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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支教干部，目前就
职于陕西省榆林市子洲中学。
这些年，不时有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给家境困难的学生捐赠
钱款物资，学校也多次举行捐
赠仪式，请捐赠方代表和受赠
学生合影留念。这样安排本是
出于好意，希望受捐赠的学生
懂得“人间自有真情在”，鼓起
奋发上进的勇气，努力学习，但
这个“好意”却并非都带来“好
的理解”和“好的效应”。

捐赠的物品有新有旧，新的
一般会很快“发完”，旧物品往
往无人问津，即使是九成新，也

“没人要”。有老师告诉我，学
生娃们不喜欢旧的，嫌是别人
用过的。我隐隐觉得不可信，
带着疑问，利用周末，去了若干
个学生家里家访，我发现，这些
旧物品其实比学生现在穿戴使
用的要好得多，甚至是他们急
需的。

明明是急需品，为什么又
不愿意要？既然对“别人用过
的”有顾虑，那就以整顿旧衣
物“开刀”。我们在一间空房
子里拉了几道挂衣服的铁丝，
把捐来的衣物中已清洗干净
的用衣架整整齐齐挂起来，把
没有清洗的衣物全部洗干净
消毒后也挂上去。接下来，安
排老师逐人错时“秘密”通知
相关学生，让他们自己挑选需
要的衣物并带走，不限量，整
个过程不准登记、拍照，也不
准告诉其他人。

一周过去，房间里的衣物
从 最 开 始 的 270 件 到 最 后 剩
下 不 到 10 件 ，这 与 之 前 旧 衣
物不受欢迎的情况形成鲜明
对比。

事后，我感慨很多，孩子们
不是嫌弃旧衣物，是反感自己
被强行冠以“受捐赠者”“贫困
学生”的名号，以及被拉到公开
场合举着感谢信和捐赠者合影
留念。要知道，无论主办方的
措辞如何妥帖，捐赠者的态度
如何亲切，作为受捐赠者的孩
子，永远不可能抹去内心的羞
耻感，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

刻，他们完全处于无奈，是受恩
于他人的弱者。而拍照、登报
和存档，无异于将这种“弱者”
的名号焊死在一个孩子身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对受
捐赠孩子的不尊重。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
强，他们希望周围的人们能够
将他们看成有人格、有尊严、有
感情的独立个体，而不是配合
成年人完成任务的工具，这一
点，任何地区、任何家庭的孩子
都是一样的，我们从事教育帮
扶工作，首先要明白帮扶不能
成为我们框定受教育者的枷
锁，孩子们虽然衣衫褴褛甚至
灰头土脸，但一样需要我们关
爱呵护的情感，或者说，他们更
需要这份被人呵护的情感。捐
赠衣物的学生们一片诚意，他
们甚至在衣服口袋里藏着的留
言中都不署名，孩子对孩子尚
且如此，而我们发放物品的校
方，为了有个“交待”，大搞形式
主义，对学生的理解、尊重和关
注都不到位，孩子们怎么能信
任老师和学校呢？长此以往，
恐怕还会影响一批未成年人对
社会的看法和他们日后做人的
眼界与格局。

捐赠活动的本质是理解、
关爱和帮助，目的在于让受捐
者得到切实的帮助，其他形式
主义的东西理应能省则省。接
受他人的善待，理应有感恩意
识，但是对于脆弱敏感的未成
年人，将其置于公开场合拍照
录像，明显是不合适的，如果
真的需要搞捐赠仪式，也应该
是捐赠方代表和校方代表出
席，并且注意保护受捐者的个
人信息。

教育帮扶工作千头万绪，困
难总是层出不穷，但面对困难
解决问题，正是我们这些教育
工作者的责任，这期间也充满
了久违的人性光辉。找到每一
项工作的抓手和杠杆，把行动
落到实处，唯有如此，才能打通
前往目的地的“最后一公里”，
愿我们在成功的终点愉快坦然
地相逢！

乐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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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在
给学生知识情况做记录时发
现，几十年以来，孩子们数学技
能变强了，会背的诗歌增多了，
但对于自然的探索变少了，认
识的动植物减少了，知道的色
彩种类变少了。这一现象在我
国当前教育背景下同样存在，
尤其是在“双减”政策落实前，
更为严重。

而“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
们写作业的时间被控制在一个
小时以内，他们有了更自由的
时间，可以去感受阳光和微风，
去看日出日落，去赏路边的花
开和花谢，去用心感知这个世
界的美好。

日常，我有意在作业设计里
创造机会，唤醒孩子们的感知
力。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以

“万物有灵”为主题，课文借助
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抒发作者
的真实情感，而习作刚好是《我
的心爱之物》，通过写一种事
物，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
本单元的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
从具体事物特征中品味出作者
的情感并能产生共鸣，随后外
化在习作中，将“心爱”之情融
入所描写的具体事物中。为了
唤醒学生的感受力，真正落实
这一目标，除了课内学文之外，
在本单元学习伊始，我便留充
足的时间让他们用心找寻“心
爱之物”，观察“心爱之物”的外
形，可以摸摸它，可以将心事诉
于它。除此之外，还让孩子们
利用周末时间去大自然中寻找

“心爱之物”，随着兴趣去了解
几种植物或是听一听鸟语虫
鸣，这时不急着前行，驻足用心
观察和感受，去寻找“心爱”的
证据。回到课堂，孩子们个个
兴致盎然，乐于分享。有一位
同学幸运地与松鼠来了一场偶
遇，他便认真观察了松鼠的外
形和生活习性，激发了他想要
进一步了解松鼠的浓厚兴趣。
在课堂中，他结合所见所闻和
整理的资料兴奋地介绍着这一

“新朋友”。这一真实的体验也
对他日后学习《松鼠》这一课的
课文内容有很大的帮助。由此
可见，孩子对事物的感知力不
只是停留在书本里、图片里和
没有体验感的想象里，更应该
是在平凡又美好的生活里。

萧红在《祖父的园子》中与
万物为伴，蜜蜂、蚂蚱、蜻蜓都
是她的朋友，平静自由的园子

带给了她无尽的快乐，她将这
种愉快和美好重组与延展，进
而形成文学作品中的亮点。萧
红可以在园子里撒欢，孩子们
也可以在小区里找快乐。于
是，我让三五结群的伙伴们观
察柳树吐新芽，蚂蚁搬新家，枝
头又开了几朵新花，这几天小
区有什么新变化，他们的感知
力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第二
天的课堂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诗
性表达，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我一抬头就望见了天，蓝蓝
的，多像一幅画，而那些自由的
时 候 ，都 是 在 老 墙 角 下 的 乐
趣。那些小访客，像爬山虎，就
将这儿当成了挡雨的家，蚂蚁
顺着石子儿向上爬。墙头总有
几只猫，晒出黑白棕的花。”如
此细腻的文笔是源于学生对生
活的自由体验和敏锐的洞察
力，体验在前，感知在后的课堂
一定是真实的侃侃而谈。生活
就是孩子感受力最好的来源。

孩子的感受力其实很敏锐，
只是教育者有时忘了激活，我
们要有意识地抓住时机来激发
他们的感受力。让孩子们多亲
近自然，多走入生活，在发芽时
悟生命之新生、在下雨时感生
命之磅礴、在落叶时叹生命之
凋零、在飘雪时品生命之多彩。

总之，“双减”政策的落实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孩子
们能够有时间慢下来好好感受
这个世界，挑战是教育工作者
要与时俱进、更新教育理念，多
一点时间思考如何将感知力还
给学生。把感受力还给孩子，
让孩子做一个热爱生活、内心
充盈的人！

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
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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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新老师了，真讨厌！……”
这刺耳的声音迅速从教室的水泥
墙壁传进我的耳膜时，我的呼吸瞬
间凝固了，失落地站在教室窗外，
双脚千钧，不敢靠近。

犹豫笼罩，我的脑海又出现了
昨天的分工会上的一幕，“温洁，六
一班语文兼班主任。”话音未落，老
师们的目光闪电一般聚焦到我身
上，我看到了他们惊讶的表情里还
有几分善意的同情。难道是？会
议结束时，校长和主任示意我留
下，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你
这个班学习基础薄弱，纪律松散，
习惯较差，品行有待提高，相信你
可以拯救……”

作为一个新走进这所学校的交
流轮岗教师，明天如何和新学生见
第一面呢？那就给未曾谋面的孩
子们写一封信吧，或许书信可以拉
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说干就干，打
开电脑，一行行文字仿佛闪着泪
花，在电脑屏幕上奔跑着。

你想让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你
就会努力向那个方向牵引。我是一
个爱读书的老师，当然希望我的学
生也像我一样爱读书。打开书柜
的门，找出我的三本散文集，分别
写上寄语，“愿你们在书香里度过快
乐的童年时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与书相伴，精彩无限”。

写日记是我坚持了 30 多年的
习惯，我很想把这个习惯传递给

我的新宝贝们。当我和女儿交流
这个想法时，她非常赞成，并把她
书柜里珍藏多年的几个厚厚的大
作文本递给我，让我送给我的新
学生，还祝福我的这些新宝贝们
妙笔生花。

困难阻碍不了勇者的脚步！想
想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我鼓起勇
气，大步走到教室门口，安静地扫
视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等着他们
快一点发现我。大约三分钟，一
个，三个，五个……全部孩子好像
都看见了拎着布袋子站在教室门
口的我。

“你是我们的新老师？”一个魁
梧的男孩儿略带挑衅的语气说。

“是的。”我笑着回答。
“你提着什么？”还是那个男孩

儿在问。
“猜猜？”我装作神秘的样子。
“报名表。”我摇摇头。
“语文书？”我又摇摇头。

“礼物。”最后排那个瘦弱的女
孩儿小声说。

“真聪明，你是我的知音哦！”
我激动不已，就这样快速走进了教
室，来不及自我介绍，就急匆匆地
送出了我的第一份礼物。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好！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

面，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们。自
从昨天听到我将要接手六一班的
语文兼班主任的消息，我就非常
激动。幻想着你们这群可爱的宝
贝喜欢读什么书，喜欢什么运动，
喜欢什么颜色，是否喜欢我这样的
老师……

当我认真而亲切地朗读写给孩
子们的书信时，教室终于安静下
来，东倒西歪的画面渐渐变少了。
生活需要仪式感。当我小心翼翼
地拿出第二份礼物时，教室又乱成
一锅粥。

“老师，给我！”“老师，我要！”

两个黝黑而瘦高的男孩儿，竟一下
跑到我身边，好像是来抢书的。

“谢谢你们喜欢我的书，不过想
要这三本书的宝贝，要用自己最精
彩的表现来交换。每天放学前由
同学们公开公正评选出三位当日
的三好学生，就可以获得读书的机
会，看谁能成为今天的三好学生。”
话音刚落，教室立即恢复了安静，
端正的坐姿，渴望的眼神，跳动的
热情，在教室里弥漫开来。

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贫穷
曾经抑制了我读书的欲望，小时候
过生日什么都不要，就渴望爸爸妈
妈买一本我最想要的书。我所交
流轮岗的红星小学，也是一所偏远
农村学校，这里的孩子们很多都是
留守儿童，他们的童年里，孤独是
最大的敌人，愿书籍可以成为他们
最好的朋友！

当我慢吞吞地拿出第三份礼物
时，“作文本呀！”所有学生都叫出
声来。“是的，喜欢写日记的同学请
举手”，只有三个同学举手，“今天
的日记本就交给你们仨了，轮流日
记从今天开张了。”掌声响起了，从
微弱到响亮，穿过我们的胸膛，多
像窗外那一缕从阴云深处透出来
的羞涩阳光，温暖，美好。

每一次相遇都是上帝最美好
的馈赠。无论是风雨、阳光、星辰，
还是乡村、学校、田野，都值得珍惜
和拥有。

浅
墨
半
浓
，乐
享
其
中

写一手好字一直是我
的追求和信仰。2017 年暑
假，县工会书法培训班开
班，我终于有缘迈入书法大
门。书法老师包老师要求
非常严格，老师说“临帖要
与古人合”，就是要精准临
摹，要写得和字帖一模一
样。一个“九”字，就两笔，
我写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达
不到老师的要求，最终我写
了近一千遍，才等来了老师
的金口玉言：“过了！”就在
这个标准下，我虔诚地开始
了我的学书法之旅，欧阳询
的《九成宫醴泉铭》成了我
人生的第一帖。

零 基 础 遇 见 欧 楷 ，一
见倾心，从此我用业余碎
片时间和古人谈了一场跨
越 千 年 的 恋 爱 。 每 天 清
晨，我都早早起床，迎着晨
曦静静地书写早课；每个
晚上，独坐桌前，一笔一
画，无言相伴，自在欢喜；
周末闲暇节假日，提笔研
墨，展纸铺毫，乐在其中，
无限悠然！与热爱的事作
伴，我仿佛成了小石潭里
的鱼儿，在清澈的爱好里

游动。学书法最大的收获
是找到了内心的安宁，生
活也变得多姿多彩。因为
书法，我更加热爱生活，更
加积极向上，书法成就了
一个全新的自己。

因为书法，我对语文教
学更加用心，更加深入学习
探究诗词文章，督促自己多
读书。练书法和语文教学
相得益彰，高度融合。我为
孩子们手写奖状，用小楷写
作文批语，写书法小作品送
给孩子们，孩子们也因此爱
上书写，爱上语文，爱上传
统文化！我还成立了“墨上
花开”书法社团，书汉字之
美，传文化之魂，愿墨香永
远萦绕学生心田。

滴水穿石的神奇，就在
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
持，你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就
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一个
个证书见证了挥汗如雨的
时光。五年来，我获得了市
县多个奖项，成为市书协会
员，县书协理事。但学习书
法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只是
内心喜欢，是一生的爱好，
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修行。

我从亲爱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已经整整 40 年了。母
校为我的人生植入了许多含金量
很高的基因，我最深切的感受是：
教师的生命在学生的生命中延续！

现代文学傅正乾先生

傅正乾老师教授我们现代文
学。我把老师的教学风格命名为

“表演式教学法”。恩师在课堂上激
情澎湃，如入无人之境。用陕西话
慷慨激昂地朗诵郭沫若先生的《天
狗》时，老师仰天朗诵，挥洒豪情，突
然一个箭步，从讲台上冲了下来。
当时，我下意识地要去搀扶老师，
可他站得稳稳当当！好一个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恩师还专门介绍
郭沫若为了找到写大地母亲的灵
感，模仿在大地上打滚啊打滚……
此情此景，40年后记忆犹新。

自己当了老师以后，模仿傅老
师的激情，给同学们在课堂上放声
朗诵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新月派代
表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的《最后
一 次 讲 演》，这 是 闻 一 多 先 生 于
1946 年 7 月 15 日，在云南大学举行
追悼被暗杀的李公朴先生大会上
的演讲（摘要）：

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
光明正大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
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
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

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

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

远存在！
我满含激情、铿锵有力的朗诵

声音，似乎要冲破教室的房顶！女
生们拍手鼓掌，男生们拍桌子如击
缶而歌！

“当天下午，闻一多先生在返家
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
十余弹，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
一滴血。”当我讲到这里，整个教室
安静得似乎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
许多同学和我一起热泪盈眶、潸然
泪下……

万分感谢恩师教给我的激情，
教给我的胆量，教给我的正义！恩
师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告诉我：
讲课需要两个发动机，一个是理
智，一个是激情！

中国古典文学大师霍松林先生

霍松林老师教授我们唐代文
学。我记忆犹新的是，恩师当时年
事已高，患有哮喘，给我们朗读一
首唐诗后，经常要停下来，往嗓子
里喷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悄悄
问老师：“您朗诵唐诗的读音，为什
么和我们中学语文老师教的不一
样呢？”霍老严肃认真地答复我：

“我这是唐音。”啊！全国几百万中
文系的毕业生，您听过唐音朗诵的
唐诗吗？我是何其幸哉！

我工作以后，始终没有忘记霍
松林先生，总结自己的研究心路，自
拟了两句话：“科学创新是研究的生
命源泉，科学应用是研究的最高价
值。”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居然斗胆
请颇有名气的书法家霍老惠赐墨
宝，老师还是往嗓子里喷着药，挥毫

泼墨，浑然天成。我可以自豪地说，
这是世界唯一的无价之宝！

2017 年 2 月 1 日中午，中国古
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
法家、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霍松
林先生在西安辞世，享年97岁。先
生走好，我们不忘您用唐音朗诵的
唐诗！

文艺理论畅广元先生

畅广元老师教授我们文艺理
论。先生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敢
讲真话，鞭辟入里。实乃吾辈楷
模！我洗耳恭听先生讲课的时候，
偶发奇想，他那闪亮的额头当中，
到底有多少理论、命题、原理、方
法？我最终选择终身从事理论研
究工作，和畅老师培养的理论思维
和理论素养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

我工作之后，还代表西安社科
院，请畅老师参加西安市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评奖工作，再次亲耳聆听
了老师对各种成果入木三分的评
论。说恭维的话容易，说批评的话
难。敢于真心批评，才是真的勇士！

现代汉语吴士勋先生

吴士勋老师教授我们现代汉
语。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特
别是恩师深谙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之道，现代汉语考试，居然给了
我97分。后来，谁问我在陕师大哪
门课程学得最好，我总是自豪地
说：“现代汉语！”

我当老师以后，深感给学生高
分，能够最大程度调动他们学习这
门课的积极性，他们会口口相传给

后边的学弟学妹，学生们爱上课，
会上课，全部认真交作业，轻轻松
松上考场。我认为平时教学的分
数，实质就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一个杠杆，怎么样能让学生爱
学、会学、能用，就怎么样给分！我
经常给全班50%以上的学生得分在
90 分以上，打破了过去传统上学习
成绩总体要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
正态分布”，形成了学生们喜笑颜
开的“非正态分布”。

“恩师—自己—学生”的生命延续

求学路上，讲古典文学的霍松
林老师和赵怀德老师，现代文学的
傅正乾老师，文艺理论的畅广元老
师、刘建国老师和祁效斌老师，现
代汉语的吴士勋老师，先秦文学的
王守民老师，等等，恩师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学生的生命中延续！著名
诗人泰戈尔谆谆告诫：“内容充实
的生命就是长久的生命！”

人常说，教师是蜡烛，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别人。我要说，教师是
种子，源自上一代，传至下一代，生
生不息，生命永续，亘古不灭！算上
我当扶贫第一书记两年间在农村的
经历，我教过的学生有小学生、中学
生、本科生、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当
了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
还有人当了学校的校长……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
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我想说：“吾爱真理，吾亦爱吾师！”
恩师们构成了璀璨的教师群星，星
河灿烂，悬若日月，永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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