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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
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作为一名普
通的小学教师，从事班主任工作多
年，在每一个教过的孩子们眼里，
我像妈妈一样唠叨，像妈妈一样严
厉，像妈妈一样慈爱。我想用母
爱的柔情为学生编织一个又一个
美丽的梦想，用丰富的知识为学
生架起一座又一座腾飞的桥梁，
用良好的职业情操影响着学生的
未来。

小菡同学是我去年任教班级
里的一名学生，她的父亲六年前由
于高温工作导致小脑萎缩，瘫痪在
床，去了几家大医院就诊，都说这
辈子都不能走路了，原单位只赔付
了 8 个月的生活费，母亲忍受不了
拮据、无望的生活离家出走。之
后，孩子爷爷又患了直肠癌，整个
家庭靠奶奶一人照顾。除了一点
低保费，整个家庭没有任何其他经
济来源。

小菡是一个内向的小女孩，
十分胆小、自卑、不爱讲话，学习
成绩也不太理想。我总感觉这个
孩子与别的孩子有所不同，脸上
缺少笑容。一天我拉着她的手，
与孩子聊天。从孩子不多的话语
中，我听出她内心的渴望：孩子向

往能见到自己的妈妈，想和别的
孩子一样在妈妈怀里撒娇，她希
望爸爸能好起来，像别的爸爸一样
能出去上班，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她还希望爷爷的身体可以慢慢好
起来……她向往其乐融融的幸福
生活。可是，事与愿违。我十分心
疼，告诉小菡：以后，朱老师就是你
的妈妈。

我把小菡当作自己的女儿，课
前课后都对她倾入更多的关注。
下课的时候会给她编漂亮的辫子，
给她修指甲。冬天天气寒冷，小菡
同学有一天冻得肚子疼，我知道
后，立即给她灌了热水袋，还为她
贴上了暖宝宝。在一次日记中，小
菡同学写道：“那暖宝宝的热量传
遍全身，温暖了我的心，朱老师真
像我的妈妈。”

一次，孩子的奶奶在微信中
告诉我，小菡对她的严格要求很
不满，有点不听管教。我知道后，
便找到小菡，对她说：“小菡，奶奶
对你严格要求，是希望你学习更
认真、更努力，对奶奶你应该感激
才对呀，是她在照顾着你的，我们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孩子点点
头，果然作业写得比以前更加端
正了。

尽管，每个人都在期待着生活
会慢慢变好。但是，对于小菡这样
的家庭来说，还是太奢侈了。我记
得那是一个晚霞满天的下午，孩子
的奶奶在接孩子的时候，哭红了眼
睛说：“朱老师，这段时间，请你多
照顾照顾孩子的学习，我要去医院
照顾孩子的爸爸，他病情恶化，现
在都不能吃饭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听完她的诉
说，忙点头对孩子的奶奶说：“阿
姨，别难过，你放心去照顾儿子，小
菡有我呢！”从那天起，我放学后
便主动留下来担起了辅导小菡三
科学习的任务。每天手把手地教
她练写生字、做数学题、练习英语
对话……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小菡
父亲住院的医药费，仅靠家里的一
点低保费，怎么支撑昂贵的药费。
我便利用班会课时间，把小菡的遭
遇告诉了全班同学，孩子们都十分
同情小菡，纷纷表示要帮助她，在
我的发动下，全班同学都积极为小
菡同学捐款，我自己也拿出1000元
送给了小菡的奶奶。

老天不负有心人，小菡的爸
爸病情慢慢好转了些，孩子的学
习成绩也在一天天变好……但我
心 里 一 直 很 担 心 孩 子 的 生 活 状

况，有一次，我在与朋友闲聊的时
候，无意间提到班里小菡的家庭
十分困难。听者有心，朋友立即
问我要了孩子奶奶的电话和联系
方式，决定帮助这个家庭，承担小
菡 从 小 学 一 直 到 大 学 毕 业 的 学
费。我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了孩子的家人，小菡的奶奶开心
得泣不成声。

一学年下来，小菡同学有了很
大的改变：她不再那么自卑，表现
得越来越阳光、自信，能够积极乐
观地看待家庭的遭遇；能融入集
体，勇敢地表达自我；更能成为奶
奶的好帮手，为家庭分担家务，为
爸爸带来快乐。

一直到现在，每一次我送学生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小菡的奶奶总
是老远就挥着手跟我打招呼，等我
走近的时候，她便会拉着我的手，
说很多感谢的话。苏联教育家赞
可夫指出：教学法必须触及学生的
情感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
才能发挥高度有效的功能。我坚
信：只有真心才能唤醒沉睡的灵
魂，只有耐心才能打破封闭的世
界，只有真爱才能收获孩子的成
长。未来，我将继续用爱为孩子们
驱除生活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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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疤的小葫芦

我是南方人，对剪纸的印象仅
限于大红“喜”字和简单的六角形
雪花。六年前，在学校看到美术刘
老师办公桌上贴着的各种剪纸，
图案精美，剪出的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我很喜欢，称赞连连。刘老
师说：“剪纸很容易的，你也行。”我
当下动了学剪纸的念头，但想到自
己拙劣的绘画技巧，又把这念头压
了下去。

去年暑假在义工协会组织的
一次活动中，我再次接触到了剪
纸，还认识了剪纸老师宝姨。宝姨
八十多岁了，耳聪目明，态度亲切
和蔼。打动我的是她学剪纸的经
历，她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想学剪
纸，又怕自己粗手笨脚学不会，但

是这个念头一直没断过，直到六十
多岁，终于拿起剪刀学起了剪纸。
后来老年大学开设了剪纸班，她就
进来当老师，教更多的人学习剪
纸，感受传统剪纸文化的魅力。宝
姨说只要你对剪纸感兴趣，就要大
胆尝试，不要留有遗憾。

跟宝姨学剪纸后，才知道自己
当初害怕没有绘画基础的想法挺
可笑，原来画底不需要自己亲手去
绘制，只需要在电脑上搜索出自己
喜欢的画，打印出来就可以作为画
底，将画底和单色纸中间放入一张
复写纸，用铅笔把画底描摹一遍，
单色纸上的画稿就完成了，接着就
可以动手剪了。宝姨敲着黑板说：

“剪纸要遵循‘三先三后’的原则，

先繁后简，先主后次，先里后外。
也就是先剪复杂的部分，后剪容易
剪的部分；先剪重要的，后剪次要
的；先剪里面的，最后剪外围的。”
遵循原则，才有秩序，才能顺利完
成一幅好的剪纸作品。听了宝姨
传授的剪纸方法，我顺利剪出了第
一幅作品《少年》，因为手法不熟
练，还少剪了少年左裤腿上的花

纹，但是整体效果不受影响。我傻
乐着，心里喜滋滋的。

开学后，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
余，剪纸成了我独特的减压方式。
一低头一抬头，小半天就过去了，
剪纸时的情绪平静愉悦，随着片片
纸屑被剪落，眼前逐渐出现了镂空
的精美图案，成功的喜悦瞬间充满
心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
“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相
信孩子和赏识孩子。”

当下，赏识教育的大潮席卷
了整个教育界，呈现遍地开花的

“繁荣景象”，一时间，“要善于发
现孩子的闪光点”“你很聪明”“你
真棒”“不要伤害到孩子那幼小的
心灵……”赏识教育被一步步演
变为浅夸、泛夸、滥夸和虚夸，被
大家误解为“好孩子是夸出来
的！”“孩子，只要夸就行！”。其
实，赏识教育不是关注孩子的行
为结果，而是赏识孩子的行为过
程，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动机，强
化孩子的良好行为。

当孩子表现出良好行为时，
我们要如何反应才能使孩子得到
的是他人的肯定与欣赏，而不是
赞美与表扬呢？最关键的一点就
是把评价性语言变为描述性语
言。例如当孩子获得了好成绩
时，称赞“你之所以考得这么好，
一定很努力吧！”而不是“你考得
真好，宝贝真棒！”再比如当孩子
尝试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屡次尝
试屡次失败后，相比起“加油，你
一定可以的！”而言，“坚持就是最
大的成功，表现不错，继续加油！”
更能够给孩子鼓励，孩子成功的
可能性将会更高。再如：妈妈在
洗衣服的时候，5岁儿子涛涛把厨

房的碗筷洗干净了。当妈妈发现
后，指着干净的碗筷说：“4分钟你
就洗干净了 6 个盘子，3 套碗筷，
太让我惊喜啦，你怎么做到这么
快的？”（用描述性语言肯定孩子
洗盘子的行为，不关注洗得好不
好。）当爸爸回家时，涛涛快乐地
迎向他：“爸爸，我今天帮妈妈洗
干净了很多碗筷，你问妈妈我有
多快。”涛涛妈妈并没有使用“你
真能干”“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等诸如此类的评价性语言，她只
是将儿子所完成的事情用欣慰的
语气客观地描述出来，通过母亲
的描述，涛涛自己做出了评价，并
因此为自己感到骄傲。这种描述
性的语言以及孩子由此得出的积
极的结论是精神健康的基石。孩
子从我们的话中对自己作出结
论，事后还会默默地对自己重
申。孩子在内心重复客观的、积
极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得
他们对自己及周围的世界保持现
实而又积极的看法。

若孩子对其间自己的失误不
满，比如打碎了一个碗等，就微笑
着鼓励他：“没关系，下次你可以
试试戴上手套。”（潜台词：你有能
力把事情处理得更妥当。）而孩子
从家长态度里读出的信息是：父
母很欣赏他帮家人做家务，并相
信他会越做越好，干家务是件令
家人高兴的事。但并不会觉得这
是件特别的好事。带有夸赞的阐
述往往会这样：“哇塞，宝贝的碗
洗得太干净了，真是太棒了！”（用
了评价性的语言关注孩子洗碗的
结果，而没有关注过程）。孩子从
中读出的信息是：她洗碗洗得很
好，所以得到父母的赞美。

日本著名教育家铃木镇一
说：“对孩子的赞美和赏识不是无
原则的，而应该是运用科学的、适
用的方法，使孩子切实受到深入
人心的鼓舞。”赏识是热爱生命，
善待生命，是帮助孩子拥有“追蝴
蝶”的状态，赏识要适度、要恰当、
要具体、要客观，恰到好处的赏识
才能真正打动孩子的心灵，激发
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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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风采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来到一所
新学校，每一天都在期待着开学。

终于，我见到了三年级的他
们。孩子们的热情有些收不住，
也暴露出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
毛病，想说啥说啥，想喊啥喊啥。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特殊的
存在，她是我们班的班长，没有
她，我会更焦头烂额。很幸运我
们班有这么一个班长，成绩优异，
写字漂亮，能力强，长得还好看。
小诺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放心的
班 长 。 她 总 是 在我忙不过来的
时候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那
些喜欢吵闹的同学都被她管得服
服帖帖。

我希望她是一个完美的孩子，
却又害怕她过于完美。

一个周五，我完成学校的工
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静静
地坐在书房里享受独处的时光。
突然电话响起，接听，那头响起一
个热情的声音，是我们班轩轩同学
的妈妈：

“老师啊，我跟你反映一件事
情。我们家轩轩周末去外婆家，外
婆瞒着我们给了她 150 块钱，她就
带到学校了。她带钱到学校当然
不对，可这事儿被班长知道了，轩
轩为了不让班长把这事儿告诉老
师，让她拿了20块钱。”

我没能插得上话，一直在脑海
里梳理着事情的始末，也着实吃了
一惊。

“我们也知道带那么多钱到
学 校 是 不 对 ，这 点 我 们 会 教 育
的。但班长这事儿也确实做得不
厚道……”

我很难相信小诺会这么做，虽
然只是 20 块钱，但若是她主动要

的，属于敲诈；即便是对方主动给
她的，也属于受贿，不管怎样，她这
次都犯了一个大错。然而我内心
深处却有一点点欣喜，孩子的成长
哪能顺风顺水，偶尔犯点小错误对
孩子也不一定全是坏处。我当即
表示等周一会调查清楚，让家长稍
安毋躁。

周一，我来得早，小诺因为离
学校近，来得也很早。我把她叫到
办公室，拿出我日常把玩的手捻葫
芦，问她：“这葫芦漂亮吗？”

“漂亮呀，圆圆的，亮亮的，很
可爱。”

“你觉得这个葫芦完美吗？”
“嗯，完美！”她不假思索。
“它看上去很完美，可也有瑕

疵。”我把葫芦转过来，露出一个小
伤疤，“这个疤自打它被摘下来就
有了，怎么盘都遮盖不掉，但这并
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漂亮的葫芦，受
到我们的喜爱。”

她若有所思，似乎猜到老师突
然跟她讲这些东西不简单。

“你觉得你完美吗？”我追着她
的目光问。

“嗯……不完美。”她很聪明，
早已猜到了葫芦的隐喻。

“哪里不完美？”我追问道。
“我贪玩，爱看电视，爱偷懒……”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早在我
意料之内，几乎每个孩子谈起自
己的缺点都逃不开这些，甚至无中
生有都是常见的事。

“你在老师眼中就像你一开始
看到的葫芦那样，近乎完美。不过
慢慢地，你就像这个葫芦一样转过
来了，让我看到了一点点小瑕疵。”
我继续追着她的目光。

她有些疑惑，还没意识到那个

问题。
“你是班长，要管理好班级，更

要帮助同学。当同学犯了错，你是
帮助他改正呢，还是帮他向老师隐
瞒呢？”为避免她紧张，我把目光移
向了葫芦。

“我会帮助他改正。”这是一个
正规却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你做到了吗？”
她开始在沉默中回忆，大概是

想到了那 20 块钱的事。也许她之
前还没有觉得这事儿哪里做得不
对，此刻她感到不对劲了。她嘴唇
轻微地张合，终于鼓起勇气向我复
盘了事情的经过。正如轩轩妈妈
所说。

我长吁一口气，庆幸她能自己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用我严厉追
问。我带着她来到了清廉长廊。
我没有看她，却知道她也跟我一样
直直地看着墙上的“廉”字：“你是
班干部，班干部是要为同学们服务
的，正如我们的党员干部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一样。”

“嗯。”她答应得很小声。
“管理班级是为了让同学们

能在安静的环境中学习，这就是
为同学们服务；同学遇到困难，你
主动伸出援手，这当然是为同学
们服务；当同学们犯了错，你主动
指出，帮助同学改正，这更是为同
学们服务。”

“老师，我知道了，我明天就把
钱还给轩轩，以后我会全心全意为
同学们服务的。”

我没有再留她，因为我深知她
此刻需要自己的空间。她回了教
室，端正地坐在座位上。我也回到
办公室，继续把玩着那个小葫芦，
使劲摸了摸那个小伤疤。

今天的语文课是学习《木
兰诗》，为了调动孩子们的兴
趣，我把豫剧《谁说女子不如
男》的唱段搬进了课堂，大家
一张张兴奋的小脸上挂着微
笑。我的目光照例扫过全班，
忽然发现第二排左边有个男
生，用课本挡着脸，手却在桌
斗里摸索着什么。

桌斗里究竟有什么让他
如此痴迷？

我不动声色地走过去。
小男孩显然并未察觉，他已经
完全沉浸于桌斗里的世界。
他两只手在桌斗边上来回地
穿梭着，眼睛藏在课本后面，
不时地低头看看桌斗。

我低下身去，顺着他的
手，看到一颗颗纸星星铺满了
他的桌斗。原来他在叠星星
呢，桌斗里的纸星星花花绿绿
的，像是五彩斑斓的花朵，那
一定是他的珍宝。我有点发
怒，但是又不忍心把它们扔
了，只是在他的桌子上轻轻地
敲敲。他羞涩地看了我一眼，
慌忙用手护住他的星星，看到
我似乎并没有没收他的星星
的意思，尴尬地对我笑笑，把
身子坐正。

下课铃声响了，孩子们像
一阵风一般飞奔出去，桌斗终
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我装作
在走道里行走，看到了一个个
小世界：一个黄澄澄的大橘子
骄傲地占据着桌斗的一角，小
主 人 不 知 有 多 少 次 垂 涎 欲
滴；一本《西游记》翻开着，它
多少次带着孩子们走进一片
崭新的天地；一本精装的日
记被孩子们隐藏在最里面的
世界，那里也许藏着许多小女
孩的粉红色的故事呢。还有
口香糖、跳绳、药片等各种奇
形怪状的东西，都在桌斗里闪
着光，桌斗里的小世界仿佛是
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着每
一个孩子。

于是，在我的教学生涯
中，关于桌斗的记忆也随之呼
啸而来。

那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雪
花在教室外面飞舞，孩子们正
在进行紧张的期末考试。每
个人的桌斗都被清理了，单调
得有点反常。考试接近尾声
的时候，孩子们大多数写完
了，坐着静静地检查卷子。我
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坐姿倾斜，
一只手在课桌下面，行为可
疑。我走过去，他迅速抽出手
来，我准备看看桌斗里究竟有
什么，然而，他倔强地坐着，根
本不允许我去看。我瞪了他

一眼，他迟疑地抽过身去。我
看到一张纸条赫然躺在桌斗
里，我想他是在作弊吧。我想
拿出纸条，他突然把纸条抓起
来，揉成一团，放入口袋。“拿
来！”他的脸色惨白，身子有点
哆嗦，不知道是寒冷还是害
怕。他终究没有拿出。我说：

“作弊！”便在考场通知单上记
下了。几天之后，他的班主任
老师见到了我，悄悄把我拉过
去，说：“老师，我们班上次记
作弊的那个学生，他是我们班
前几名的好学生呢。”我一惊，
班主任说：“他的好朋友告诉
我，那天的考试比较容易，他
早就做完了。那天，他的妈妈
从远处打工回来，他已经快一
年没有见到妈妈了，他很激
动，准备写写心里话送给妈
妈，结果被老师发现了。”我心
里“咯噔”一下，“哦，原来是这
样！”这个纸条里的秘密被他
藏在桌斗里，也被他珍藏在心
底，他是不想让别人分享他的
秘密呀！桌斗是孩子们心灵
的田园，在这里，他们思想的
野马纵横驰骋，却不想让任何
一个人闯入他的领地。

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坐在
课桌前，他们脸上含着笑，把
最爱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
桌斗的最深处，把最神奇的梦
种植在桌斗里。一个个桌斗
里开出了美丽的花，诱惑着
纯真的孩子们。作为老师，
我们一眼望到的是整齐划一
的课桌，而课桌下那个闪着
梦幻之光的神秘桌斗，承载
着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梦想，我
们不要轻易触碰，请允许他们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做个甜甜
的白日梦吧！

育育教教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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