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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风采

悦己怡人从烹饪开始

我是一个天生就对美食情有
独钟的人。从小我就爱到厨房里
去，闻着厨房的味道，心里会感觉
很踏实。姥姥做菜好吃，我就常常
凑在锅台看她做饭，边看边问。眼
看着新鲜的食材变成餐桌上的一
道道美味，兴奋感便会油然升起，
同时我也学会了不少技巧，比如如
何控量和控制火候等。

火腿蛋炒饭，是我记忆中最特
别的一道菜，也是我学会的第一道
菜。说它是一道菜，是因为它既有
米饭的清香，也有其他各种的美

味，既可饱腹，也可解馋。锅里的
油徐徐冒着青烟，伸手一探，温度
刚好，随即“嗞啦”一声，鸡蛋火腿
等配菜都在锅里蹦蹦跳跳。待跳
至最热烈之时，一股诱人的香气从
锅中飘出，米饭迫不及待地加入其
中。当米饭香气与配菜味道融为
一体时，调小火，加入味精、盐、酱，
撒上葱花即可出锅。

厨房是个有温度的地方，或许
会有人以为，我的厨艺一定很好，
其实不然，我只是很享受烹饪的过
程，那种只要用心去做，就能成功
做出来的满足感，更多的是养成了
收拾厨房的习惯，以及做菜时对食
材的把控。

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也渗透
到了我的教学工作当中。上学期，
我在讲授《中国美食》时，将识字学

习与美食文化相结合，我先是向学
生展示了自制美食照片，惹得孩子
们两眼放光，调动了学生的味觉与
学习兴趣。并结合文本设置了具
体的生活情境：给家人报菜名、说
做法、写菜名等，引导学生感受汉
字之妙，体验美食之乐。

课后，我还布置了一项“谁是
厨神”的实践作业。厨房里，学生

们耐心洗菜切菜，精心烹制食物，
点点滴滴，一翻一炒，感受劳动的
艰辛与快乐，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
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营养美食。

烹饪，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热
爱体现在每一道菜上，同时烹饪也
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乐趣，它能增
加生活的温度，让我们领略到更辽
远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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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高一四班的班主任，
但本周五下午第二节，我用语文
课时间为高一四班上了一堂特殊
的“班会课”。

这个班学生大多比较聪明，
但是高中入校之后部分男生的自
由散漫一直令各科老师包括班主
任头疼，也严重影响了班风，老师
的批评教育对他们几乎起不到作
用。我觉得是时候认真和学生谈
一谈教育，谈一谈成长，谈一谈正
确的师生关系了。

我以为，学生目前面临的教
育实际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
庭教育，第二类是社会教育，第三
类是学校教育。这三类教育是学
生成长中的三道保护屏障，帮助
他们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至关
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
给孩子合适的家庭教育。独生子
女的家庭结构使得大多数父母自
觉不自觉地对孩子采取过度宽容
的方式，不忍心让孩子承担错误
的后果。因而独生子女大都会有

“错了道歉，承认错了就行了”的
心态，并不特别关注错误的后果，
所以很多学生的第一重保护屏障
失效了。

社会教育是学生的第二重保
护屏障，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
之前，社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营
造一种教育氛围，营造教育的舆
论大环境，以助力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
爱学生这些理念无疑都是正确
的，但是目前的社会大环境却在

“度”的把握上严重偏差，过度夸
大理解和关爱，而忽略学生对过
错的责任承担，忽视了权利与义
务之间的双向联系，过度保护学
生，这种保护对于即将成年应该
具备一定责任意识的高中生来说
尤其不恰当。

学校教育本应是一个人成长
中的最后一道助力和保护屏障，
也是避免一个人误入歧途的最后
一道防线。当一个孩子不再听从
父母的教育，当一个孩子还没有
真正接受社会的严苛考验时，他
能听到的最真实、对自己成长最
有帮助的评价，应该来自学校，来
自他的老师。老师可以是学生的
朋友，但老师更应该成为学生成
长的帮助者和指导者。师生关系
不应该转化为亲子关系，也不应
当成为路人关系，更不应当成为
雇佣关系。

我特别对学生强调，老师不
是妈妈，老师不是保姆，老师也不
是路人，老师是能够指出你身上
的不足，希望你改进，希望你能够
真正健康成长的人，老师是你成
长过程中提供最后一道防线的
人。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
教育，不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成
长，不可能是全面成长。老师就
像学生成长中的一面镜子，让你
时时照见自己身上的不足，虽然
有时让你感到难堪，虽然有时甚
至让你感到痛苦，但是它是你健
康成长的非常有效的手段，这是
每一个人成长必须经历的一个环
节，甚至是一种考验，也是必不可

少的一个保障。
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中间我还穿插了前几届学生成长
的例子。这节课到底能起到多少
效果，我心里也没有底。

周一早上到校，我发现办公
桌上压了一个纸条，题为“被您震
醒 的 学 生 从 内 心 想 对 您 说 的
话”。上面写道：“我因学生的身
份尊重老师，现在我因您对教育
的态度而尊敬您。感谢您只用一
堂课震醒了我。谢谢您，吴老
师！”周一的早读恰好也是这个班
的，早读开始一两分钟之后，我发
现，全班没有一个人再出现往常
交头接耳或者传递作业的情况，
相互之间不再有散漫的眼神交
流，个人专注于自己要学习的内
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读结
束，这是近一个学期以来前所未
有的，班内出现了真正意义上我
认可的早读状态。

也许一周两周之后，部分学
生又会故态复萌，教育本就不是
一蹴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
这件事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无论现在的教育环境怎样，无论
学生让老师多么失望，都不要放
弃教育学生。寻找契机，给学生
有价值的帮助，这是教师的责任，
也是教师的荣耀。用教师的爱和
智慧，拨开学生眼前的迷雾，让他
们看清真相，让他们明白什么是
真正对自己有利的、有价值的，终
有一天学生会用自己正向的行动
来回馈，师生之间也终会建立起
和谐的、健康的师生关系。

女儿上小学，学习成绩一向不
错，对此，我们感到很欣慰。不过，
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她的数学试
卷上常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小错
误，很明显都是粗心大意造成的。

“每次你做完题都得认真地检
查一遍。”我苦口婆心地教导她。

女儿不以为然地答道：“就一
两道题，我下次会注意啦！”

说是这样说，可下次数学试卷
发回来，仍然会有同样的错误发
生。我决定跟女儿好好回顾一下
前几星期老师教的章节。

“那些我都懂，为什么还要浪
费时间回看呢？差生才需要复习
和检查！”女儿说道。

“就算你懂，也不能粗心骄傲！”

“我这叫自信，不叫骄傲。”
“好吧。”我想了下，答道：“既

然你都懂，那我就出题来考下你。”
于是，我按照课本上的题型，给孩
子设计了几道题。不过我在里面
藏了个小心机，设计了一道跟以往
不同题型的题目，但没有告诉她。

女儿信心满满，捉起笔就做起
来。她下笔很快，但不久就卡在我
设置的那道“障碍”题上了。她挠
头抓腮，想了许久都没有想出来。
终于，她无奈地放下笔，苦着脸向
我求教：“爸，这题我们老师根本没
教过，我不懂要怎么做。”

这时，我看到目的已达到，便
先跟孩子讲解起题目的做法。接
着我问孩子：“你现在知道学无止
境了吧。这道题型虽然你们老师
没讲，但如果你能运用学过的知
识，举一反三，也能找到破题的思
路。古语有云，温故而知新，耐心
复习和检查有助于你反思，从中获
得新的思路，也能查漏补缺，巩固
知识。”

女儿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再
也不敢轻视复习功课和写完试卷
检查这项工作。

还有一次，女儿跟同学们放学
后一起在小区楼下玩，我正好回家，
见到她们几个在玩，而有一个同学
想加入她们。她们却显得很嫌弃
她，不想跟那位同学玩。于是，我便
走过去，悄悄问女儿原因。女儿回
答说：“阿丽长得胖，跑得慢，还笨，
我们不想和她一起玩。”

“你真的觉得跑得过人家吗？”
我笑问道：“要是我让你和阿丽比，
你敢比吗？”

“比就比！”

阿丽得知我的提议，欣然同
意。其他同学都围了过来，我的比
赛要求是，两人要分别背着和抱着
一个满满的书包跑完一百米，看谁
跑得快。要知道，如今孩子们的书
包都有几斤重，两个加起来得十斤
左右了，女儿瘦小的身板背起来显
得有点吃力，而阿丽强壮的臂膀反
而成为优势。比赛下来，阿丽以微
弱的优势胜过了女儿。

阿丽高兴地欢呼起来，女儿则
委屈地站到一边。她小声地埋怨：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不公平的障碍
给我？”

“你见过设计在下坡路上的减
速带吗？”我边安抚女儿边解释道：

“人为设置障碍是为了让车更加平
稳安全，还有高速公路上的转弯出
口，弯道设计得又长又大，是为了
给司机足够的时间减速，驶回普通
公路。爸爸设计障碍的目的，是为
了提醒你，当你突飞猛进时，也要
小心谨慎，不可得意忘形，也不能
骄傲自满，看不起落后的同学，每
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有时
我们车速过快，不注意环境，一旦
失误就会翻车，便会让其他车辆反
追上来。”

如今的孩子多生活在掌声与
鼓励之中，家长们亦都偏爱赏识
教育，但有时过度的赞扬会滋长
孩子们的骄傲心理，助长其自满
心态，做事就会变得粗心马虎。
所以，当家长们发现孩子有“翘尾
巴”的苗头，便可以采取人为设置
障碍的教育方法，当然，障碍设置
得合理和适度，对于受挫后的引
导也十分必要，避免让孩子过度
受挫，变得自卑。

我上学时遇到过很多好老
师，梅霞老师是我上小学时最
难忘的一位。

我在横溪小学读五年级的
时候，学校给我们班分了新的
语数老师。教语文的便是梅老
师。梅老师很漂亮：高高的个
子，大大的眼睛，总是一脸的微
笑，我们一群学生私下里称她

“美老师”。
梅老师不仅人长得好，课

也上得挺好。她的语文课是怎
样讲的，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
不清楚了。但她上的一节公开
课，我却记忆深刻。那是她才给
我们班带课不久的事。前一天
下午放学的时候她郑重地告诉
我们，第二天会有学校老师来听
课，让我们把课文读熟，好好表
现。因为后面坐着几位老师，我
们课堂上表现得格外积极，梅老
师的脸上也笑意渐浓。问题出
现在造句环节。梅老师让我们
用“无论……还是……都……”
造句，我听后把手举得高高
的。或许是我难得主动举一次
手，又或许是我举手的幅度很
夸张。梅老师点名让我回答。
激动之下我脱口而出：“我无论
寒冷的夏天还是炎热的冬天，
都坚持到校上课。”大家听了哄
堂大笑。

“你不要着急，慢慢说。”梅
老师像是安慰我，又像是提醒我。

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我大脑
一片空白，订正时竟又说成了：

“我无论炎热的冬天，还是寒冷
的夏天，都坚持到校上课。”教室
里又是一阵大笑。笑声中梅老
师也涨红了脸。我顾不得自己
出了丑，心里直喊：“糟了糟了，
给梅老师的课堂抹了黑。”

“你太激动了，你想表达的
是你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
寒冷的冬天，都能坚持到校上
课对不对？”梅老师接着说：“你
家离学校那么远，还能风雨无
阻地到校学习，很了不起。”

或许是愧疚，又或许是梅
老师的那句“你家离学校那么
远还能风雨无阻地到校学习，
很了不起”，从那以后我上学再
也没有请过假或是旷课。

梅老师比村小的老师要负
责得多。那时候学生没有多少
书可读，也没有同步作文课可
学习借鉴，梅老师就给我们读
她写的下水作文，我印象比较
深的一次是介绍自己房间的习

作，她开头写道：“如果你想参
观我的房间，那就随我来吧！”
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是在
谈话。

梅老师虽然严厉，但并不
像一些老师那样一味地严厉：
她要求我们不要迟到，但对于
因家离学校远而常常迟到的我
却很宽容；她要求我们背会所
有要求背诵的课文，不过当我
一篇课文到放学仍然不会背诵
的时候，她也准许我回家再背。

有一次我到县上参加奥数
比赛回来，恰逢下雨，她看我没
有雨具，就把她的一把花伞借
给我了。那个年代漂亮的伞在
乡下还很稀少，我怕把梅老师
的伞弄坏了，背过梅老师就小
心翼翼地把伞收起来，又怕遇
见的人嘲笑，见对面来了人又
赶紧把伞撑开。如此反复，虽
然一身都淋湿了，心里却也暖
烘烘的，甚至还感到雨丝微微
的甜。

从村小到横溪小学后，学
校的教师水平更高了，管理也
更规范了，不过我们的快乐却
少了很多。不仅快乐少了还多
了苦恼：上学要走的路程增加
了，像我，单程就要走上十里
路，走读早出晚归；寄宿在学校，
伙食不好不说，管理员对我们男
生又尤其严格，适应不了；就是
同学间，也并不和谐，笑我们是

“高山老儿下了河，背个浆粑
馍”，想要靠打架找回一点尊严，
因为瘦弱，每每又成了被打的
那一个。但正是感受到老师的
爱，我没有逃学，甚至为了不辜
负老师而用心读了一阵子书。

我现在想，那时好多聪明
孩子没有把书念出来，可能一
方面因为父母不重视孩子学
业，另一方面，那时的孩子野性
十足，同学之间又容易产生冲
突，这个时候如果师生关系再
紧张些，孩子便会叛逆或是辍
学。我幸运的是在我小学关键
阶段能遇到几位像梅老师这样
的好老师。

我当教师也有二十多年
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
让我变得迟钝，日益增多的琐
事也让我变得少了几分耐心，
不过每每想到我上学时那些温
暖的往事，心底就会变得多些
柔软。我总是叮嘱自己：也许
多点爱心，真的会改变一个孩
子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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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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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阳光，一朵朵娇艳的花
朵，一张张灿烂的笑脸，组成了一个
美丽的大花园。我每天都在这里辛
勤劳作，望花开，闻花香，赏花姿，迷
花色，乐此不疲，收获着欣喜。

记得有一天，孩子们正专注地
跟随着“尼尔斯”，看他变成小狐仙
后发生的有趣故事。我却几次意
外地发现学习委员小瑞呆呆地盯
着某处，对课堂学习丝毫不感兴
趣，联想到她最近课堂答非所问、
课后错题较多等反常状态，直觉告
诉我这孩子有心事。

下课后，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反
馈给家长，她妈妈焦急地说：“石老
师，最近因为上班太忙，加上她奶
奶生病住院，对孩子疏于管理，我
感觉她可能早恋了，我是偷看了她
的日记才发现的。我对这样棘手
的问题感到很困惑，还请您帮忙。”

“啊！原来如此。”虽然家长偷看日
记不可取，但是能及时发现孩子的
问题也值得肯定，同时我也为自己
的工作不细致深感自责。根据她妈
妈的描述，我知道了那个男孩儿就
是我们班的班长，学习成绩年级第
一，个头一米七，自信阳光，足球场
上那潇洒的英姿在全校小有名气。

通过暗中观察，我觉得家长口
中的早恋，只不过是一场纯粹的单
相思而已。研究了相关的教育案
例后，我决定“对症下药”，帮助孩
子走过这段迷茫的青春萌芽期。

心理疏导，畅谈理想，
坚定学生前行的信念

知道孩子的小秘密后，我择机
把她约到校园里一个比较僻静的
地方，跟她促膝谈心，聊日常生活，
谈人生理想。“我记得你在作文中
曾经写到长大要当老师。”“嗯。”她
点点头。我告诉她：“要实现这一
理想，必须集中精力，持之以恒。
可是——以你目前的状况来看，似
乎离这个理想还好遥远啊！你需
要全身心投入学习，抛开一切杂
念，好吗？”“老师……”她欲言又
止。“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实现自己
的理想，加油！”我因势利导，用期
待的目光看着她，并轻轻拍了拍她
的肩膀。

正视问题，循循善诱，
教育学生健康地交往

为了凸显学生青春期教育的实
效性，我精心策划了“如何与异性交

往”的主题班会。以充满诗意的独
白，让学生了解青春期男女生心理
差异，懂得怎样取长补短，优势互
补，共同进步。接下来，我专门设置
问题讨论：你最欣赏班上同学（包括
异性）的哪些优点？全班同学积极
参与，热烈讨论。提名最多的就是
班长，还有班上其他几位优秀的同
学。小瑞同学发言时，起初有些迟
疑，最后也是很大方地说出了班长
的优点。我及时肯定了她的发言，
提出每位同学都要为自己树立一位
学习榜样，积极进取。我边说边悄
悄看了一眼小瑞，发现她的脸蛋红
扑扑的，但扑朔迷离的目光似乎少
了一些飘闪。我趁势教育大家要把
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争取给自己的
小学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人施策，正面引导，
巧妙转移学生注意力

在以后的班级管理中，我经常
开展一些男女生两人一小组学习
追赶帮超的活动，特意安排小瑞与
班长一小组，让他们互勉共进。我
还“别有用心”地把班级主题队会
策划的活动交给他俩。这样一来，
不仅满足了男女生正常交往的需

求，还减少了他们对异性的神秘
感。男女生一起相互交流、协作，
共同完成任务，增强了同学之间的
相互了解，还能使老师更全面更详
细地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在以
后的时间，我经常通过不同的方式
暗示、鼓励、表扬她。两周以后，小
瑞同学的变化让我真正感受到了
教育力量的神奇和伟大。

有效沟通，家校共育，
夯实学生成长的根基

孩子“早恋”，需要家校双方共
同教育。为了防止教育效果“反
弹”，我经常和小瑞妈妈沟通，提醒
她多关心、陪伴孩子，经常和孩子
互动交流，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家
庭氛围，并适当扩大孩子的生活
圈，发展孩子的兴趣爱好，逐步淡
化孩子的单相思情绪。在家校共
育的良好氛围中，小瑞同学学习专
注，勤奋刻苦，终于在小学毕业时
以优异的综合评价成绩赢得了老
师和同学们的赞许。

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我将一
如既往地耕耘在我的花园，认真履
行园丁职责，锄草、施肥，守得硕果
满园花竞放，百般红紫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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