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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与语文结缘，时时纠
缠在语文教学的纷纷扰扰中，
赶在那些个纷扰的间隙，在书
本和书法里尝着了岁月难得的
清闲和充实，也攒足了从事教
师职业的信心。

语文组办公室坐落在教学
楼三楼，旁有四五株老槐相伴，
槐花开时，浓香扑鼻，与岁月一
起，浸染着书香——“槐香阁”的
美名就此诞生。书香槐香相互
纠缠，更是馥郁，香在鼻尖、香
在笔头、香在心里、香在办公室
内，也香在讲台上。

有人首发同读一本书的倡
议，成立了读书会；有人题名曰：
书染槐花淡淡香，亦简称“槐香
读书会”。笔者便由昔日散淡的
闲读转为沉浸的通阅。

书会既立，紧扣同读一本书
的旨趣，用文字呈现阅读的感
悟，便于读书报告会交流；梳理
成文，载于《星空》校刊，以飨全
校师生。数载下来，书目渐增，
见识渐广，思想渐深。读完《浮
生六记》，感受了沈复及其妻子
温馨甜美闲适的家庭生活；借助

《反经》领略了别样的历史画面
和处世之道；《可怕的盲从》教人
以独立视角去看世界……阅读
锤炼语文人的心智，丰富知识，

广阔视界，习得智慧。我们要教
出“高徒”，那就得先丰富自身的
学养，把自己锻炼成“高师”，阅
读是一种重要的提升方式。

书法修性。语文老师训练
书法艺术，不仅仅是有利于提
高教学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
可以修炼性情：修灵秀之性，修
坚韧之性，修宁静之性，从而提
高人生的境界。

在 专 业 书 法 老 师 的 引 导
下，笔者随着语文同事走进书
法之门。要知书理，必须培养
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提高了，
就会懂得美、鉴赏美，最终创
造美。在鉴赏、创造美的过程
中，自然摒弃浮躁之气，自觉
回归内心的宁静，辅之以坚强
的 意 志 ，持 久 练 习 ，方 有 所
获。历朝历代的语言文字名
家，几乎皆通琴棋书画，现在
的我们，望这些名家，犹如仰
看珠穆朗玛，路尚长！

教书育人是本职，阅读和
书法对心性的修炼则是“厚积”
的过程。教无定法，教无止境，
书文引路，教学之法不断进步，
教学之路不断延伸。在纵横寥
廓的思想里，完成“立德树人”
的教育之旨，懂得责任与担当
的内涵。

教子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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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军

乐艺风采

记得女儿初发蒙时，写了一个
“3”，总是躺着，“3”的两口向上，
如果写上一排，有些像断续的波
浪。老师对我说，要多练习。我便
强令女儿写了一遍又一遍。在写
的过程中，女儿还投机取巧，把练
习本改变方向，你检查时看似这些

“3”立正了，但实际是把练习本反
转九十度得来的。这便更加坚定
了我要强硬训练她的理由。

在一遍又一遍的训练中，渐渐
地将“3”立了起来。这样把手练
顺 了 ，你 再 让 她 写 一 个 躺 着 的

“3”，她反而还不习惯了。

把“3”由躺着写到立着写，非
练习不可。这练习尽管有好多
遍，但谁也不觉得是在变相体罚
孩子。如果已经把“3”立了起来，
而且立得很正，再让孩子反复写，
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孩子一
定很反感，不愿意写，我想这便是
变相体罚了。

这写“3”有一个度，把“3”写
得立好了，再写不躺着了，这便是

“适度”了。
其实，孩子做作业与写“3”一

个道理。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
做家长的要仔细看一下，看是否

“适度”。
一个生词、一道算题，如果孩

子不会，老师让多练习没有什么不
好的。因为练习是人类生存的有
效方式，小学生更需要练习这种最
基础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于一
些教了几遍还不会的孩子，就不妨
让其多做一些，在练习中得到体
验，产生悟性，掌握要领。

如果孩子会做了，再让孩子做
好多遍，孩子再重复着无意义的
劳动，这确实是在变相体罚。有
时，孩子的错，不是不会的错，而
是粗心大意的错，有些老师大为

光火，把气撒到孩子身上，让其在
“害怕”和“折磨”中养成细心的习
惯，这种方法对有些孩子也许有
效，但对大多数孩子肯定是无效
的，尤其是对一些天性顽皮的孩
子绝对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

这就需要家长区别对待，多与
老师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多理解
老师对孩子的良苦用心，切勿冲
动，做一些动辄就“告状”的事，与
老师产生一些不应该有的误会。

练习与体罚的区别就在于一
个“度”，把握好了这个“度”，我们
就为孩子的成长做了有益的工作。

成长路上，我遇到过两位杰出
的老师，他们的课堂轻松活泼，他
们极具亲和力的形象备受学生喜
爱。学生从敬爱老师到热爱课堂
再到发奋学习，深刻体悟到好老
师的重要性。而我，更是高考后
全部选填师范类专业，不管学什
么，都要努力成为宽容友爱、诲人
不倦的人民教师。

步入新时代，教育改革风起云
涌，影响范围不可估量。我愿义
无反顾投身其中，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为其添砖加瓦。在大学里，
每次摊开书本，紧握粉笔，码字写
作，我就能感到人生的实在，正顺
着心中的路走。

上大学前，我的语文功底很不
扎实，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怀着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对待每
一节课、每一本书。我深感：成为
一名好老师，要有教育热情、钻研
能力，能把零散的知识转化为凝
练的规律。所以，学任何一门专
业课，我总喜欢追问它的本质、规
律和意义，从而得到解决问题的

最佳方法。师范生的基本功训
练，我也精益求精。比如，我常研
究不同种类的粉笔，辨别它们的
风化程度，多孔和不多孔写出来
有何区别，还研究怎样巧用笔头
的棱角，写出沉稳大方、雄健有力
的粉笔字。《现代汉语》课似乎很
枯燥，我就思考学习它的意义，在
追问时，我意识到写作的重要性，
写作是对语文知识的实践运用，
是掌握理论的绝佳途径，《现代汉
语》为写作时锤炼语言提供理论
支撑。除此以外，我从自己的发
表经历、现代报业的发展特色中，
汲取无穷无尽的灵感，逐渐懂得
如何指导别人写作文。

不同于高中学习，大学时我喜
欢用实践指导理论学习，节假日，
我常与高中老师交流，了解教育
一线的最新情况。她见我如此热
情洋溢，便建议我尝试备课。本
来，备课是大三、大四的学习内
容，但我迫不及待想预览风景。
为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课件，我琢
磨了整整两天。看来，想要上出

优质的语文课，平常必须坚持不
断地积累，无论是在工作、学习，
还是生活中。不仅要积累学科知
识，还要积累学科教学方法。

真正优秀的老师，除了有过硬
的教学本领，还应有高尚的育人
情操。2022 年的一天，我接到一
个陌生的电话，一位小女孩向我
求助，让我帮帮她。她在语文上
耗 费 许 多 精 力 ，成 绩 依 然 不 理
想。尽管身体不适，我还是坚持
为她分析试卷上的错因，尽可能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再三
叮嘱：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及
时问我，扫清一切障碍。半年后，
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好成绩。

我觉得善良和正直，是会传递
的。我的老师受到他的老师的帮
助，就会竭尽全力帮助学生，让
我 成 为 茫 茫 人 海 中 的 幸 运 儿 。
我想：若我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
他们也会为他人提供更多温暖和
希望。

我并不是因教育完美无缺而
来，有些方面还需完善，可以通过

一代代教育人坚持不懈的奋斗，
转化为现实，因此我渴望加入教
师队伍。新时代的教育任重道
远，不能因为暂时的艰难困苦望
而却步、灰心丧气，而要始终保持
高尚、纯洁的教育初心，砥砺前
行，把猝不及防的打压，转化为奋
起勃发的勇气。

大学时，我来到周总理的故
乡——淮安，这里有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建党百年之际，我参
观了周恩来纪念馆，了解到许多
可歌可泣的党史故事，被先烈们
的光辉形象深深感染，内心不时
升腾起激动的热浪。我想，周总
理也是从淮安走出，他一直胸怀
大志，从默默无闻的平凡人，成长
为高风亮节的一代伟人，这是我
向往的人生轨迹。

一百年前，小小的红船乘风破
浪，承载民族的重任和厚望。一
百年后，我成为新时代的师范生，
乘着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展望
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的焕然一
新，恰逢其时，义不容辞！

走廊里，我组织学生站队，
准备放学。

两分钟前，明明和天天到
我跟前，诉委屈：从教室往出
走，小卓抓住明明的“帽耳朵”
向后扯着，差点将他拽倒，明明
回身推小卓一把，小卓“挥”上
一拳，明明的眼泪就下来了。

天天跑出座位，撞了小卓，
小卓追上，从后背顶一头，天天
一个趔趄，手一下杵到教室门
上。而小卓已跑进队伍中，没
事儿人一样，脸上呵笑。

队伍打头的小女孩，棉袄
的拉锁坏了，我蹲下帮她拉了
几回拉链，总算拉好，出去不会
灌凉风了。“让爸妈修……”我
叮嘱的话，还没说完。明明和
天天已泪眼对我了。

先擦干眼泪，再安抚。不
能让孩子带着委屈回家呀！

我到队伍的后面，“揪”出
小卓，半拽半抱地把他立在墙

边，令：先站这儿好好反省，哪
儿做错了？又对两个流泪娃
说 ，想 想 有 做 得 不 好 的 地 儿
吗？好孩子要先找自己毛病。

这群小家伙刚7岁，能发生
“ 冲 突 ”的 ，都 是 玩 得 来 的 伙
伴。小孩子之间，打和闹是很
难划清界限的。有时在一块，
谁手快谁就抓上两把；手慢的，
没划拉着，就觉得吃了“亏”，找
老 师 做 主 ，拿“ 委 屈 ”说 道 说
道。有时闹得高兴了，磕点碰
点，都没感觉，就是一场又一场
的游戏罢了。

“老师，你为啥让我站在

这？我没有错！”小卓向我挺一
步，说。

三 个 小 家 伙 在 沉 默 中 僵
持，僵持着……班级队伍已向
大门走去。

“不然，谁都别回家吃饭
了，我陪着你们仨。”我想捅破

“沉默”。意在让他们赶紧跟上
队伍，往家去。

“老师，我要投诉你。为什
么不让我回家吃饭？!”

这两句喊过来，直接干掉
我的“虚张声势”。双眼炯炯的
小卓，昂头，直视。

然，我的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样找“茬”的孩子，让我
的头脑慧光乍现。“投诉”一词，
用在此情此景，遣词造句，这小
子准拿满分了，我很满意。更
欣喜的是，这小子知道维权。

“对不起！我说的‘谁都别
回家吃饭了’，这句话伤到你们
了。老师先向你们道歉！”

没等我话落地呢，明明和
天天抢着说对不起，你一声我
一声地挤到一块儿。小卓上前
一步，展开胳膊，搂住他俩肩
膀。跳起脚大声说，我们还是
好朋友。是我不对，我的手太
欠了，以后我要记住老师说的

“对不起”。
我们紧追队伍，穿过宽阔

的操场，走向大门。
送走他们，我转身走上长

长的甬路。几片云朵挂于蓝
天 ，拂 面 的 风 抖 开 料 峭 的 春
寒。路尽头的塑美楼的墙上，

“孔子”（塑像）正看着我，他双
手揖礼，表情温和。

“吾日三省吾身”从心底涌
上来，“反思”是多需要养成的
一个习惯啊！当了人家的老
师，好像早集公平、正义、善良
于一身了，这份尊严给予师者
以权威，貌似神圣起来。这种

“一劳永逸”的想法，就该自省！
我 端 详 楼 体 上 悬 挂 的 校

训 ：“ 养 良 好 习 惯 ，做 最 好 自
己。”要求学生做到的，我这个
当教师的，做到了吗？

比方说，养成和学生好好
说话的习惯。每句话出来，起
码得热乎。

想起那次演讲。
接下来是一个极腼腆的女孩，小马

尾，黄瘦的脸，不敢与人对视的眼睛。我
真想把她越过去，因为后面的男孩早已
跃跃欲试。“要不……”其实我想说，要不
你就先坐下吧，听听别人怎么说。正当
空气凝滞，气氛异常沉闷的时候，她身体
微动，一种想要上台的架势。

时间流过，我察觉到她脸上很微妙
的神情，是种既想上台又有点胆怯的矛
盾。冥冥之中，似乎有个声音告诉我，

“再等等”。
她终于起身，挪步到讲台上，脸红到

耳根，用极微小的声音说：“先给我点掌
声吧！”大家都出乎意料地笑起来。我觉
得演讲的内容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她勇
敢地迈出一步，再微小的声音，于她也是
质的飞跃。从此以后，她开朗了一些，脸
上有花开的样子。

今年开学，班里的一个问题女孩决
定不念了。她上课交头接耳，没有一
节课消停，关键是“抗击打能力”超强，
怎么批评都无所谓。午休的时候，她
瞅低年级的小朋友不顺眼，竟然扇了
人家嘴巴子。一天天，教导处、办公
室、德育处轮番“请”，我俨然成了她的

“专职保姆”。可是，就在一个月后，我
收到了她母亲的微信，“老师，孩子在
社会上混了这么久，终于想明白了，她
要继续念书，能给孩子一次机会吗？”
此后几天，接连收到这位母亲的短信，

“老师，再给孩子一次机会，给她一点
认识错误和成长的时间，行吗？我也
会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

终于，在和家长沟通后，孩子复读
了。成绩没什么起色，但她整个人的状
态好多了。相信时间会检验我的感性，
我亦充满期待。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既然上天让我们牵着一只蜗牛散

步，我们不如陪着孩子闻花香、嗅微风、
听鸟鸣、品虫吟，看漫天的星斗多漂亮，
不急不躁，静静守候。给他们一段时间，
让失足者反思自己的过错，让沉默者壮
大自己的勇气，让落后者调整自己的步
伐，让悲观者擦一擦伤心的眼泪。

市场上卖菜的阿姨可以着急，而我
们做教育的人千万不能急。父母和老师
都需要有静待花开的智慧，静待花开不
是什么也不做，而是科学地养育陪伴，然
后接受孩子成为生活的佼佼者，也接受
孩子成为幸福的普通人。

花开需有时，唯有静待之。只有自
己充满智慧和力量，孩子的生命才会得
到有效滋养。

□碧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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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投诉你”

□王宏亮

静待花开静待花开

□乔艳波

传统的为师之道，严厉有
余，爱心不足。对于学生的错
误和缺点，不顾情面、讥讽挖
苦、大声斥责、缺乏温情，有时
会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不利
于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

作为一名合格的班主任或老
师，批评学生一定要讲究方法，
既要对症下药又要循循善诱，既
要解决问题又要尊重学生，方能
显示师者的水平和魅力。

文字碰撞解心结文字碰撞解心结

一次课堂上，我发现小强
在偷偷地写着什么，于是我快速
地奔到他跟前，一把抓起他写的
稿子，一瞧，原来是一封少年情
书，只见小强脸红了，低着头。

我不动声色，继续上课，准
备放学后好好教训他一顿。那
天放学后，学校恰恰要召开会
议，我来不及找小强谈心，灵机
一动，就在他未写完的稿笺上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小强，读了你的“文章”，我
感到心痛。你知道你学习下降
的原因吗？早摘的果子是酸涩
的、不甜的。望你珍惜学习光
阴，相信你能找回原来的自己！

第二天早上，小强主动来

到我的办公室，承认了错误，说
思想开了小差，以后准备把精
力投入到学习上，不辜负老师
的期望。

通过这次“短兵相接”，小强
与前段时间相比，有了较大的转
变，学习成绩回到中上游水平。

真想不到，几句简单的文字
胜过了暴风雨式的批评和指责。

语言交流破疑难语言交流破疑难

有一天下雨，我早晨到学
校督促学生上早自习。在班上
巡视学生读书的过程中，我发
现教室北边最后一个窗户的窗
帘上有两处泥巴印，这显然是
有人有意弄上去的。昨夜下了
小雨，今天早上黄泥巴就印上
了窗帘。究竟是谁干的坏事？
查出来怎么处理？这两个问题
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

我对班上的同学说：“是谁
做了坏事，主动站出来，坦白从

宽；不坦白，从严处理！”我说完，
竟无人举手认错。我发现教室
一角，一位名叫皓的同学神色有
一丝慌乱，脸上突然泛红。

我把皓同学喊到办公室，
找他谈心。我问皓，窗帘上的
黄泥巴是谁弄上去的？他断然
说不知道。但他眼里慌乱的神
色没有掩饰住，再看他脚上穿
的篮球鞋，明显沾着黄泥巴的
印迹。

我问他：“你是不是第一个
进教室？”他说：“不是，在我之
前已有四五名同学先到了教
室。”我说：“你不是第一个进教
室，那么，如果是你做的事，就
一定有同学看见。我找在你之
前到教室的同学一问，一切都
清楚了。”

在我循循善诱的谈话中，
他的心理防线“土崩瓦解”。皓
同学终于承认，是他用窗帘擦
球鞋，把黄泥巴弄上窗帘。我

指出了他的错误行为，这是一
种不文明的行为，这是一种损
坏公物的行为。皓同学羞愧地
低下头，脸红红的。

我对皓说，窗帘弄脏了怎
么办？他说他负责把窗帘擦洗
干净。我说：“行！”借这次教育
的契机，同时给皓同学封了一
个芝麻官：窗户管理员。

尊重隐私显奇效尊重隐私显奇效

一天下午，课后，我班一名
男学生向我报告，说自己带了
一款平板电脑进了教室，上午
第四节课偷偷看了一会儿，吃
了中饭进教室，发现平板电脑
不见了，价值两千多元。

这真是平地起惊雷！学校
早就三令五申不许学生带电脑
（手机）进校园，他居然偷偷带
来了，带来了还不见了，无论如
何，这件事必须查。

初步调查，平板电脑可能

还在教室，是谁偷去了呢？全
班大多数同学要求老师搜查抽
屉和书包，我究竟是否查书包
呢？阿英同学提出反对意见，说
搜查书包是侵犯学生隐私。阿
英平时在班上是有名的泼辣，她
在怕什么，难道是做贼心虚？一
个大胆的想法在我心里形成。

我决定不搜书包，叫阿英
来办公室一趟，阿英到了办公
室，浑身发抖。我对她说，你可
以不说话，你拿了平板电脑就点
头，你没拿平板电脑就摇头，光
明的大路就在你面前，你要慎重
选择，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阿
英脸红一阵，白一阵，脸上有惶
恐的表情，她沉默了一会，把头
点了两下，就失声哭了起来。

我对她说：允许你犯错，也
允许你改错，我会帮你保守秘
密的！放学后，阿英把平板电
脑交到我的办公桌上。

我遵守诺言，跟阿英保密，
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起。

从此阿英好像变了一个人，
乐于帮助同学，学习上更认真
了，在体育运动会上发挥了自己
的特长优势，为学校争了光！

窗外，春暖花开，我收获了
一片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