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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王会

传统教师办公室一人一桌、隔板林立
的布局，容易使得教师们陷入“低头改作
业，抬头无交流”的工作状态。课间与学
生谈话时，常常打断其他同事的工作节
奏；教研讨论时，还需特意寻找会议室。
如何打破这种困境？我决定从一张茶桌的

改造入手，开启一场温暖的空间革命。
在改造前，我进行了深度调研，发现教师

们普遍存在 3 个痛点：缺少非正式交流空
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无处释放、跨学科协
作机会不足。基于这些问题，我将行政楼闲
置的中式茶台搬进五年级办公室，并搭配软
垫矮凳、精致茶具和储物柜，打造出开放式

“共享茶歇角”。
为了激活这个空间，我带头做起了“茶馆

掌柜”。每天清晨我提前到校，在茶台上煮
茶，课间邀请路过的教师品茶。在教职工会议
上，我详细分享了茶歇角的设计理念，强调这
不仅是一个喝茶休息的地方，更是思想碰撞的
新阵地。起初，茶歇角的使用频率并不高，教
师们只是偶尔在此放置水杯。但随着我和行政
团队每天定时煮茶、分享自制点心，主动邀请
教师参与，这个角落逐渐热闹起来。如今，这
里不仅是课间放松的好去处，更成为教学研讨
的“移动课堂”，比如，语文组在茶香中探讨
作文教学创新，数学组热烈讨论作业分层设计
和题型创新，英语组开展情景对话演练。更令
人惊喜的是，茶歇角还衍生出“师生茶话
会”，学生代表受邀与教师共品香茗，有效拉
近了师生距离。

这场微改造带来的变化远超预期。教师表
示在茶歇角交流后，工作压力得到缓解，团队
协作效率提升显著。茶歇角打破了工位间的物
理隔阂，让碎片化交流成为常态。原本可能一
天都说不上几句话的不同学科教师，会在倒茶
时聊聊各自学科的特色活动。这种润物无声的
文化浸润，让办公室真正成为温暖的精神家
园。

基于这一实践，我总结出一套办公室空间
改造策略。首先是功能融合，通过设置共享区
域，将办公、交流、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其
次是文化赋能，鼓励各办公室根据学科特色布
置主题墙。最后是动态更新，定期组织办公室
布置评比，根据教师们的反馈，不断调整和优
化空间布局。

打造暖心舒适的教师办公室，关键在于以
小见大、以微知著。校长要善于通过细微之处
的优化，撬动整个办公环境的大变革，让教师
的幸福感转化为强大的工作动力，成为推动学
校高质量发展的源泉。

（作者系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小林镇第一中
学副校长）

一张茶桌撬动
办公室空间变革

隋安花 李佳

在担任校领导的这些年里，我十分关注
教师们的工作状态和办公环境。中小学教师
工作强度大、压力高，备课、批改作业、组
织班级活动、与家长沟通等工作占据了教师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教师办公室作为教师
日常工作的主要场地，其环境氛围对教师的
工作体验和职业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

在一次巡查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有一位教师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
小盆多肉植物，原本因忙碌而略显沉闷的办
公室，因为这盆小小的绿植增添了许多生机
与活力，教师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轻松。
这个细节让我意识到，改善教师办公室环
境，或许不需要大动干戈，一个小小的创
意，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在全校教师办公室
推广“共享绿植角”。学校为每个办公室配
备了美观实用的花架，并采购了一批易养护
的绿植。为了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我鼓励
大家自带花盆、种子或植物参与共建，有的
教师带来了家中造型独特的花盆，有的教师
分享了自己精心培育的牵牛花种子，让办公

室充满了惊喜与期待。
“共享绿植角”成为了办公室的“颜值担

当”——错落有致的花架上，各种绿植高低搭
配、疏密相间，叶片的翠绿与花朵的娇艳相互
映衬。走进办公室，仿佛置身于一个小型的绿
色花园，让人心情愉悦。更重要的是，“共享
绿植角”成了教师们情感交流的纽带，在工作
间隙，教师们为植物浇水、修剪枝叶，大家自
然而然地交流养护心得，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照料绿植的过程
中，教师们暂时忘却了烦恼，放松身心，感受
生命的顽强与美好。

为了让“共享绿植角”能够长期保持生机
与活力，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每个办
公室推选一名绿植管理员，并定期开展“最美
绿植角”评选活动，对表现优秀的办公室进行
表彰和奖励，进一步激发教师的参与热情。

“共享绿植角”以小见大，通过低成本的
投入，有效改善了教师办公室的氛围，提升了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它不仅让办公室充满了生
机与暖意，更在无形中增强了教师团队的凝聚
力和归属感，让教师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作者单位：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第
一中学）

小小“绿植角”激发办公室活力

昝慧

教师办公室这一方天地，不仅是备课批
改作业的场所，更应是滋养心灵的港湾。如
何将“阳光教育”的温暖特质融入其中？我
们选择了一个微小的切口——光线与色彩设
计，通过这一细节的革新，让办公室成为教
师心中的“光合作用园”。

一天，我在巡校时偶然驻足于一间教师
办公室外。午后的阳光斜射入窗，却被厚重
的窗帘遮挡大半，室内仅靠几盏冷白色荧光
灯照明，墙面是单调的灰白色，桌上堆满作业
本，教师们伏案疾书，神情疲惫。这一幕令我
深思：当我们在操场上高呼“阳光校园”时，是
否忽略了教师日常所处的“光环境”？

科学研究表明，自然光能调节人体生物
钟，提升情绪活力；暖色调环境可降低焦虑
感，促进人际互动。反观传统办公室，往往
重功能、轻体验，忽视了光对心理的隐性影
响。基于此，我们启动了“向阳而生”教师
办公室改造计划，从3个方面重构光环境。

一是引自然之光，破空间之锢。我们拆
除遮挡窗户的隔断柜，改用透光率高的玻璃
隔板，确保阳光能直达办公室深处。更换遮
光窗帘为百叶帘，教师可自主调节进光量。
同时重新规划工位布局，使每位教师的座位
都能享受自然光照。二是择温暖之色，焕空
间之彩。墙面以米白色为主调，搭配浅木色
桌椅，营造出宁静温馨的基调。在走廊转角

处增设“暖阳角”，采用橘色软垫和绿植装
饰，成为教师们课间小憩的“能量站”。三是
智控人工光，应需求之变。淘汰刺眼的荧光
灯，安装可调节色温的LED 灯带。晨间会议
时，灯光调至 4000K 冷白光，帮助教师快速
进入工作状态，午后批改作业时，切换为
3000K暖黄光，缓解视觉疲劳。此外，在打印
机、资料柜上方加装感应灯，避免教师因局部
光线不足而弯腰凑近查看。

改造后的办公室成为教师口中的“阳光驿
站”。满意度调查显示，90%的教师认为“工
作环境更舒适”，学生代表也发现“老师们的
笑声变多了，讲题时更有耐心了”。更令人欣
喜的是，教师们自发将“光环境”理念带入班
级——有的在教室增设阅读角小台灯，有的带
领学生用镜面纸板制作“追光装置”。光线设
计的微创新，悄然激发了全校师生对美与关怀
的感知力。

校园文化的落地，未必需要宏大叙事。一
盏灯、一面墙、一扇窗的改进，亦能成为学
校育人理念的生动注脚。教师办公室的“光
环境”改造，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优化，更
是对教育初心的唤醒——当教师被温暖包
围，他们便更愿以同样的温度润泽学生。未
来，我们计划将这一经验延伸至图书馆、走
廊等功能区，让“追光长廊”真正成为全校
师生的精神纽带。

（作者系河北省沧州市迎宾路第二小学党
支部书记、校长）

改善办公室“光环境”温暖教师心

梁勇

在一些学校，教师办公环境很拥挤，容
易导致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教师因伏案时
间过长而普遍存在颈椎、腰椎慢性劳损；
二是自发教研活动被迫转移至走廊等非功
能区，导致工作舒适度与效率双重下降。
对于这样的学校，用“活”教师办公室的
空间资源，促进教师身心健康，是学校管理
的重要突破口。

空间重构：打造“功能—健康”双螺旋
结构。学校可突破传统教师办公室的平面功
能分区，构建与教师身心健康深度耦合的立
体空间。例如，我们以“墙面革命”为起
点，实现空白墙面83%利用率，定制木质洞
洞板悬挂太极揉推器、穴位轮盘等理疗工
具，配合节气中药香囊形成五感疗愈系统。
设计“3D 远眺训练图+书法作品”的组合
视窗，地面设置足底反射区硅胶滚轮矩阵，
开发“折叠式运动角”系统，实现工作与运
动场景的快速切换。

资源活化：构建“动线—健康”动态
循环。学校可重构饮水机动线，设置“踮
脚10次+转颈5圈+远眺20秒”黄金3分钟
组合，标配脚踏式足底滚轮，提升教师日

均微运动时长。同时，分层打造“绿氧茶
歇站”，下层放置8类养生茶包，上层摆放
绿植，配套健康贴士的磁性留言板，构建
健康支持体系。

学科定制：创建“专业—健康”融合体
系。学校可实施“一科一案”健康工位改造
计划，如语文组研发“平仄标记贴纸+音频
指导”的诗词平仄踏步系统，数学组开发6
组动作分解的三角板拉伸指引，美术组设计
预防腱鞘炎的15度倾角旋转画具架，提升
专业工具健康适配度。

机制创新：建立“微创—生态”培育模
式。如我校启动“健康微创变”行动计划，
设立20万元种子基金，已孵化包含8色心理
干预方案等12个项目的美术组“色彩情绪
调节卡”、日均使用45次的英语组“单词深
蹲板”等。同时，通过每月一次的“办公室
运动会”、健康教具评选等载体，形成了可
持续的健康管理生态。改造实施后，依托办
公室软硬件文化建设，教师颈椎不适发生率
明显下降，日均非正式教研时长增加近半小
时，办公室空间满意度达92.3%。这种“微
改造—大健康”实践模式，可为城区学校办
公室空间改造提供参考。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西城小学校长）

“活”用空间资源保障教师身心健康

苗雨强

两年前例行巡查时，我注意到一个鲜明
对比：教室里的学科文化墙创意迭出，教师
办公室却统一悬挂规章制度与作息表。这种
割裂不仅弱化了教师的专业归属感，更让办
公室退化为单纯的行政场所。

如何让学科文化在教师办公室生长？以
我校为例，可启动“一科一品”环境提升工
程，从3个层面实现学科特质的具象化：一
是器物再造，让学科符号可触可感。物理组
将示波器零件改造成声控灯开关，英语组用
可变式字母墙呈现“每日箴言”，这些改造
单科成本控制在60元以内，却使学科元素
真正融入教师工作动线。二是制度显化，使
工作进程可视可溯。地理组创新设计“地质
年代表进度墙”，用不同岩层色彩标注备课
阶段；体育组将训练方案转化为跑道模型，
每个栏架代表关键教学节点，抽象的工作计
划转化为了学科语言，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
业自觉。三是精神浸润，令文化气息可品可
鉴。如化学组创设“元素补给站”，钠
（Na） 区摆放盐汽水补充电解质，碳 （C）
区提供铅笔便签，学科知识与人文关怀实现
了诗意融合。

同时，学校还可在教师办公室设立“学

科心声墙”，定期展示学生匿名留言。创建
“学科棱镜”研讨区，我校生物组的“光合
作用与呼吸作用关系新解”、音乐组的“旋
律曲线评课法”等创新观点就在此生成，普
通的教研活动升级为了学术思想交锋。

改造实施半年后的跟踪数据显示：教师
非授课时段办公室驻留率显著提升，跨学科
协作项目不断增加，如数学组的“最美思维
导图墙”成为学生研学打卡点，地理组的

“岩石档案展”直接孵化出校本课程“大地
密码”。

教师办公室环境建设应遵循“教师主
体，学校助推”原则，学校可设立专项基
金，教师提交方案即可申领启动资金，组建
跨学科设计小组。在空间规划上，可依据学
科特性，语文组增设典籍查阅区，数学组开
辟立体教具展示墙，艺术组打造自由创作
角。我校还利用音乐与美术教研室相邻的布
局设计了“颜料与音符在走廊相遇”，催生
了“色彩交响”校本课程。

打造具有学科特质的教师办公室，本质
是让教育者的专业信仰获得空间表达。当每
一面墙都在诉说学科故事，当每个角落都跃
动着专业热情，办公室便超越了物理空间的
范畴，成为滋养教育生命的文化场域。

（作者系辽宁省大连市第十一中学校长）

让学科文化在办公室墙上生长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育才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望山小学校长黄泽军：一间真
正的暖心办公室，应是让人感受到尊重、
关怀与成长的“能量场”。当教师推开办
公室的门，扑面而来的是咖啡的香气、同
事的笑声、窗边的绿意和随时可用的支
持系统时，这个空间便超越了物理意义
上的“工位”，成为教育者心灵停泊的港
湾。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八一爱民小学校
长张琳：作为一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有
限，但四季更迭，何尝不是珍贵的教育资
源？我们在竹林长廊搭建3座透明凉
亭，钢结构框架搭配双层隔音玻璃，既保
留山林通透，又隔绝风雨。教师在自然
中办公，向学生传递“生活即教育”理念，
展现认真工作与热爱自然的和谐之美。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关镇
第三小学副校长尹玲玲：改善办公环境，
不必追求高大上的工程，从一桌一椅这
样的细节入手，把教师的需求放在首位，
就能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万盈小学校长
朱荣辉：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学校更
需开拓创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办公
室划分出一块小小的交流区域，作为教
师专属的交流角，营造一个有利于教师
身心放松与交流互动的空间。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云才文翰学校
副校长邹晓清：学校为教师统一采购了
轻便、易收纳的午休椅，设定每天13：
20—13：50为全校的“静谧时段”，营造
出宁静祥和的午休氛围，让教师们能够
安心地享受短暂的休憩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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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办公室是教师备课、批改作
业、开展教学研究、与学生交流以及同
事间协作的重要场所。一个合理、舒适
且富有创意的办公室布局，不仅能提升
工作效率，还能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促
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团队凝聚力的形
成。校长如何帮助教师打造暖心舒适的
办公环境？本刊特编发一组稿件，供校
长们参考。 ——编者

经验

原晓萍

教师职业具有主体性和示范性、复杂
性和创造性、个体性和集体性等特点，只
有突破办公室设计的传统行政化思维，推
动空间布局与教师的心理需求、专业成长
深度契合，才能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提升工作效率与协作质量。

从教师被动接受到引导教师主动参与
设计。改变办公室“排排坐”布局，建立

“使用者—设计者”的双向互动，邀请教师
参与布局决策。一方面，功能要分区。可
将办公室划分为教学区、研讨区、师生谈
心区等功能模块，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或重
组，比如，将研讨区与教学区的桌椅进行
组合，变为学生辅导室；师生谈心区相对
独立，既保护学生隐私，又便于教师进行
学业指导和心理疏导。另一方面，突出学
科特色。组织学科组进行办公室设计，如
语文组“写作角”、物理组“科学长廊”、
数学组“解题擂台”等，培养教师的学科
认同感。

从标准化工位到个性化单元。办公工
位是教师在学校的个人空间，自主布置能
展示教师的个性、兴趣和专业特色，提升
教师的工作幸福感。硬件配备上，以舒适
为出发点，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桌椅、充
足的电源接口和多层文件架，方便教师整
理资料。可选用半开放式隔间，或者设置
隔板或矮柜，为教师提供安静的备课环
境。教学用品摆放上，以方便取用为原
则，让教师根据自己的习惯和需求布置。
办公室可摆放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书籍等，
使办公室更温馨，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学生。
从单一办公到多元赋能。教师办公室不

是标准化的行政配置，布局要充分考虑到教
师交流互动的实际需求，促进教师之间的思
想碰撞与经验共享。一是设置“教育初心
角”。借力师生教学相长的案例，让教师感
受到工作的价值，支持教师围绕教学热点问
题展开讨论、互相学习。二是设置“教学问
题墙”。鼓励教师将教学困惑写在办公室白
板墙上，形成动态问题库，其他教师自由认
领问题，协作研发解决方案。鼓励教师参与
跨学科、跨年级的教学项目，促进教师间的
交流合作。三是设置“能量补给站”。如设
置共享书架、开展团建活动等，增强教师间
的合作默契，放置“情绪调节柜”，摆放绿
植和减压玩具，让教师保持身心愉悦。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党委委员）

教师办公室要让
教师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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