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鲜

教育教学

永远做一个教育乐者
□ 市子路小学 张瑞利

我曾经想做一个和蔼可亲、热
爱学生、循循善诱的教师，让学生
们亲近、尊敬和崇拜。然而，超负荷
的工作、单调狭小的生活圈、无休
止的考核评比……让人感到烦躁
不安，我的生活也因此没有了往日
的光彩。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
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虽然我们不
能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
己的心态。 ”我偶然间听到了教育
专家张文质的一场讲座。为何我不
能尝试换一种心态， 做一个乐者，
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呢？

不管处境有多么糟糕，你千万
不能因此而厌恶工作，要想办法使
工作充满乐趣。以一种积极的心态
去工作， 你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
果。 记得去年学校举办艺术节，我
班编排了一个节目。原来的创意是
让学生们表演情景剧，后来经过几
次节目验收后， 发现效果不太理
想，校领导建议我改成时装秀。 这

不是我的专业，怎么办呢？ 没有流
不出的水，没有搬不动的山，更没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后来，我想尽
一切办法，找了很多资料，就这样
练了改、改了再练，忘记了时间，忘
记了疲惫，忘记了家人和孩子。 当
这个节目正式在舞台上亮相时，学
生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雷鸣

般的掌声。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
了成长和历练。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
支淘金队伍在沙漠中行走，大家都
步履沉重、痛苦不堪，只有一个人
快乐地走着。别人问：“你为何如此
惬意？ ”他笑着说：“因为我带的东
西最少， 我只带了我最需要的东
西。”原来快乐如此简单。做一个乐
者， 只要让自己的思维更有条理，
列出日常计划，做最重要的、必须
做的事，放弃一些自己难以承担的
次要的负累，少一些苛求，就可以
做到知足常乐了。 我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学生的，让学生

也做到知足常乐。
目标单一， 也是找到快乐的

方法之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们学校的教师一心一意想让学

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成为一个文
明的人。他们对工作有了动力，日
子过得简单、充实、快乐。 他们把
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教育

上 ，累了 、病了也不舍得休息 ，加
班加点更毫无怨言。 每天他们与
星星为伴，与太阳赛跑，虽然很苦
很累，但心中有梦想。

如果上帝让人们轻轻松松地

去消磨时光，那么人们将永远无力
飞翔。 为此，我尽情地释放着生命
的热情，全心全意地做一个乐者。

我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给
心一个空间： 每天读二十分钟好
书， 用心去感受一份宁静和温馨；
每天读二十分钟好书，培养自己的
文学修养，让心在阅读中飞扬。 我
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还要给心
安个家：每天写写博客，记下瞬间
的灵感；每天写写博客，让文明的
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有句话说得
好：“只要上路，就会看到盛大的庆
典。 ”静由心造，乐在感觉，如果你
自己觉得快乐，就没有人会说你不
是个乐者。

请做一个永远快乐的教育者，
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用
热情去传播文明的理念，用行动去
肩负和谐的重任，用爱心去感化身
边的每一个人。 到那时，我们的校
园更优雅， 我们的笑容更灿烂，我
们的精神更文明，我们的生活更阳
光。

学生小于成绩比较差，学习不
用功，还经常违纪。为此，我没少批
评他。 一来二去，小于对我产生了
对立情绪。

有一次， 上课十多分钟了，小
于才进教室。他先是在门口喊了一
声报告， 然后摇晃着身体进来了，
一身酒气。 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就
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 不仅迟
到，还喝酒。 ”谁知小于一反常态，
用大嗓门回答我：“咋了，我就是喝
酒了！ ”

看着小于那张通红的脸和紧

握的拳头，我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状
态。 课下，我让小于跟我去了办公
室。 看着怒气冲冲的小于，我和气
地说：“小于，我要向你道歉！”小于
一听，愣住了：“为什么道歉？ ”“之
前，我批评你比较多，虽然是为了
你好，但是方式不合适，让你脸上
挂不住，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我
这句话一说，小于整个人立刻放松
了下来。

我看到这个情况，赶紧趁热打
铁，心平气和地说：“你看，迟到和
饮酒都是不符合校规的，理应受到
惩罚。 但是，我相信你能够改正错
误。 今天的事情我暂不追究，不过
咱们要有一个君子协定： 今后，你
上课时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认

真听课；我批评你时也会给你留面
子，怎么样？ ”这下，小于没话说了，
吭哧了半天，说了一个字：“行！ ”

在接下来的课上，我着意地观
察小于， 发现这次谈话起作用了。
小于的确在课堂上规矩了一些，但
还是有违纪现象。 这时，我会走下
讲台， 一边讲课一边走到小于身
边，敲敲他的桌子，或者轻轻拍他
一下，小于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了，然后赶紧坐好。

过了一段时间，小于的学习状
态有了很大的改进，可是他在学习
上还是不上进。 我决定继续帮助
他。我再次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小
于，我要表扬你了，这段时间你的
课堂表现有进步。 ”闻听此言，小于
面有喜色。 我接着说：“你在课堂上
是不是感到特别难受？ ”小于点了
点头。 的确如此，之前，小于上课都
是看课外书， 或者和同学说话，时
间很快就过去了。 可是近段时间，
由于我们有言在先，这些事情他基
本上不再做了，肯定感到无聊透顶。

我接着说：“我给你出个主意，
怎么样？ ”小于一听，非常高兴，马
上说：“什么办法？ 老师，您快说！ ”
我一看，有戏！于是，我便接着说：“你
看，历史课本上有不少故事，你可
以认真地看看，然后我上课时也给

大家多讲一些故事。 你看看书，听
听故事，这样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快
多了。不信，你试试。”听了这番话，
小于不作声。我接着说：“反正你上
课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用我这个办
法来打发时间。 ”小于最后点了点
头。 接下来，小于果然在课堂上开
始看书、听讲了，而且他的历史成
绩也有所提高。

几天后，我又把小于叫到了办
公室，跟他聊天。一开始，我先表扬
了他，然后切入正题：“你来到这里
是为了考大学对不对？你的历史成
绩有了提高，这个我很高兴，说明
你很有潜力。 可是，高考不是只考
历史，这一科你就是考一百分也不
够啊！”“那怎么办？”小于问我。“我
建议你把打发历史课时间的办法

也用到其他课上。 ”小于迟疑了一
下，然后说：“要不我试试？ ”后来，
我听其他科任老师反映，他在课堂
上的表现也有了改进。 就这样，这
个学生终于上了道。

作为班主任，我经常会遇到类
似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严重
影响教学秩序。 我们应该明白，这
往往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好时机。
这时我们不妨以退为进，努力寻找
并抓住机会，从而化危为机，取得
良好的教育效果。

退一步 进三步
□ 李方恩

教坛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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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铃声已响过几分钟，可
是，教室里仍然是乱哄哄的，学生
们好像都话犹未尽。

唉，这是个老问题了！
这是晨诵时间， 我照例打开

自己整理的经典诵读幻灯片 ，学
生们今天要诵读的内容是李清照

的《如梦令》。 我先整顿了班级纪
律 ， 再大概讲解了词的意思 ，然
后就让他们自主学习。

听着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我
的思绪也开始活跃起来。 于是，我
以刚刚发生的事为例， 在黑板上
写了一首词 ：“铃声响过许久 ，说
话喋喋不休。 如此为哪般？ 自律精

神不够。 闭口，闭口，班规自觉遵
守。 ”

我的板书把学生们的注意力

都吸引过来了， 有的学生跟着小
声读。 等我写完，学生们竟开始大
声齐读起来。 读完，一些学生的脸
红了。

下课后，我检查日记时发现，
有的学生把我的作品连同李清照

的 《如梦令》 一同抄写在了本子
上，而且还用红笔圈了花边，并在
下面标注 ：“这是老师的作品 ，是
对我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规劝。 老
师，我记住了。 ”

看到这里，我欣慰地笑了。

一首小词劝稚子
□ 张清贤

毛毛虫说

清晨刚六点半，我在教学楼二
楼的走廊里散步， 看到一个学生
已在班里坐着了。 他看到我先是
一愣，然后迅速地掏出语文书，打
开课本读起来。

起初 ，我以为这是一个有着
良好晨读习惯的孩子。 为了不打
扰他 ， 我有意识地站在距离他较
远的地方。 我正准备离开，却发现
情况并非如此。 每当我离他近些
时，他就慌慌张张地捧起课本，装
模作样地读几句。 而当我离他远
些时，他的注意力便不在课本上，
偷偷地玩起了藏在书包里的玩

具，并不时地用眼角的余光瞟我，

看我是否在注视他……联想到我
前段时间在学校里倡导晨读 ，他
显然想在表面上投我所好， 可其
真正的心思却没在读书上。 他真
是一个只会做眼皮子活儿的主。

对于他的装腔作势，我并未揭
穿。 每当我们四目相对时，我总是
冲他笑笑，或者竖起大拇指，用手
势赞赏他一下……故事就这样悄
无声息地继续着。 我依然不紧不
慢地散步，他依然半读半玩地做着
他的事。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开始
连句子也读不囫囵的那篇课文，他
竟然非常流利地读了下来。

无声，有时也是很好的教育。

刚转来的新生小米，沉默寡言，
从不主动与人交谈， 上课也不举手
回答问题。但这个学生很有礼貌，回
答老师和同学的问话时都面带笑

容，有礼有节。 和某些学生比起来，
沉静的小米自有她可爱的一面。

我和小米的妈妈接触几次后，
逐渐了解到她转学的原因。孩子原
来的班主任非常严厉，小米有天迟

到了几分钟，大课间按班规被罚做
了一百个蹲起。 从那以后，有些学
生经常在班里对着小米起哄。原来
和小米关系要好的几个女生，在班
里也不再和小米说话了。

那种被孤立的感觉， 一个孩
子还不能在家长面前叙述得很清

楚。 但小米在家里的表现却发生
了明显变化，既要强又自卑，无缘

无故就在家长面前哭 。 后来 ，了
解到小米的在校情况， 家长只好
舍近求远，把她转到我们这里。

作为教师，我反对那些变相体
罚的行为，说起来她算是没有打骂
学生，但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可能是
永久性的。 一次深入心灵的伤害，
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弥合小

米心里的伤痕。

变相体罚易伤童稚心灵
□ 牛海燕

你投我所好 我无声督促
□ 蒋健清

一封信的美好记忆
□ 市七中 都娟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我们走过
山川湖海，领略自然的风光；走过
街市阡陌，感受世俗的万象；走过
任性自我，磨砺青春的锋芒；走过
困惑迷惘，把握前进的方向。

做教师是我小时候的梦想，那
时我感觉教师很神圣。 后来，初为
人师，我以为有了爱心和信任就足
够与学生心灵相通。 我满腔热情
地开展工作，抓纪律、抓学习，不让
一个学生掉队。

可好景不长，很多问题暴露出
来。 如学生迟到、上课说话、不写
作业、不交作业、不值日等。 面对
这些情况，我招架不住，黔驴技穷
了。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班里有几

个学生经常迟到，他们作业不写、
自习课上说话，还欺负同学。 无论
我在班里怎样强调， 或者课下谈
心，他们就像约好了一样，每天第
一节课总要迟到两三分钟。 这几
个学生到底是怎么了？

大学毕业后，我自认为一切安
好，但半个学期下来，已是身心俱

疲。 记得有一天凌晨，我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感觉自己仿佛行走
在无尽的小路上， 总是看不到希
望。

我问自己， 为什么总是失败？
后来，我制订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
班规，惩罚措施一夜间诞生了。 结
果，学生们在课堂是安静了，作业
也交齐了， 但是大老远看见我就
躲。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晃
教书十几年，现在想来，我的教育
是失败的。 我没有学会等待，没有
等待学生们从内心激发出对知识

的渴求，总是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
他们。从表面上看，我是胜了，但学
生们心里却增添了一丝抹不去的

痕迹。
时值金秋，我走在校园的小路

上。 我捧起一片随风飘落的树叶，
那生命的绿色还未完全消尽，那一
抹浅绿分外明亮。 我在成长，一次
又一次地摸索，只为能给学生们呈
现更完美的课堂，让教育永远在路
上！

有些路走过才明白
□ 开发区实验学校 韦爱芬

教师感悟

前不久，我教的第一届学生通过微信发来一张照
片，经过仔细辨认，烂乎乎、皱巴巴的两页纸，原来是
我十七年前写给他的一封信。

他在微信上说：“老班，您写的这封信给了我很多
鼓励和温暖，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 一开始，我把它
放在钱夹里随身携带，后来反复折叠破损了，就放在
家里珍藏起来。 我现在安阳市殷都区水利局上班，同
事们都说我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说我骨子里有一股
永不服输的精神， 这都得感谢您———我敬爱的都老

师。 我相信您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
我没想到当初随手写的一封信，他竟保存了这么

久；也没想到一封字迹歪歪扭扭、反复折烂的信，竟持
续发挥着教育的功效。 我将这张照片放大、再放大，试
图找到文字中的教育玄机。

显然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 它既没有豪言壮语，
也没有华丽辞藻；既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催
人泪下的痛点，字里行间，有的只是朴实与无华。 可偏
偏就是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语，说到了学生的
心里，触及了他的心灵。 我猜想，打开学生心门的不是
那些抽象的文字符号，而是我这个老班倾洒给他的那
份独有的鼓励和深情的关注。

说实话，初登讲台时，我不懂得什么是教育的艺
术和技巧；第一次当班主任，也没有管理经验。 刚毕业
的我，有的只是对教育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坦诚。 当我
试着用平等、尊重和真诚的心去打开每个学生的心门
时， 我发现每扇门的后面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宇宙；
每扇门的开启，都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未来。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为了不让住校生想家，我总
是准备许多月饼和水果，与他们共度中秋佳节；学生
病了，我就送上诚挚的关怀和安慰，在我的办公桌抽
屉里，塞满了板蓝根、创可贴、针线包等。 我记不清有
多少次与学生们推心置腹地交流，记不清有多少次让
泪流满面的学生们破涕为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给学
生们写信。

正如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都老师，我觉得您
像我们的妈妈，可又没那么老；我觉得您像一个心理
医生，但又比心理医生和蔼可亲；我倒觉得您更像我
们的知心姐姐，和我们一起成长，品尝着生活的甜与
苦。 ”

就在刚刚，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把我拉到他们的微
信群里，学生们强烈地要求我再上一堂生物课。 这帮
学生呀，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咋还想再听我讲课呢？
哼！ 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不是想再学习生物学知识，他
们的心思我懂。 他们就是想再体验一下和我这个老班
无拘无束在一起的感觉，想再闻一闻我这个老班身上
特殊而熟悉的味道，想再看一看我这个老班严厉中满
含期待的可爱的模样。

很多人问我 ，为
什么越活越年轻？ 我
说， 那得感谢我这帮
学生们， 因为整天和
他们黏在一块儿 ，一
起欢呼雀跃， 一起得
意忘形……所以 ，一
不留神， 我就回到了
他们的年龄， 活成了
他们的样子。

早饭后，我到教学楼上转了一圈，恰巧碰到一级
段长在楼道里给本级段的十多名班主任开短会。 这次
会议的议题是“校长刚在群里安排了，要利用一小段
时间对学生的跑操情况进行点评，并强调一定要执行
好”。 我确实在群里说过这事，但是建议性的。

回到办公室，我在想，他这样的执行力是令人羡
慕还是该让人担忧呢？ 如果他把这句话“这是校长刚
在群里安排的……”换成“高一年级从年后进行了操
后点评的尝试”，语言上短平快，大家就更容易接受，
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借校长之威安排工作固然是一种工作技巧，但细
想一下，如果像这样的建议性的小事，也以这样的思
路进行工作安排，这应该是我们管理中的一种“智力
低下”。

级段长作为学校管理结构中的重要环节，仅靠当
传声筒一定会使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我们不妨这样
做， 把领导或学校安排的工作巧妙地变成自己的事，
加上自己的想法，变成与教师发展、学生成长相契合
的理论，这样不仅可以让师生更容易接受，还能够提
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切莫仅做传声筒
□ 郭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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