教育局局长宋新春在座谈
会上深入了解了青年教师工作生
活情况，聆听发展建议，为他们送
上新春祝福。

一年来，无锡教育系统锚定
“强国建设、教育何为”的时代命
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我市全面构建并深入实施《无锡
市新时代强师行动计划（2023—
2025年）》，开展“1+10”行动，持
续深化“我为良师”大讲堂、大课
堂、大学堂系列活动，推动教师发
展全生命周期培养和全量管理，
实施新时代名师、名校长“双名”
培养工程，实现“锡教名家”培养
工程与“苏教名家”培养工程贯通
培养，同时推进“太湖教育优才计
划”3.0，设立教育优才引育专项
资金，优化政策支持。去年，我市
依托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引才工作站，系统开展“锡教引才
名校行”，举行引进优秀青年人才
集中签约仪式，共引进优秀青年
人才381名，其中博士5人、硕士
347人，世界排名100强和国内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比67%，
再创历史新高。全市教师队伍建
设新蓝图雏形已显现。

2024年，我市教育资源供给
质量大幅提升。加快建设，开工

新建义务教育学校
14 所、幼儿园 9
所，开工改扩建高
中5所，全市34所
新建学校正式投
用，学位供给大幅增
加，“家门口的好学校”
越来越多。2024年我市还
增加了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学位
供给率超65%。统筹全市优质高
中资源，大力实施跨区域集团化
办学，加快推进无锡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天一中学、江苏省锡山高
级中学分校建设，进一步优化外
来人员子女入学政策，实施暖心
行动十项措施。大力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署
市校全面深化合作框架协议，上
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无锡滨湖实验
中学落地蠡湖未来城。

2024年，无锡教育在指向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新课程、新教材，拔
尖创新人才贯通培
养的新领域、新赛
道，五育并举、人工

智能、跨学科学习相融
合的新技术、新课堂等

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
探索和实践，让我市的基础教育
优势影响持续扩大。与此同时，
我市扎实推进中小学优质学科组
建设，打造教科研评训一体化新
教研，积极构建素养导向教学新
样态。2024年我市出台工作方
案，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科
学教育，无锡作为全省唯一设区
市被列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区。

宋新春听取了青年教师代表
分享的成长故事、教育心得以及
发展建议，向他们送上诚挚的新
春祝福。他表示，无锡教育事业
发展，迫切需要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实践素养
的教师和校长。青年教师是无锡
教育事业的生力军，拥有最新的
学术动态和教育理念，具备敢于
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和动
力。他希望青年教师要有站位全
局的系统思维，躬耕教坛的育人
使命，追求卓越的自我突破，改革
创新的智慧勇气，情系教育的仁
爱之心。 （陈春贤 整理）

汇聚青年教师的力量
我市举行优秀青年教师迎新春座谈会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在精心布置的校园
书房内，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吟
诵有关春节的古诗。1月17日，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开展

“千子共读 书香有爱”活动，师生
通过分享书单，共同感受春节气
息。

活动中，师生推荐的书目有
冯骥才的《年意》、莫言的《故乡过
年》、熊亮的《灶王爷》、老舍的《北
京的春节》等，通过赏析名家文
本，孩子们认识了春节习俗，列举
了春节相关的古诗，用吟诵和歌
唱的方式学习了古诗《元日》。他
们还在对联纸和书签上写下新年
祝福语，并互相赠送，表达了对新
年的期盼，学生俞墨钒向记者展
示了他写下的“新年快乐”“多吃
不胖”等祝福语。

现场气氛温馨，充满了新年

气息，师生在活动中感受良多。
“这次活动让我认识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习俗，比如接财神、放
鞭炮、包饺子等。”学生徐千诺
说。教师包佳忆表示：“这次活动

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了过年的氛
围，也让孩子们了解了有地方特
色的民俗活动。祝愿孩子们新的
一年学习进步，快乐成长。”

（高宇）

“能为他做的我已经都做了，可是
……”这是我在家访中经常听到的来自
家长的吐槽。“我想要的不是这个，但是
……”这是来自孩子的抗议。压迫感强
是我对这类学生家庭氛围的初印象。家
长也好，老师也罢，我想我们都太容易给
出一厢情愿的爱，而缺少耐心去了解孩
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就不能回避另
一个问题：学校和家庭培养出怎样的孩
子才算优秀？这绝对是一个见仁见智的
问题，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多几个角
度去观照与评价孩子的成长。

小D是个性格直爽的孩子，看到同
学言行有失定会大声直言，让很多人下
不来台，致使他的同学缘很不好。他自
己也很受打击，有段时间垂头丧气。一
次与其家长的电话家访中，他的父亲表
示很清楚孩子处事不够圆融的缺点，但
还是愿意保护他坦率真诚的初心，让孩
子慢慢按自己的节奏去优化人际关系。
同样的，老师们在校也是小心引导，表扬
其初衷，微调其方式。小D最后收获的
东西我们也都有目共睹，他变得随和、坚
强、懂得感恩，这些改变不是强制约束能
带来的。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优
秀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不相似
的精彩才是常态。当小D自己从低谷慢
慢爬上来，他的内心定然也经受了洗
礼。他需要的或许就是来自他人的一点
点鼓励，好让他更快地站稳脚步，更坚定
地向前。我想：家长和老师就是孩子们
的“摆渡人”。当然，哪里有人真正能够
摆渡他人，每个能闯过风浪的孩子都是
在自渡。

在当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
家长和老师太容易将自己的意念和喜好
灌输给孩子，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一股脑
儿给他，奢望把自己认为错误的一口气
从他身上抹去。可是，高中阶段的孩子
早就不是也不该是任人摆弄的木偶。即
便他违拗自己的主观意志顺从师长改变
自己，这样的改变绝不是真正的“唤
醒”。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真正的灵
魂“唤醒”一定是清风拂面、润物无声，让
他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教育的真谛。

对孩子爱但不可给予压迫感，付出
但不灌输，陪伴但不包办，引领但不强
行改变。这种无压迫的爱才能让每个
孩子沿着适合自己的方向，走向更高更
远处。

家校携手
给孩子无压迫的爱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王梅兰

共读经典，感受习俗

小学生在书香中品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