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江：人人皆可成才，未来都很“ ”

李江
温州市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教师

他不仅是一位中职教师，更

是一名全国技术能手。温州市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李江老师，被

他的学生、同事们定义为“修电脑

的”“大师”“卷王”“竞赛钉子

户”……

李江老师说，“曾经作为中职

生的我，因为一个机会走上了技

能大赛的赛场。但我辜负了大家

的期待，心想：比赛输了，还不是

因为学校设备老旧，我能学什

么？练什么？于是，我找到当时

的班主任和指导师说：‘老师，我

要转学。’”

此时，一串钥匙拦下了李

江。“我听说你觉得学校资源太

少，想去别的学校？这串钥匙，可

以打开全校所有实训室的大门。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想去训练，

想要资源，告诉我，我来解决！”班

主任说。

正因为他的影响，李江也成了

一名中职教师，很巧也遇见一位想

多学点的学生，他名叫小嘉：“老

师，我可以在技能队实训室多练一

会提升我的编程能力吗？”他渴求

的眼神，让李江想起了那串钥匙。

现在，轮到李江给他的学生递上新

钥匙了。于是，李江把他的指纹录

入指纹锁，对他说：“现在，技能队

实训室随时为你敞开。”

今天，李江依然记得那一串

钥匙的恩情。没有这串钥匙，李

江可能会被困在传统的中职生定

义里；没有这串钥匙，不会有今天

的中职教师李江。

职业教育，从来不是狭窄的

赛道，它为孩子拓宽了成长的道

路。这串钥匙，它所开启的职教

大门，教会孩子用自己的双手联

通理想与幸福的道路。

李老师说，“有一次，我在值

日巡查中，发现学生冬季会在寝

室用电热水袋。我心想，这多危

险呀！学校有六千名学生，一个

小小的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成为定

时炸弹。我决定组织一批技术小

能手解决这个难题，引导大家结

合专业展开讨论，在大家的头脑

风暴下，决定让小插座多一块显

示屏。它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查

询、控制对应电源，体现了物联网

专业特色。”

随后，他们弯下腰，拿上尺，

将设想转化为成果。他带着负责

插座外观设计的学生，在他的实

训桌上疯狂地画图，无数次的修

改，设计手稿堆成一座小山；随

后，指导制作电路的学生，大胆设

计、小心翼翼焊接，报废的电路板

铺满脚边……经过大家十几次的

修改，小插座成功亮相，成功申报

了实用新型专利。

正因为这一成果的激励，越

来越多的学生钻到了实训室里研

究实训设备。学生小晨问李江：

“老师，有没有更难的任务？”

身为老师的他，立刻给学生

安排上了企业实践的机会。提升

生产效率的机械臂是这群孩子要

攻克的新难题。守在没有空调的

车间，即使是盛夏的晚上也有

30℃热浪陪伴。在机械臂调试

中，学生小晨遇到了不少挑战，距

离项目验收只剩一天，小晨灰心

了，想放弃，“没时间了，我搞不定

了。”

面对学生的退缩，李老师找

到小晨鼓励他，“想要成为大国工

匠这是必经之路。你想不想成为

大家的助力，想的话，就跟我来。”

他俩一起讨论解决方案，搜

集相关资料，奋战到凌晨三四点，

终于解决难点。看着机械臂正常

运行，小晨很激动，拉着他的手：

“李老师，成功了，太爽了。”后来，

小晨登上了国赛的舞台，获得了

全国一等奖，他立志要成为一名

大国工匠。

像小晨一样从职教走出来，

奔赴到各行各业的学生很多。小

浩成了浙师大研究生，走在行业

理论前沿；小泽在温州轨道交通

集团做一名工程师；小维成了华

为旗下的一名员工……

李老师感慨：从中职生成长

为一名中职教师，再成为全国技

术能手。我们职教人，从不拘泥

于过去，因为我们放眼的是未

来。我们把“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的职教思想传递给更

多人，育国之工匠，塑国之栋梁，

帮助孩子，创造生命新的可能。

■温都记者 林摄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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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双林：首堂公开课，他带了 本书进课堂

匡双林
温州道尔顿小学

语文教师

温州道尔顿小学语文老师匡

双林的新书《且读且写:语文教师

的专业成长》近日出版，一份由湖

南高中语文老师整理的书中关涉

书目，在长沙温州两地的教师朋

友圈里火起来，书中所涉及书目

之多、范围之广，让好多语文老师

惊叹。在匡老师看来，阅读与写

作，是语文教学的根本。

2018年，匡双林教完了他最

后一届高三，“沉”到了温州道尔

顿小学，开启他教育生涯里的另

一段时光:小学语文教师。

学校新老师照例要开一节校

级公开课。“学校里名师如云，大

咖云集，课文的钻研是比不过他

们的。我就想另辟蹊径，不上课

本内容。”匡双林回忆起当时景

况，笑着说。

他选择了《俗世奇人》整本书

去教学。不承想，上课时他却抱

着一堆书走进教室，其中好多还

是泛黄的旧书。有《新时期中篇

小说丛书:冯骥才集》《三言二

拍》《史记选》《苏轼选集》，当然也

离不开《俗世奇人》——书成了匡

双林手中最好的教具。讲课伊

始，匡双林介绍《俗世奇人》的写

作背景——著名作家迟子建看了

《俗世奇人》的发表稿后，发信息

给冯骥才，夸他笔力“健”。匡双

林拿起《冯骥才集》，说冯骥才笔

力确实精进不少，他早年的小说

语言写得就不如《俗世奇人》好。

冯骥才说，他写《俗世奇人》

其实受了《三言二拍》的影响。匡

双林拿出《三言二拍》，告诉学生

们，这里有什么样的影响。谈及

《俗世奇人》的体例，匡双林又搬

出《史记选》。课堂的主体是书中

“盗贼”篇目，告诉学生这是八面

读书法，就出自《苏轼选集》……

仅仅一节公开课，匡双林就

将5本书融会贯通，听得孩子们惊

叹不已：原来语文课还能这样

上！匡老师的脑子里到底装了多

少书呀！

当然，匡双林不仅仅只在公

开课上秀书，这早已成为他的日

常操作。例如，上古文《两小儿辩

日》，他会边解释这篇课本选自

《列子·汤问》，一边拿出《列子》。

他常告诉学生们，这些经典不是

高头讲章，它们有很多大家熟悉

的故事。讲着讲着，又把《中国古

代寓言菁华》拿出来，告诉学生，

这本书里就收录《列子》几十个寓

言故事，如《杞人忧天》《愚公移

山》……

“为什么上课喜欢带这么多本

书?”匡双林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称是受到老乡陈寅恪先生的影

响。陈先生当年上课，用黄布包着

典籍带进课堂。“这是一种多么庄

严的仪式感啊。”匡双林说。

在小学，把一本一本书带进教

室，学生就有机会认识它们，触摸

它们，从而阅读它们。“别看这个时

代里书籍很多，其实孩子并没有很

多能真正触摸书籍的机会。把书

带进教室，尤其是老师读过的书，

带着自身温度的，更能激发孩子阅

读兴趣。”匡老师如是说。

其实，只要孩子开始阅读，语

文就离成功不远了！

■温都记者 夏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