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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的脚步声、弹

奏的乐曲声、画笔与纸

的摩擦声，是教师思绪

倾泻而出的声音，是不

断拔节成长的声音。时

光流逝，岁月如歌，2022

渐行渐远，2023悄然而

至。2022年，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冬奥会成

功举办、世界杯再度点

燃激情……2022 年，我

们每个人都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创造着不平

凡。岁月无声，奋斗有

痕，在这辞旧迎新的美

好时刻，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新时代教师们的

“乐艺风采”吧！

编 者 按

为什么要写诗呢？曾遇到无数人问
我这个问题，他们大多觉得惊讶，现在还
有人写诗？是呀，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
么写诗呢？可能，是选择一种生活吧！语
言有时候过于苍白，人生中很多的苦痛都
没办法言说，那些细微的、琐碎的伤痛，无
法对他人诉说，也无从对他人诉说。西方
的哲人说，诗歌表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
而非生活状态。我深以为然。于我而
言，诗歌就是释放心灵的窗口。

于是，我用诗歌赞美山川与湖海，用诗歌记录悲
欢与离合，也用诗歌纾解内心的愁苦：

《夜归》

簌簌惊秋夜，淅然消市尘。
寥翘吹梦醒，风雨夜归人。

作为一名班主任，写诗好像是一件奢侈的事
情。每天，我们要面对各种报表、检查、上课以及来
自40多个学生的个性化的事务。虽然很忙很累，但
是，我总要抽一些空闲时间，让自己“醒醒”，写下那
么一两句诗行。让自己疲惫的心可以休息一下。

在繁忙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发现现在的学生普
遍情绪调节能力不强。他们会为了一些小事而嚎啕
大哭，也会为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暴怒不止。如
果写诗可以帮助他们打开心灵的窗口，那最好不过
了。于是，我开始在班上分享诗歌，给学生们讲解诗
人们有趣的故事，在教室的一面墙上专门布置了一
面唐诗地图，甚至把我自己写的一些诗作贴在教室
后面的墙上，在班级中营造浓厚的诗歌氛围。从朗
读到背诵，从读诗到写诗，渐渐地，学生们也爱上诗
歌，爱上了用诗歌来记录生活。

《望江游记》

王睿洋
绿水青竹情人依，塘青水浅荷花开。
上望江水天一色，芙蓉作笺话相思。

这是一个8岁男孩第一次尝试写下的诗作。它
并不符合平仄要求，甚至连押韵也谈不上，可是，这
却是一个孩子用诗歌感知世界的开始。

诗歌并非装点门楣的花样，而是我们面对生活
最勇敢而真实的表达。学生们天马行空的世界里，
有绘本、有童话、有寓言，为什么不能有诗歌呢？我
思考着，也践行着。

于我而言，与学生们一起漫步诗海让我的生活
更加纯粹而快乐。大人的世界，复杂而多苦痛，诗歌
也因此充满苦涩；学生的世界充满童真与幻想，读他
们的诗歌，也会变得更加快乐。师生携手，漫步诗
海，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啊！

做
饭
，一
种
人
生
的
修
行做饭是人生存的基本技能。小时候

家里穷，父母外出务工，爷爷奶奶天天都
忙着地里的活，我就在母亲的指导下，学
会了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放学回到家，
生火做饭，有时饭做好了，父母还没回
来，我就独自先吃完饭，然后去上学。那
时候做饭，避免了上课的迟到。

慢慢地，我长大了，做了一名乡村教
师，那一年我22岁。独自到一个远离城
区的乡村小学任教。学校老师都会在食
堂吃饭，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重复着昨
天的生活。工作中，我会感到一些迷茫
和无助，紧紧依靠着并不丰富的业余生活度过着忙
碌的每一天。我开始学做饭，做最简单的菜，最后
再到能够上宴席的大菜，我邀请学生品尝我做的
菜，学生吃后赞不绝口。在这个过程中，我努力说
服自己，改变心态。做饭，给了我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乡村工作的日子十分紧张，每逢周末，一家
人团聚，从集市上买回大包小包的菜，忙活一上午，
做一大桌子，一家人围聚在一起，品尝了美味佳
肴。看每个人不同的吃相，也是一种享受。

做饭是一种修行。做饭有各种门道，有的菜需
要大火快烧，而有的需要小火慢炖。把握火候和时
间是关键，这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做有的菜，你
急不得，急了就会半生不熟。做菜可以尝试，各种
材料尝试着搭配，不同的烹饪手法，就会有不同的
口味和结果，这是一个历练与修行的过程。
做一顿饭，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锅碗瓢
盆磕磕碰碰之间，悟出生活的真谛，享受生活
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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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范的时候，我是班里的文娱
委员，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那三年我
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尤其是唱歌，更成
了我最大的爱好。

我刚被分配到这所矿山子弟学
校的时候，学校让我教三年级语文
课兼班主任。记得那时候我讲《西
沙群岛》，在讲课之前，班里有个同
学说：“刘老师，给我们唱首歌听听
好吗？”我答应了，我唱了一首《西
沙，我可爱的家乡》。同学们听得如
醉如痴，我的歌唱完了，他们还陶醉

在歌声里。这一下子不但展
示了我的才艺，也拉近了我

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更

为学好《西沙群岛》这篇课文做了良
好的铺垫，可谓一举三得。果然，这
节课同学们听得格外认真，收到了
非常好的效果。

2000年，我到山东省济宁市参加
全地区教学能手讲课比赛。那次是5
月份，我穿了一身西装，打着领带，我
一直在矿山学校教学，参加这么大规
模的比赛，还有些紧张和胆怯。该我
上场了，课前有5分钟和学生交流的
时间，面对着 11 个评委和济宁实验
小学的来上课的学生，我对学生们
说：“同学们，上课之前你们希望刘老
师为大家做点什么？”“刘老师，您给
我们唱首歌吧。”我说：“好，那我就献

丑了。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献歌一曲，
也算没有白来济宁一趟。”我给大家
唱了一首《蜗牛与黄鹂鸟》。那欢快
的旋律，入情入境地演唱，既缓解了
我上课前的紧张情绪，也拉近了我和
学生的距离。那堂比赛课上得非常
成功，我被评为济宁市教学能手。

前年冬天，我代表学校参加市总
工会举办的全市职工歌唱比赛，在高
手如云、专业歌手众多的比赛中，我夺
得了民族唱法三等奖，为学校争得了
荣誉。

唱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唱
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带来了很
多幸福，更为我的教学插上了翅膀。

歌德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
就没有记忆。”转眼间，我工作已五
年了，从初入岗位的兴奋、焦虑到
如今的从容不迫。可以说，教师的
身份见证了我的收获和成长。

时间回到二十年以前，那时，
我正在读小学，记得每逢春节的
时候，主持人董卿的风采就深深
地吸引了我，她的声音、她的气质
开始植入我童年的心灵里，我也
由此喜欢上了播音和主持。我希
望，有朝一日能够像董卿一样，用
自己的声音把真善美的故事传递
到祖国各地。

从那时起，我也逐渐开始改变
自己，放学后，我经常独自一人躲

进自己的卧室，模仿着主持人的嗓
音和腔调，朗诵当天的语文课文。
日复一日，通过经年累月的练习，
我感觉自己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
高，也逐渐在学校“崭露头角”。进
入高中以后，我和同龄人一样，面
临巨大的升学压力，可是在校园广
播站“播音”的经历，却为我原本略
显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几番趣味。

报考大学时，由于一些先天的
原因，我未能学习播音的相关专
业，未免有些遗憾。正当我灰心失
意之时，一位教过我多年的老师语
重心长地告诉我：“一个人要是善
于学习，走到哪里都会路途坦荡，
当然，最难能可贵的，是你能不忘

初心……”他还告诉
我，通向远方的路从
来都不只有一条，路的尽头仍然是
路，只要你愿意走。

四年来，经过系统的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学习，我不仅阅读到更为
丰富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我
有机会继续接触播音和主持，一次
次的读书分享会、文学讲演，拓宽
了我的视野，让我信心倍增。

回归课堂教学，当得知袁隆平
院士突然故去，我读了袁隆平的
故事，为学生们朗诵袁老的诗作

《我有一个梦》，以激励他们像袁
爷爷一样树立远大理想，将来报效
祖国。

网络时代，我也有了更多的方
式继续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情。在
周围同事的鼓励之下，我相继在

“抖音”“喜马拉雅”等平台在线分
享自己的朗诵书单。

我用声音传递生活的美好，既
有家庭带来的欢愉，工作上的成
就，追寻梦想的激情，也有对人生
的感悟与思考。播音主持于我而
言是不可割舍的，也正是这个兴趣
滋养了我的事业，让我得以度过人
生的众多磨难。岁月悠悠，我也将
不忘初心，用声音记录好这世间的
美丽与繁华。

一直很羡慕跑马拉松的人，但
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跑马拉松。

2021年3月底，我为自己报名
了人生中第一次马拉松。准确地
说，是第一个跑步项目。更准确地
说，是第一个运动项目。

我是这样的人——全无聪明
可论，更无半分勇猛可言，但从不
缺乏敢想敢干的决心与意志。

事实证明，意志力是个好东

西，能让我们忽视许多不可能，发
现更多可能。

从 2 公里、5 公里，到 8 公里、
10 公里、14 公里，里程一点点增
加，我的心也一点点平静。

那是一种摒弃琐碎，与自己对
话的快乐；那是一种放下自我，与
他人并行的斗志。

说说生平第一次“半马”的
心路。

前5公里：
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赶超，我

听见呼啸而至的脚步声、口号声、
欢笑声，还有热心的前行者兴奋地
向我呼唤。

我想，就这样吧，人要学会接
受自己平凡的起点。不必刻意去
追赶任何人、任何事。

5-10公里：
清风拂面，绿柳茵茵。村民们

在家门口加油助威；老人们拿起了
小马扎，像说起家常琐事一样议论
这场赛事；孩子们纷纷张开双手，
期待与选手们击掌。

我对着眼睛最大、最羞涩的那
个小女孩，给了她一个Give me five。

回头看去，她一如之前般羞
涩，双眼里却有了兴奋的光芒。

10-15公里：
有的只是自己的心跳与呼吸。
KEEP 不断提醒我：您已实现

10 公里最快配速，您已刷新最长
里程。

15-19公里：
喷水、海绵、盐块，官兔们欢呼

跳跃，工作人员分享着聊胜于无的
省力技巧。

果真，人生就是马拉松，不到
终点，谁也不知道结局。不用焦
虑、不必迷茫。

19-21公里：
观看的热心群众也都变成了

“骗子”，一个个都在说：加油啊，
前面拐弯就到了，就一点点路。

但这谎言，分外可爱。我也乐
得被他们欺骗，因为即使是匀速前
行，到此刻，也已筋疲力尽。

看到终点门的一刻，我才确
认，自己真的跑完了一次半马。虽
然这配速称不上什么成绩，但心里
却有一种异样的触动，让我发现更
陌生又熟悉的自己。

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 ◎ 刘 瑜

奔跑吧，青春 ◎ 王铁花

悦享声音 体味人生 ◎ 岳颖凡

篮球，不仅赋予我健康的体魄，
还是我命运的催化剂，在重要的生
命节点爆发神奇的魔力——

大四找工作，在个人简历特长栏
上我堂而皇之地写明：体育运动，尤
其擅长篮球。中文系学生，理应文质
彬彬、挥毫泼墨、常伴圣贤书，我偏偏
喜好篮球。不承想阴差阳错反而成
了幸运符。找工作时，向我抛来橄榄
枝的学校领导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
会打篮球？我眼前一亮，马上滔滔不
绝，从档案袋里取出一沓获奖证书，
文学院篮球迎新赛冠军、学校篮球联
赛第二名等，初次见面很投机，很快
试讲顺利过关，不久成功签约。

第一届学生是体育生特招班，
教师们看到一群人高马大的学生都
很挠头，学习习惯差、招惹是非似乎
成了标签。年级领导决定把这个班
交给我这个最年轻的班主任。第一

次班会课，我拿出了很多干货，如学
生时代篮球比赛的图片、奖状、奖
杯、珍藏多年的 NBA 球星海报、杂
志、球鞋、精彩视频等，全班同学为

之疯狂。课外活动，我带他们到操
场打篮球，其实是个人展示大赛，中
投、三分、打板上篮、卡位、封盖，经
验和技术层面的优势，加上长期锻

炼，身体壮硕，我在人群间自由穿
梭，学生惊叹连连。之后，每周我都
会找时间与学生们切磋，他们也更
加信服。学校组织篮球比赛，我布
置战术、呐喊加油，班队一路过关斩
将，打入总决赛，苦战将高三球队斩
落马下，那一刻我们成了全校的焦
点。师生哭着笑着抱作一团，那疯
狂的一天后来被同学们定义为班级
胜利日。没想到，因为篮球，众人眼
中的“刺头班”被我歪打正着，风气
居然彻底扭转，学业成绩一路飙升。

与此同时，我更加坚定了教育
初心。第一届学生与我关系十分要
好，毕业后的每年寒暑假，学生聚会
总会喊上我，就像当年每次篮球比
赛结束，我都会把队员们集合起来，
十多个人浩浩荡荡去校外饭馆饱餐
一顿，虽没有把酒言欢，但那样的情
谊不可磨灭。

幸运篮球 ◎ 张理坤

责任编辑 / 薛小琴

美 编 / 陈 玲

电 话：029-87317259
E-mail：jsb_w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