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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风采

兴趣增添风采爱好彰显价值

我是一名兴趣爱好广泛的英
语老师，我喜欢摄影、绘画、手工、
舞台表演等。所有这些兴趣爱好
都给我的工作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给我带来了快乐、幸福和满足感。

我喜欢摄影，喜欢留住美好的
瞬间，学校每个季节的风景我都会

拍摄记录下来，并在学校公众号分
享，让老师和学生们发现学校的
美，“云”赏美景，向美而行。

学校的十周年校庆，我用绘画
和手工作品表达了我对学校和祖
国的美好祝福。作品受到领导和
老师们的一致好评，为学校增添了

风采。践行了学校“美美与共，尚
美而行”的美育课程理念，营造出
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校园环
境，形成了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
校园文化三位一体的艺术教育发
展推进机制。

春晚的《只此青绿》让我惊叹
和震撼，它将《千里江山图》舞蹈
化，带我们身临其境般走入画卷，
去感受千年前的河山，这唤起了我
内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
和传承者的敬意。我尝试着用扭
扭棒（毛根）把舞者们的形象展示
出来，作品还参加了山东省“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共有精神家
园”主题文创活动。能利用业余时
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让我感受
到了自我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我的兴趣爱好，也让我和学生
之间拉近了距离。学校的元旦节
目我每年都会积极参与，也会让学
生积极参与，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才
能。我会和学生们一起排练，给予
他们帮助和指导，学生们在舞台上
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我也因
此和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

们很感谢我让他们在舞台上发光
发热。

对于教师个人而言，应该用长
远的眼光重视、发现与发展自己的
兴趣爱好。一个善于应用自己的
兴趣爱好并且爱好广泛的教师，
他的教育视野是开阔的，对待生
活的态度是积极的，思维方式是
多元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也更容
易受到学生们的喜欢，教学效果也
是更好的。

经常听到专家学者说一句话：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确实，孩子的
成长，应该以鼓励为主。然而，从
我既是老师又是家长的双重身份
来看，要想让孩子成才，适当的惩
戒教育，其实也挺管用的。

还记得儿子上一年级时，有天
下午回家吃完饭，他告诉我不记得
数学作业是什么，让我给他的数学
老师打电话问问。原本打个电话
也没什么，但是我却没有同意。因
为，在他刚刚上学时，我就教过他
怎么记作业。甚至还专门给他准
备了一个漂亮的小本子，以便记
录。当听到我拒绝后，他开始发脾
气、哭泣。

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孩子，其
实我心里不是没有触动。但最终
我还是没有哄劝，留时间让他宣
泄，让他哭。那次他哭了有十几分
钟，最终还是自己刹住眼泪。我带
他去洗了把脸，然后，开始引着他
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让他打开数学书，告诉我他
当天学的是什么。然后，帮他回
忆老师在学这些内容时，一般会
布置什么作业。那天他们学习的
是“6 到 10 的加减法”，之前他们学
过“1 到 5 的加减法”。在我的助力
下，那天他把练习册上的三页有
关习题全部做完，又让我给他出
了二十道加减法练习，还把每个
数字写了三行。

作业写完已经快十点了，但他
没有再要求我找老师。然后我告

诉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没记住作
业，还胡乱发脾气，所以我要惩罚
他。两个选择，一是戒尺五下，二
是戒三天电视，他选择了前者。

第二天放学回家，我问他作业
的后续。他告诉我，老师没有批评
他。因为，老师布置的是一页练习
册习题，再把每个数字写一行。而
他，超额完成，还被老师表扬了。
看着他开心的小脸，我耐心引导他
明白我为什么不打电话，而他为什
么不知道作业，最后还会被老师表
扬的原因。

果然，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
让我给老师打电话问过作业，反而
是 经 常 有 同 学 给 他 打 电 话 问 作
业。而且，有关学习的事，他都能
自己记得清清楚楚。即使偶尔出
现波折，也会积极寻找解决方法，
不再逃避哭泣。后来，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宝鸡市第一中学。你
看，适当的惩戒，是不是挺管用？

初一他开始住校，第一学期结
束时，我去给他收拾宿舍搬行李
回家。到了宿舍，他东西已经收
拾妥当。临走时，看到他的储物
柜，我也就顺手打开了。没想到，
在柜子里发现一包水果。拉出来
一看，橘子长毛，香蕉变黑，苹果
放软。

心中的火气瞬间燃起，每个星
期给他带水果时，我都会再三叮
嘱，要好好吃，学会和舍友分享。
他明明答应得好好的，现在却把水
果放烂在柜子里。想收拾他，但因
为在宿舍，所以我压着心头火，将
烂水果处理后就回家了。

进了家门，他面对我的怒火，
解释得含含糊糊。核心意思就是，
最后一星期忙着期末复习，水果拿

太多吃不完。听完他的解释，我更
生气。因为他是独生子，虽然在家
一直都会教他好东西要会与人分
享。但由于祖辈比较溺爱，他的分
享意识一直不够。初中住校，就怕
他不会过集体生活，所以每周都会
嘱咐他，要学会与舍友相处，学会
分享。可是，从这水果来看，他并
没做到。

于是，在给他讲了分享的重要
性后，我决定，要对他进行惩戒，
但给他选择。要么是寒假每天早
晨六点起床，跑步五千米；要么他
可以自己提出自罚意见，我酌情
考虑。

他对我的处罚明显抗拒，但是
自己也提不出交换意见。于是，我
就一直与他在客厅对峙。两个多
小时，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就那样
静静坐在沙发上你看我，我看你。
当落日余晖将要消退之时，他终于
开口，表示接受我的惩戒方案。之
后，我再次对他循循善诱。那个寒
假，除了大年初一，他一天懒觉都
没睡过。

也是在那之后，我每次给他带
东西，他都会和舍友一起分享。
周末回家，有时还会告诉我他的
哪个舍友爱吃什么，让我多准备
点。家长会时，老师也说，他是一
个大方开朗的孩子，与班上同学
相处很融洽。

糖再好吃，多了照样无益；药
再苦，用好就能治病。完全没有
惩 戒 的 教 育 ，是 一 种 脆 弱 的 教
育。我很庆幸，在他的成长过程
中，我用适当的惩戒教育教会他
学习，教会他与人相处。现在，儿
子已经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
学生。如今，看着独立阳光的他，
我觉得适当的惩戒，对孩子的成
长真的挺管用。

□邢 云

□
杨

莉

恩师程老师恩师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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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墅平

作为一名物理老师，初二接
手新班级后，我发现迅速和学生
建立友好的师生关系，展现真实
的自己，让学生们见到比较全面
立体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教
师，是尤为重要的。

他们会佩服我课上讲授某
个题型的精炼技巧，也会笑我口
算慢人一步；他们会心疼我晚上
兢兢业业搬砖码字干活，也常常
吐槽我早上喜欢踩点有赖床的
嫌疑。我也从零开始认识学生，
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学优生自然不需过多担心，加以
注意，维持正常的学习习惯学习
状态就好；学困生更让人欣喜，
他们但凡喜欢上了一门学科，那
无处安放的精力就终于能够有
的放矢，往往会在喜欢的这门学
科上大放异彩找到自信，对他们
个人而言是莫大的成就，对班集
体而言更是意义非凡。

若喜欢是学习的敲门砖，互
相的信任就是真正的垫脚石。
在初二学段，我结合物理学科特
点进行跨学科实践，让学生创作
科幻画、撰写小论文，带领学生
和他们的作品走得更远，有些作
品获得区级市级奖项，有的发表
在期刊上的，对学生无疑是莫大
的鼓励和认可。教师能带领学
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学生自
然会亲师信师。我对他们的信
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力
争配合默契。课堂在于高效而
不是时间的堆砌，所以我从不额
外地占课要课，课堂容量固定。
如果我们配合好还可以省出3到
5 分钟供学生消化和完成作业。
二是满足学生的诉求。如果他
们反馈物理作业过多或过难，我
会和他们一起讨论怎样更合理，
给孩子充分的发言权。三是分
享工作日常。我常和他们分享
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比如赛课
等，毫不掩饰我工作上的努力，
他们经常会看到我忙这忙那，我
的努力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示范。

课堂管理方面，我认为老
师 要 做 到 表 扬 和 批 评 实 事 求
是，学生表现得好，我毫不吝惜
自己的赞美，表现得不好，也用
数据用事实说话，同时提出改
进的具体方法。面对班里个别
调皮的同学，我常常提前发现
苗头，把苗头放大到班级做统
一规范要求，防患于未然，团结
班级力量把个别现象扼杀在摇

篮之中。同时也因为我很少批
评学生，多以鼓励为主，所以偶
尔严肃的批评就非常有效。比
如遇到上课交头接耳、课上昏
昏欲睡等现象，我都会有三部
曲：第一次眼神警告当事人；第
二次口头批评并调侃没有接收
到老师的暗示，尽量不正面冲
突；第三次屡教不改再严肃批
评，起到警醒和威慑班级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部分遇到困
难的学生会懈怠，我会给他们分
析初中物理结构，力学和电学是
两座大山，大家翻起来都很辛
苦，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甩别人
一大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学
生了解其重要性，明白了学习规
划步骤，就能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相信曙光就在眼前。在学生对教
师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学生会对
我重点强调的易错点和解题技巧
充分理解，做好笔记，学生听进去
了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

短短一年多的相处，让我和
学生们在教学中互相成就，互相
拓宽彼此的边界，感谢这段收
获，无限的欣喜可抵岁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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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有方

班里有个男孩儿，暂且叫他小
豪吧，他时而开朗，时而内敛；时而
积极，时而懈怠。我对他虽一直关
注但却始终琢磨不透。

今天的语文课刚上课不久，我
正在激情昂扬地导入时，小豪斜后
方的一个男孩儿手举得很高，我以
为他有疑问，便示意让他表达，他
站起来指着小豪以告状的语气急
乎乎地说：“老师，小豪他在桌子下
面写数学作业！”紧接着小豪后面
的其他同学也跟着纷纷附和。我
停留片刻后示意那个男孩儿坐下，
教室里顿时安静到了极点，孩子们
应该都在等待着我大发雷霆，或者
什么更严厉的惩罚……

我点名让小豪站起来，告诉
他：若你觉得此刻数学作业非做
不可，你觉得完成眼前的数学作
业比上好语文课更重要，你可以
把作业本拿到桌面上来做。之后
便让他坐了下来，其他学生也都
松了一口气。于是我继续讲课，
当我再次看向小豪时发现他竟然
真 的 把 数 学 作 业 放 到 桌 面 上 来
做，那一刻，我的心里阴影面积估

计只有我自己知道。虽是让他选
择，其实本意就是想在保护他的
自尊心的同时，不影响接下来的
课堂教学。若说刚才还算平静，
此刻的我已经无法淡定。

我转向其他孩子轻声说：“孩
子们，老师现在特别难过，我本想
给小豪一个自己改错的机会，看来
他并不理解老师的苦心。”孩子们
觉察到了我的失落，于是纷纷以指
责的目光看向小豪，他终于自己把
本子拿了下去，拿出了语文课本。

之后我开始了正常的课堂教
学，过程中我时不时地去观察小
豪，他虽不做数学作业了，但整堂
课他都未能全情投入，不是玩笔就
是懒懒地趴在桌子上沉默，显得无
精打采。

这件事暂时就这样过去了，但
我始终觉得心里像卡了一根刺，隐
隐作痛。

中午用餐结束后孩子们陆续
进入教室开始写作业，小豪也坐到
了自己的座位上，几分钟过去了，
始终未拿出自己的作业，我点名让
他来我跟前。询问他在课堂急着

做数学作业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原来是他的数学作业就剩一个题
了，他想把它赶快做完。我表扬了
他能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完的执着，
同时告诉他正确的学习方法应是
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之后关
心了一下他的生活，让他回到了座
位上。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他
的学习状态极好——专注且认真，
很快就完成了语文作业，并把默写
的古诗拿给我批阅。我一看教育
的绝佳之机来了，于是我问他是怎
么做到这么高效的，他不好意思地
笑着说，他没有玩，就一直写，很快
就完成了。我面露喜色，开心且惊
喜地祝贺他自己发现了学习的绝
妙法宝——专注！紧接着，我让他
站在讲台上给全班同学分享他探
索出来的“提速法宝”。他略显害
羞但表达清楚，说完后还不忘很有
礼貌地向大家鞠躬感谢，那一刻我
看到了希望！

这次课堂小风波算是圆满化
解了，但我却思绪万千。面对大
班额的教学，置身于教学之外的
琐事，我们能否一如既往地关注

班内那些各方面都不出众的“普
通学生”，并以宽容的心态和欣赏
的目光伴其成长呢？在五六十个
学生的教室里，甚至更多人数的
班级里我们的课堂或许永远是那
些优秀孩子的阵地，每当问题提
出最先举手的总是那些积极且自
信的孩子，而有一部分孩子他们很
难参与进来，也自然而然淡出了老
师的视线。久而久之，这些孩子被
我们的课堂边缘化，他们没有了课
堂的存在感，逐渐成了课堂中的弱
势群体，或许他们调皮的举动、故
意违规的行为只为引起老师的注
意，证明自己的存在。这让我想起
了“罗森塔尔效应”，人一旦被赋予
了高期待、看到了新的希望，便会
在内心产生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从
而不断促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那
个人。

我想，对于这些被边缘化的孩
子我们应该赋予更高的期待，并提
供优先的机会，给予特殊的关照，
及时发现闪光点并以合适的方式
加以鼓励，这样他们一定会重燃学
习的信心，重拾生活的希望。

那年，我考上了我们当地久
负盛名的重点中学万县高级中
学。初来时，我发现在此就读的
绝大多数学生，无论衣着打扮，
还是谈吐气质，都明显胜于我。
我生性腼腆，不善言辞，衣着土
气不说，个子矮小，还有肢体上
的缺陷。我感觉，自己像是来错
了地方，潜藏内心的自卑感一下
被激发出来了。

幸运的是，我遇见了此生值
得铭记的恩师——程特进老师。

“我生于全国‘大跃进’期
间，故名特进——”程老师在第
一堂课上，笑声朗朗地自我介
绍道。程老师爽朗的个性，一
下 就 感 染 了 我 。 他 含 笑 的 目
光，轻轻拂过坐在头排的我脸
上，像一道阳光，暖暖的。

程老师口才特棒，不仅在课
堂上口若悬河，让我们听得如痴
如醉；还常在学校一些大型活动
中发言，特别是在学校的足球赛
中，精彩绝伦的解说，让人听得
热血沸腾。程老师喜欢和我们
在课外纵横天下——实则是不
让我们“一心只读圣贤书”，同时
训练我们的口才。初始，我有些
羞于开口。程老师便暗暗拿眼
神鼓励我：“但说无妨。”我便终
于心领神会，也放开了和大家唇
舌交流。“向墅平很有见地嘛。”
程老师为我点赞。我心里那个
美啊。此后 ，我慢慢“壮了胆
子”，在公开场合尽情发表自己
的见解。同学们也慢慢对我刮
目相看。我封闭的性格，也渐渐
得以改变。

程老师爱运动，也注意带动
我们一起运动 。“生命在于运
动。”这是程老师常对我们说的
话。每天清晨，程老师带着我们
一起在大操场上跑圈。我个子
小，腿短，身体又有点残疾，步伐
跟不上大家。“来，向墅平，和我
跑在一起！”程老师就特意让我
和他并排跑在前面。大家也一
起放慢脚步，跟着我们跑。“慢跑
磨砺意志，更有益于锻炼身体。”
程老师说。长期坚持下来后，我
虚弱的体质，果真大有增强。

程老师注重仪表的风度，于
我无疑是“身教”。我开始注意

自己的仪表：按时修剪头发，并
日日梳理，不再像从前，留得又
长又乱；衣着穿戴可以素朴，但
必须保持整洁，不再像从前，有
些不修边幅。毕竟，我也是个已
满18岁的青年了。爱仪表，爱自
己。这是程老师“身教”的力量。

程老师真的很尊重每一个
学生。高二分科时，程老师除
继续任教语文，还做了我的班
主任。在与他相处的三年里，
我基本未听过他用任何不中听
的语言，伤害过任何学生的自
尊心。课堂上，我们是师生；课
外呢，我们是朋友，可以海阔天
空任遨游的朋友。尤其于我这
个残疾学生，他更是予以恰到
好 处 的 尊 重 。 他 忽 略 我 的 残
疾，将我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
地看待。比如，我在强手如云
的学习竞争里，比较发奋，力争
上游——他从未给予我一道看
似光辉实则沉重的“身残志坚”
的标签；只是，一如对待其他学
生一样，笑容灿烂地鼓励我“再
接再厉”云云。这样，我在他潜
移默化的精神鼓舞下，三年时
间，一如正常人一样地学习和
生活着，而不觉着心上承担什
么不必要的压力。刚入校的那
份不适感，也渐渐烟消云散。

某日，父亲乘车来看我，被程
老师接待。其实，念书期间，程老
师一直和我父亲保持联系。“你孩
子要成才的，应该可以考个重点本
科。”程老师当着父亲的面，如是
说。语气中，颇有几分坚定。“只
是，这孩子身体上有点残疾……”
父亲的话，正好道破我的隐衷。
我低垂了头颅。“高考不是选美，
是选拔人才。”程老师一句话，掷
地有声；如铁锤，击碎了那把禁锢
我心灵已久的枷锁。我昂起了头
颅，与父亲、程老师相视莞尔。那
以后，我不再心存犹疑与怯懦；而
是变得虎虎生威、斗志昂扬——
向着程老师帮助我立下的奋斗目
标，一往无前。

程老师是我生命中的恩人、
贵人，亦是一位伟大的雕刻大
师——用耐心、爱心与匠心，将
我一点点雕刻成青春年少应有
的模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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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开始
□王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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