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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场大病把我从待了
二十四年的教室里拽了出来，从此
在医院里出出进进，再也没能回到
熟悉的语文课堂。我的教育生涯
也因此有了明显的分水岭，以前，
我守着几十个孩子，每日里想的
是如何翻新小课堂，达到学科教
学的小目标；2017 年，在经历了短
暂的迷茫后，我经常跟家长探讨
家庭教育，跟同事一起开发校本
课程，给各年级的孩子指导演讲与
写作……不同的课堂拓宽了我的
视野，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
识。再次回归课堂，已不是先前的
格局，我愉快地叫它大课堂。

要净池塘引活水
想有建树多读书

生病让我有了大量的阅读时
间，加之学校安排我在图书室当管
理员，我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读书机
会，更是让我如鱼得水。一段时间
以来，党史党刊、教育教学、家庭育
儿，文学的、社会的、自然科学等各
类书籍都进入了我的“阅读库”。

阅读，就必定会带来思考。一
次，我去医院治疗，刚好跟出差的
德育校长坐了同一班高铁。我们
聊了很多的话题，从一线带班到
学校管理，从学科教学到德育渗
透 ，其 中 聊 得 最 多 的 是 传 统 文
化。那时，大街小巷都在营造外
来文化，很多孩子都痴迷于圣诞
节、复活节、愚人节等洋节。如何
拯救传统文化、回归文化自信，每
个学校都在致力于挖掘这方面的
德育素材。我们谈到玩传统游
戏、背诵古诗词、校园传统礼仪，
等等。德育校长很开心，说跟我
碰撞出了很多的新东西，并热情

地邀请我加入他的班主任工作
室。于是，我成了班主任工作室
里最年长的一个“徒弟”。

共同的心灵沉淀、共同的爱好
追 求 ，一 定 能 碰 撞 出 绚 烂 的 火
花。很快，我们工作室推出大型
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有打陀螺、踢
毽子、滚铁环等传统游戏，有孙悟
空、林黛玉、诸葛亮等书籍经典人
物形象装扮，有京剧、快板、武术
以及琴棋书画等分类展演，有包
饺子、包汤圆、包粽子等节日美食
现场比赛，有蓑衣、斗笠、犁头等
搜集传统老物件活动……校园里
掀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我
们还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孩子
的喜好，开设了一到六年级的《传
统游戏》校本课程，召集孩子进行
创 作 ，通 过 绘 本 的 形 式 印 发 出
来。我们以这些形式，为孩子们
打开一扇中华传统文化的窗，我
坚信无论将来孩子们走得多远，
他们越和外界接触，就越能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民族的才
是世界的。

删繁就简拓新路
笑看小树入青云

“双减”政策的实施，要求教育
者必须转变育人观念，只有教师和
家长都从关注知识过渡到关注核
心素养上来，才能真正实现提质减
负。重庆市开州区要寻找到切实
可行的突破方法，必须把家庭教育
和对老师的培养推到前所未有的
位置。在全区教师队伍里培训一
批家庭教育指导师，逐步指导家庭
教育，区里成立“学—研—用”中心
指导小组，买了大量的专业书籍配
送给各个学校，全员读书、研讨、运

用于实践。
我有幸跟随德育校长一起参

加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在
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一边讨论、拓
展阅读，一边实践、总结经验方法，
100 多学时学完，我们不仅收获了
结业证书，更可喜的是我们跟自己
的孩子做了彻底的沟通，收获了融
洽的亲子关系。

回到学校，我把所接触到的家
庭教育知识再次进行了梳理，然
后向学校申请给家长上课。班主
任工作室极力配合，马上在全校
49 个教学班里各选三名家长加班
主任近两百人，组成了家长代表
委员会。

家长课堂顺利开辟，我给家长
分享了亲子沟通技巧，分三次做了
讲座，同时推出了工作室针对家庭
教育量身定做的课程——《家庭美
好时光》。讲座和《家庭美好时光》
课程的推广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尤
其在居家抗疫的那几个月起了重要
的作用。我也因此成为那批家庭
教育指导师中最早讲课的人。后
来，我还几次跨出校门，去乡镇小
学和城里兄弟学校给家长作讲座。

因为管理图书，又有时间读
书，我也是学校“学—研—用”小组
的成员，一方面带头读书，寻找好
书，推荐必读和选读的书目，另一
方面参加区里“学—研—用”中心
组和学校小组的读书分享活动。
在全区掀起读书热潮后，每位老师
针对自己的工作提出问题，研讨并
落实解决方案。“学—研—用”就是
一个可循环操作的工作方式，老师
们都参与进来，大大推动了减负提
质的进程。我个人也得到了快速
成长。

传播党的好声音
爱要大声说出来

教师，必须要当好“党的好声
音”的传播者、精神食粮的提供
者，文化传播的急先锋。用一句
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爱要
大声说出来。

为了培养适应社会的社会主
义接班人，教育应更加注重学生的
核心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我
区每年都开展各种各样的演讲活
动，“中华魂主题”演讲比赛、“学宪
法讲宪法”演讲比赛、“520营养日”
演讲比赛，等等。以赛促学，各级
各类学校同步发展。

2019年，参加“重庆好老师”的
演讲比赛后，我开始关注演讲方面
的知识，以前也辅导过学生参加演
讲比赛，但学校在重庆参赛的最好
成绩是二等奖。我和德育校长再次
联袂学习，钻研演讲稿的写法，总结
了“以真情激发共鸣、以实例引发感
悟、以数据举证成就、以稚语温暖人
心”的儿童演讲技法。就在同年，我
校孩子参加“中华魂主题”演讲比赛
获得了重庆市一等奖。于是我的
爱好又多了一样，研究演讲稿，指
导孩子写演讲稿。深入学习后我
们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我校最
近两年送出的选手获得了重庆市
一等奖、特等奖的好成绩，有两名
孩子还代表重庆市参加了全国大
赛。成绩不足以骄傲，但能够以自
己的知识引导孩子，为党史大声鼓
与呼，我无比骄傲。

这一场病让我从小课堂转身，
不仅没有离开，反而跨进了更大的
课堂。我的教育从此找到了思想
和灵魂，它将让我的一生美好。

离开那里已经一月有余，那个
我为之付出了一年的偏远山区小
学。我时常梦见在那支教的点点
滴滴，那些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初到这所山区学校，我有一些
不适应，仿佛自己站在山顶，风吹
在身上，冷飕飕的，倍感凄凉。在
学校领导与同事的关心下，我及时
调整心态。为尽快融入新的环境，
更好地展开教育教学工作，我主动
向学校领导了解情况。我是一个
教龄十年的语文教师，但那里缺少
数学老师，我义不容辞地扛下了一
年级数学的教学任务。

初为数学老师，我不敢有丝毫
的马虎，课堂上我俯下身与学生们
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找到
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去引导鼓励
他们，使他们的学习成绩不断上
升。为了更了解当地学生学习的
特点，我虚心向每一位教师学习，
和他们交流。向同学科教师虚心

请教，只要有时间就认真听课、评
课，及时做好记录，接受建议。理
所当然，我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一是孩子们的数学成绩还不错，二
是我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可，他们很
喜欢我的课。

在支教的日子里，我时常被某
一种力量感动着，有来自校领导的
问候，有来自同事的关心与帮助，
更多的是来自每天与我朝夕相处
的孩子们。就拿每天上下课师生
互相问好来说，他们都用自己最大
的声音向我喊出“老师好”“老师辛
苦了”“老师再见”，虽然我的耳朵
经常被高分贝音量震得嗡嗡作响，
但沐浴在学生的爱里，我很幸福、
很满足。

支教中，我倾尽所有的爱去守
护那里的孩子们。日夜的陪伴与
守护，在这些孩子眼中，我既是老
师，又是朋友，有时也是母亲。在
这里，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有

的甚至是单亲加留守。所以，在
这里我就成了孩子心目中最依赖
的人。他们每天一到校，就向我
讲述家里的趣事，哪怕是家中的
山 羊 生 了 几 只 小 羊 羔 都 要 告 诉
我 。 与 他 们 的 相 处 ，我 倍 感 快
乐。与此同时，从他们身上，我也
看到了渴望。

学校安排了每位老师帮扶一
名留守儿童，我和小妍结对了。初
见她时，她不爱说话，当所有孩子
围向新来老师的时候，她只是站在
角落盯着我，那双眼睛似乎在向我
传递：“老师，你好！”我从她的眼里
看到了无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有意地
走近她的世界：上课时会用语言、
眼神与她交流，下课和她一起玩
耍，一起读绘本，给他讲讲山外的
世界；看到她头发凌乱时，我会帮
她梳起小辫；天越来越冷，我会为
她买来围巾手套、棉鞋棉衣。以此

温暖她的心灵，她似乎也在一点一
点改变。

直到有一天因为胃不舒服，我
请了半天假，在宿舍休息。恍惚间
我听到了门外有脚步声，推开门，
看到了小妍，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
鸡蛋递给我，小声地说了声：“热
的，老师快吃。”说完就转身跑开
了。我看着手中微热的鸡蛋，身体
里涌动着一股暖流。

后来，小妍变得开朗起来，学
习也越来越好。她对我说的话多
了，愿意与我分享心中的秘密，说
她长大了也要当老师……

因为孩子们，我收获满满。
一年很快结束了，即将离开

时，有太多不舍，放心不下爱我的
孩子们，放心不下那些渴望的眼
神……能成为一名支教教师，是我
无悔的选择，支教生活所焕发的
光芒将照亮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那将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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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以来，
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依旧怀揣着
当初那份对教育的热忱。虽然这
十年来我在农村教育一线默默无
闻，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情，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用自己的光
和热，柔润每一个孩子的内心。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小学，多
年来没有专业的体音美老师，学生
在体音美课程的学习教育一直是
残缺的。作为学校里的青年教师，
我性格比较外向，爱好舞蹈，虽然
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但是我通过
业余时间的学习摸索，带领孩子们
走近舞蹈、热爱舞蹈。

学校的课间操是早些年我们上
学时的第八套广播体操，根本不能
给当今的孩子带来任何的吸引力，
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孩子们没
有兴趣。校长知道我热爱舞蹈，于
是校长便把这个革新学校课间操的
任务交给了我。我个人也喜欢广场
舞，因为其难度相对不大，专业性方
面也不是很强，也适合大多数学

生。经过筛选以后，我选了《站在草
原望北京》，优美的歌词，动感的节
拍，超强的带动力，一片云带动一片
云，一个人带动一个校园，孩子们和
老师们瞬间就不自觉融入其中。

校园里动感的音响，学生在操

场上活力四射，广场舞带来的是一
种心灵的松绑和精神的放飞，单调
而忙碌的学习生活带来的压力，在
跳广场舞的时刻烟消云散，从孩子
们喜悦的表情中，我看到了他们对
广场舞的热爱。广场舞是一个时

代的文化，不只是中老年阿姨大妈
的专属，也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代，
也属于正在成长的孩子们。

广场舞《站在草原望北京》只
是一个序幕，随后在我的带领下，
灵动活泼的《小猪佩奇》、甜美可爱
的《你笑起来真好看》、抖音热播的

《本草纲目》《桃花朵朵开》，风格各
异的课间操陆续上演，深得孩子们
的喜爱。每天的大课间铃声响起，
孩子们就第一时间齐聚操场，大课
间二十分钟，孩子们在跳舞中收获
愉悦与满足、自信与成就。

在平时的重大节日和活动中，
以及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我承
担舞蹈社团的教学工作。虽然我
是一个非专业兼职舞蹈教师，但
是我却是用百分之二百的热忱去
干舞蹈专业教师的工作，只因为
心中那份永不冷却的热忱。相信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农
村的孩子，尽管没有专业的舞蹈
老师，没有高大上的舞台，但是我
们依旧可以绽放阳光和自信。

一天，小宇突然拿着试卷
对我说：“老师，我想退学，高中
对我来说太难了。”物理试卷上
的 16 分，特别醒目。“初中时我
很努力，能考取现在的高中，我
很高兴，我相信只要肯吃苦，就
一定能行，可不管我怎样努力，
还是不行。”小宇沮丧地说。“高
中生活不是只有成绩的，好不
容易迈出第一步，轻言放弃，就
太可惜了。”在我的劝说下，小
宇走回了教室。

看着小宇远去的背影，我
陷入了沉思：通过努力获取对
未来合理的预期，这是人类的
本能。作为老师，我该怎样保
护这种本能？怎样帮助在困境
中挣扎的小宇呢？

还没找到答案的我，又迎
来了这样一幕。

那天，小明气喘吁吁跑进
办公室说：“老师，小宇跑了！”
我冲进教室，映入眼帘的，只有
小宇桌子上一张布满红叉、留
有泪痕的试卷。“高中真的是怎
样努力都不行！”小宇的话回响
在我耳畔。

我急忙赶到小宇家，孩子
爸爸苦恼地说：“我们也没对孩
子有多大期望，请老师劝劝他，
让 他 坚 持 读 完 高 中 就 可 以
了。”走进小宇的房间，一张

“铁血丹心”的海报将他的脸映
衬得特别红。我对他说：“你喜
欢《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吧？”
他点点头，“天性纯朴、心地仁
厚 的 郭 靖 ，最 终 成 为 一 代 大
侠！你和他一样，也有大侠的
潜质！”他抬起头，眼里闪烁着
光。在我 3 个多小时的劝说
下，小宇同意回到学校。

自习课时，我会把小宇叫
到 身 边 ，将 课 堂 内 容 再 讲 一
遍，他就能及时回答问题，持续
一段时间，确实有进步。可没
过多久，小宇爸爸打电话来说：

“孩子每天学习到凌晨 1 点，怎
么劝也不休息，请老师劝劝他
注意身体，他听您的话！”我找
到小宇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身体比成绩更重要，学习上要
对自己有信心，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按时睡觉，保持合理的学
习节奏，劳逸结合。”听了我的
建议他诚恳地回应，“我试过
了，上课的内容不及时巩固，第
二天就听不懂了，听不懂的时
候，就更容易睡觉，还不如熬
夜，老师，我身体好，扛得住！”
看着他乌青的双眼，我着实担
忧。我想，还是需要有一个行

之有效的方法解决小宇目前的
困难，让他从对分数的执念中
走出来。经过反复查询，“费曼
学习法”进入了我的视野。

班会课上我给同学们推荐
了“费曼学习法”，让大家以教代
学，并在班级成立了学习合作小
组，自习课时将同学们分成两
个小班进行课堂回顾讲授。进
入小组合作学习环节，组长有
模有样地讲解，组员热烈地提
问讨论，课堂上的重难点在小
组合作中被反复讲解，每位同
学都渴望上台讲授，乐意答疑。

一天下午，我看见小宇拿
着物理练习本，在认真讲解电
磁感应习题。他用粉笔画着线
条，煞有介事地说：“以后这类
题目，统统像我这样解，我现在
就把它命名为‘小宇解题法’！”
全班哄堂大笑。活跃在班级活
动中的小宇，眼里有了神采，再
也不提退学的事情了。

高二下半学期期中考试后，
年级组长拿着成绩单祝贺我，这
次考试，班级有很大进步。当我
把班级进步的消息传达给同学
们时，小宇忽地跳起来说：“老师，
我是最后一名，但也进步了哟！”
看着谈笑晏晏的小宇，我释怀了。
放下成绩，悦纳自我，现在的小宇
是带着信心跨步向前的少年。

检查背诵时，他会着急地
说：“老师，您再给我一天时间，
我还差一点点就背完了。”单元
检测后，他会拿着 40 分的试卷
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小进
步；他的家庭作业本，全是红笔
标注的密密麻麻的更改过程。
当这本写满标注的作业，出现
在班级表扬榜上时，小宇开始
手舞足蹈地“自吹自擂”，身边
挤满了打趣的少年。赞赏，让
每一个孩子找到最佳的节奏，
塑造最好的自己。

高考后，当小宇拿到录取
通知书时，我知道这只是他人
生解答的第一道难题。三年不
长，一夜千尺。像竹子一样内
心直白，坚持本心的小宇创造
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小宇用他的自强
不息诠释了这个亘古不变的
道理。让努力有预期的回报，
成长比眼前的成功更为重要。

不一样的孩子面对一样的
高考，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
挑战高分，但只要鼓励他们找
到自己的学习节奏，努力拼搏，
哪怕慢一点，再慢一点，一点都
不影响人生前进的步伐。

乐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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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是我班上的调皮生，
由于基础薄弱，识字量少，所以
上课的时候，他不是趴在书桌
上，就是盯着窗口，更多的时
候，他会拿同桌的铅笔、橡皮来
玩。坐在他身边的同学不堪其
扰，总是来找我告状。上课时，
要是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小武就会不停插嘴，弄得老师
们头疼不已。他不能按时完成
作业，成绩也一直在及格线上
徘徊，发挥全凭运气。

在一次学科节竞赛中，小
武制作的纸杯旋转飞行器获得
了校一等奖。他蹦蹦跳跳地来
到我面前，高兴地说：“李老师，
这是我头一次得一等奖呢！”说
完，他还比了一个“耶”。我暗
自嘀咕：“这个小淘气，动手能
力还挺不错的。”没过几天，他
跑来我的办公室，缠着我问：

“李老师，我那个一等奖，有没
有奖状或者奖品啊？”学校的奖
状 迟 迟 未 发 ，他 便 时 时 惦 记
着。我心想：“这孩子的荣誉感
还挺强。”我开始对他格外关
注。之后，在学校的颁奖典礼
上，我看见小武手持奖状，脸上
带着自信的微笑。

了解小武的特点后，我鼓
励他多观察、多思考、多动手
实验，并告知他实验中的注意
事项。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
关怀，他慢慢地对我的语文课
产生了兴趣，用心听讲，把自
己能听懂的都记下来，不会的
就用拼音。偶尔遇到自己会
回答的问题，小武会高高地举
起手。有时他的回答让我眼
前一亮，我就号召全班同学向
他比个“赞”。此外，我还请他
做我的小助手。“小武，请你帮
我抱下作业。”“小武，请你帮
我拿一下红笔。”我发现，这个

孩子很有责任心，每次都能很
快完成任务，我也会适时地表
扬他。他的作业本上还是有
不少空白处，但有些地方标注
了拼音。我知道，他努力了。
同时，来“投诉”小武的孩子少
了 ，同 学 们 课 间 与 他 一 起 玩
耍，教他写作业，和他一起放
学回家……

临近期末考试，我给小武
定了一个目标：70 分。他想了
想说：“李老师，70分有点难，60
分或许可以。”是啊，他很多字
都不会认，而语文恰恰考查的
就是基础知识，70 分对他来说
确实难了点。于是，我拍了拍
他的肩膀，轻声说道：“没事的，
你努力就好。”让我欣喜的是，
这个小目标被他记在心上了。
一天，小武跑来办公室问我：

“李老师，语文有没有一定要考
的知识啊？”我笑着回答:“当然
有了，重点知识重点考。”只见
他一脸认真，把一叠练习卷递
给我，让我帮他圈画重点，我也
开始精挑细选。他努力地识
字，把不认识的字记在笔记本
上，仔细地读题，不会的就向老
师和同学请教。

考试结果出来了，小武考
了 72 分，我们俩都乐了……教
育，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
自己。我相信，只要用心地呵
护小武这粒种子，让他吸收阳
光雨露，慢慢生根发芽，这朵花
儿终会绽放……

□王 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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