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业检测完了之后我买了一
些小奖品奖励孩子们，我把所有
的奖品放在讲桌上，让孩子们自
己挑选，不只奖励成绩优秀的孩
子，还有进步明显的孩子。大多
数孩子对盲盒感兴趣，他们很快
挑选了自己喜欢的盲盒。我知道
还有几个孩子没有上来拿，就故
意问谁跟上次相比超过了我预估
的分数，几个男孩很不好意思地
走上来。我一一发给他们奖品，
他们依然没有及格，但每个孩子
都进步了。我的理念是只要孩子
们在他原有的基础上一点点进
步，进步比优秀更重要。史同学
接过奖品腼腆地笑笑，轮到靳同
学了，他双手接过礼品，很有礼貌
地说了句谢谢老师。声音很小但
我听得很清，我当着全班同学表
扬了他，他开心地笑了，我的心也
瞬间被他的笑容融化了。

他是一个家庭情况比较特殊
的孩子，有时候性格会有点偏
执。记得有一次我们上口语交际
课，其中一个教学片段是对自己

亲人说一段心里话。我提到了妈
妈，留守儿童居多的班级，很多孩
子的家庭并不完整，我在课堂上
很注重孩子们的感受。每次提到
亲人，我都不只说到父母，那些给
予我们爱的家人，都是我们的亲
人。“我没有妈妈！”我循声望去，
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愤怒，他的双
唇有些颤抖，我知道他的父母离
异了，但我不知道孩子的内心经
历了什么，他几乎是喊着说出那
句话的。我的心一阵震颤，我走
过去，轻轻地拍了拍他，我看到他
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再摸摸他
的头，我能感觉到他慢慢平静下
来了。他抬头看我的那一瞬间目
光变得柔和了。那一刻，我觉得
我应该把更多的爱给他。

晨诵课上，我会刻意站在他
旁边听他读书，有读错的地方及
时给他纠正。他的作业里面还是
有很多错题，多次讲解后还是有
不明白的地方，我试着让同学给
他讲，慢慢地，他会简单的句式变
换了。让我惊喜的是他遇到问题

时会主动找同学解答了，一旁改
作业的我听着他们的对话，竟发
现他能很快理解一些简单的题目
了。我想起了他这学期的变化，
他慢慢地喜欢跟同学交流了，写
字最慢的他也能按时完成作业
了，我期待着他一点点的进步。
即使他仍然没有及格，我还是想
把奖励给他。比起学习我更希望
的是孩子们人格的健全，当他开
始接纳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
会被这个世界认可的。

在我们的学校还有很多这样
的孩子。高同学憨态可掬，但性
格有点顽劣。那天早上我一早去
教室，高同学就在院子里背书了，
声音很大读得很认真。学校举行
的研学活动中有一个环节是诵读
诗书，他全程方言读完了诗文，我
远远地看着他，他摇头晃脑的样
子很是可爱。我们嗔怪他不用普
通话，但一篇生疏的诗文他能一
字不差地读下去，我觉得他已经
很了不起了。他依然很调皮，但
每次给孩子们讲故事时，我都能

看到角落里那双专注的眼睛。只
要能调动孩子们的内动力，所有
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让孩子们每人写十条自己
的优点贴在读书笔记本扉页上，一
开始孩子们大声喧哗，一副不可置
信的样子，好像自己并没有那么多
的优点。我说起了那个会说谢谢
的孩子，角落里的他坐得很端正，
他上课能认真听讲了，偶尔会开小
差，但他能很快调整过来，他能主
动帮老师扔掉门口没来得及扔的
垃圾袋，他作业本上的字迹也变得
整齐了很多。孩子们拿起笔，教室
里一阵写字的沙沙声。他们重新
审视自己，原来真正的优秀不只是
优异的成绩。相信孩子们每天打
开笔记本，看到自己的优点，一定
会寻找更多的优点。我想告诉孩
子们，让优秀变成一种品质，要想
变得更加优秀，先不要着急否定自
己，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在为更
好的未来奠基。我们能做的就是发
现孩子们更多的优点，发现更多的
会说谢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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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恒

“美术老师好！”“老师我好喜
欢美术课！”“老师你好厉害！”这无
疑成了这所大西北乡村学校的小
学生赠予我这个来自江南水乡女
子最好的礼物了。伴着张张笑脸、
声声问好，怀揣美好的憧憬走出南
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的校门，我在
陕西渭南白水满义实验小学走过
了三年时光。

回顾上课的场景恍如昨天，学
校没有专门的美术教室，也缺乏绘
画用具，他们有的仅是一个小图画
本和一支铅笔。很多孩子是留守
儿童，家长甚至连美术课是干什么
的都不知道，更别提带孩子们去美
术馆、博物馆等地参观。书本上所
出现的各种建筑、名画、陶艺、雕刻
等，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如果仅
依靠书本上的一点点范画，反复让
学生模仿，会让学生对美术失去兴
趣。“同在蓝天下”，我想用最简洁、
最有效的方式勾起这些农村孩子
对美术这门课程的热爱。

田野、操场、课堂，如何利用现

有的资源呢？我的思绪回到了大
学时期，我们去乡村进行户外写生
的快乐情景瞬间跃然眼前。蓦然
间老师的“风景写生是美术专业教
学课程中的重要环节”，让我去思
考如何教会孩子们。

其实乡村有很多美术素材，正
如吴冠中先生说：“那白墙黑瓦参
差错落的民居建筑往往比高楼大
厦更吸引画家……”乡村那山、那
树、那房子、那小溪、那小桥等均可
构筑一幅幅美妙的画卷。这些是
学生所熟知的，是有一定情感的，
是与孩子们的生活紧密相联的，画
起来更得心应手。“以大自然为
师”，将美术课堂开展到户外，更适
合于这些乡村孩子。

记得第一次宣布将美术课放
在操场上时，孩子们不仅惊奇地互
相讨论“在户外怎么上美术课”，脸
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他们虽然
不知道室外上课具体是要干什么，
但从他们的表情看起来非常期待！

我的美术课从画一片树叶、一

棵小草、一颗太阳到画一棵树，不
仅教会孩子们要从身边最简单、最
平常的事物观察起，还要让他们发
现每一个要画的物体，随意转换一
个角度都具有不一样的美感。

操场上我会带孩子们用手去
触摸小草、树叶、树皮，并启发如何
用线条去表现这种粗糙的质感。
引导他们认识这些物体的构成，观
察它们的生长状态由小到大、由疏
到密、由细到粗，从整体到局部再
到整体，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当
风儿吹过，我让孩子们闭上眼睛，
仔细聆听树叶碰撞的声音：沙沙作
响，这是风儿在描绘树的形状！

寒来暑往，任凭阳光自由挥
洒，操场上孩子们或是趴在地上、
或是半蹲、或是直立，无不认真地
观察每一个物体的状态，有的三
五个坐成一团儿，激动地讨论树
皮的画法，偶尔也会传来“老师快
看，树的枝条长出嫩芽了”“老师，
小 草 结 籽 了 ”“ 老 师 ，树 叶 变 黄
了”……每一次下课铃声响起的瞬

间，孩子们便蜂拥而至，争先恐后
地拿着他们独一无二的作品给我
看，并热烈地与我讨论下一次的写
生课的时间。

虽然每一次写生课只有短短
的一个小时，但这样有趣的方式
却悄然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和绘画热情。他们不仅仅从抽象
的书本上认识树的各个部分，更
是从触觉、视觉、听觉上真切地感
受到树木旺盛的生命力，认识到每
一棵树的独一无二，并将这种感受
描绘出来，呈现在画纸上。美术不
光是一种绘画技术，更是感受美、
感受自然并用笔表达出来的一种
艺术。

一棵树是大自然中普普通通
的一棵，同时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一棵！我们无法定义一棵树的
好与坏，正如一幅画不能用同一标
准去衡量。每一幅作品都是孩子
们最好的作品，每一个孩子都是独
一无二的树，而我们就是陪伴他们
茁壮成长。

我与茶的缘分要追溯到 2015
年的冬天，那时的我是一个刚站上
讲台一年多的新老师，初出茅庐的
热情让我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
当时学校课程开发中心计划开设
茶艺、花艺等选修课程，需要寻找
年轻有热情的教师，我非常幸运地
成为了茶艺教师的后备人选之
一。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的
周末时间基本奔波在往返茶艺培
训班的路上。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2016 年我终于取得了中级茶艺师
资格证书。而后，茶艺选修课程也
顺利开设起来。

在学习茶艺的过程之中，让我
看到了一片小小的茶叶所承载的
丰富内涵。茶艺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体现，其内容涉及生物、历
史、地理等诸多学科。而在开设茶
艺选修课的过程中，更让我认识到

了茶艺作为选修课程，其内容融合
多门学科，同时又能体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而通过茶艺技能等实践
操作的学习形式又能拓宽学生接
触传统文化的途径，使其感受传统
文化和茶文化包含的美的魅力，茶
艺课程虽作为选修课程，却是落实
德育、美育的重要途径。

在与学生共同学习的日子里，
我自己也在实践摸索中不断成
长。犹记得第一次课让学生说一
说为什么选择这门选修课程的场
景，更多的原因是学生被一种新课
程的好奇心所驱使，但是经过一个
学期的学习，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初开
始课程时，硬件条件有限，为了开
好这门课程，我和学生们共同寻找
布置茶艺教室的素材，初春时和学
生们在校园里寻找掉落在地上的

花枝，插到桌上的花瓶里就像把春
天带回了教室……

现在的我站上讲台已经十年，
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依然要泡一

杯茶，品一品茶里光阴。未来，希
望能继续通过茶艺这门选修课落
实以茶修身，以美养性，以德育人
的目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上周考试后，我把答题卡发
给同学们，让他们自己估完分再
交上来，看看和考试成绩相比谁
估的分比较准。交上来的答题
卡中，有一张揉得皱巴巴的，我
拿出来一看，是庆宇的。这是个
很内敛沉默的孩子，他为什么会
把答题卡揉成这样？看样子他
是准备揉成一团扔掉的，但后来
还是又交上来了，他在心里一定
经过一番挣扎吧！我仔细看了
看这张揉皱的答题卡，卷面特别
乱，有很多内容是划掉了之后重
新写的。孩子一定是心里有事，
我暗想。

我把庆宇叫到办公室，语气
轻松地笑问：“庆宇，你这是准备
把答题卡扔了吧？看看可怜的答

题卡都被揉成什么样了！”他挠挠
头，害羞地笑了，没有说话。

“ 为 什 么 划 掉 那 么 多 内 容
啊？老师一看就知道你做题的时
候心里一定很烦躁。是不是有什
么心事？”

庆宇点点头，想说什么，但欲
言又止。他的脑门上已经沁出了
一层细汗。

这是一个不善表达的孩子，
让他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是很难
的。于是我说：“不想说也没事，
心里有什么烦恼你写一写，把心
事写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发泄的
过程，多和老师沟通沟通，也许你
就豁然开朗了。高考前最后这90
多天一定要稳住心态！你的语文
一点儿都不差，还考过全班第一，

咱这底子是一等一的好，一定要
对自己充满信心，只要沉住气，不
急不躁地稳打稳扎，你一定会在
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的！”

说完，我笑着轻轻拍了拍庆
宇的肩膀，让他回班了。

晚上，庆宇果然给我写了一
封信吐露他的烦恼：他最近特别
烦躁，因为感觉考试时间总是把
握不好，理综总是做不完，他很
焦虑。这种心态一直持续着，做
语文的时候一直不在状态，越不
在状态越烦躁，越烦躁越写不
好。本来心情就不好，估完分，
感觉分数低得可怜，一气之下，
他就把答题卡揉成一团塞起来
了……庆宇又说，老师的鼓励让
他很感动，他本来以为会挨一顿

批评，没想到老师不仅鼓励自己
还夸奖了自己。现在心情一下
子好了起来，接下来一定会更加
相信自己，稳住心态，不辜负老
师的教诲……

高三孩子压力很大，很多情
绪很难自控。他们很敏感，很容
易焦虑，很容易胡思乱想，但其实
也很容易雨过天晴。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多关注教学细节，把握
住教育时机，带着真诚和善意走
近学生，了解他们的内心所想，给
他们一个抒发内心的出口。教育
需要敏感，教育者的目光应该敏
锐地捕捉人性深处的需求和疼
痛，并给予充分的呵护和体贴，它
关乎教育的本质，让教育柔美地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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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曦

一张揉皱的答题卡一张揉皱的答题卡

怎样的课堂是好课堂，怎样
的老师算好老师？从教 20 余年，
每天都在教学主阵地上躬行的我
从未停止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回顾自己的课堂，从青涩走向从
容再到日趋舒展，时光用无声的
语言呼唤我不断迈出前行探索的
脚步。

追寻伊人上下求索，烟花三
月在江海之滨江苏南通，我和一
群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师在教学观
摩中交流，在全国名师教育专家
们的倾情阐述中感悟，“课程标
准”“核心素养”“情境教学”“情感
生态场”等平日里高冷深奥的教
育概念与生动的教学案例撞个满
怀，鲜活具体的亮相留给我们深
深的触动与启示，就像濠河两岸
满树俏丽的榆叶梅，芬芳的倩影
让立于对岸垂柳阑干下的我们内
心一次次荡起涟漪。这场文博南
通的研学之旅载着我们驶向探寻
教育本真的方向。理想的教育、
美好的课堂正一点点在我的眼前
闪烁出迷人的光辉。

好的课堂里一定要有学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
的教育对象是有灵性的人，课堂
就要教会孩子学而非只是教会。

《礼记》有言“教学相长”，如果课
堂只是机械式地教知识，启智生
慧的使命不足以完成，民族的发
展壮大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也难以
培养。为人师者在耕耘课堂的沃
土时也要精心呵护学生素养的根
系，唯根系发达，学生习得知识、
形成能力、提升思维、熏陶情感的
枝叶才会丰茂蓬勃。

好的课堂里一定流淌着情
感。宗璞在紫藤萝瀑布前伫立，
繁密的紫藤萝花一点点流向了她
的心中，让她感受到生的喜悦与
宁静。在主张“校园情感场生态
构建”的南通市田家炳中学程永
斌校长的心中，让他驻足的好课
堂，就是连学生都沉浸其中、不舍
得下课的模样，尽管这堂教学生
用中国画技法画虾的美术课因为
忽略学情没有达成目标甚至难以
控场，尽管国内外专家对这堂课
的成败评课存在争议，但课堂上
孩子们对生命的强烈热爱与探索
的兴趣，就是对程校长“知识本身
具有情感性”最好的诠释；跃龙中
学胡建校长分享“校长爸”的故事
让我们无一不动容，一名优秀女
生在父亲节要抱一抱老师，是慰
藉对刚刚离世的父亲的思念之
心，这样的教育一定在孩子心中
留下了温暖踏实的烙印。课堂上
我们能教给孩子的有很多：诚信，

友善、勇敢、坚韧、热爱……有情
感的教育，课堂才会有尊重、信
任、鼓励与关爱，群蚁排衙的书本
知识才会化为滋养学生人格体格
共生共长的养分。让我们用一笔
笔的温情精心打好学生的精神底
色，助力孩子们绽放绚丽的精神
之花。

好的课堂更应该启迪着智
慧。江苏省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
朱唤名老师有言：“没有师生思维
的纠结、碰撞的课不是好课。”文
似看山不喜平，课堂亦是如此。
一堂好课就像一部交响曲，该有
旋律的高低起伏和节奏的快慢
变化。孩子们时而颦头蹙眉、困
惑质疑；时而舒展眉头、满心欢
喜。这样的期待绝不是老师一
言堂满堂灌所能达成的，它是我
们分析学情、设计情境、组织学
习、任务驱动、点评点拨、变式训
练等智慧教学策略实施才可能达
到的境界。

“课比天大”。有幸陪伴孩子
的生命之舟行进，好的课堂呼唤
我们为人师者向着勤学、善思、乐
活 、博 爱 的 素 养 型 教 师 不 断 成
长。《易经》有言：“取法乎上，仅得
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唯志
存高远、勤学努力才能不断更新
教育理念、保持热爱；唯有善思考
的老师才能教出爱学习的学生；
唯有老师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学
生的人格才能健全阳光。因为我
们是孩子们人生关键时期的关键
人物。重任在肩，让我们扬起优
美道德、纯粹学术的风帆，为他们
的生命之旅保驾护航。

研 修
思 旅

□李姗姗

教师节那天，我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一张邮寄过来
的节日贺卡。在信息化如此便
利的今日，还能收到这样的礼
物，实属稀罕。贺卡上的“最寒
冷的日子感谢最温暖的相遇”这
几个字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
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我刚接手文理分
班后的两个理科班。从上第一
节英语课起，最后一排靠墙角
位置的一个女生就引起了我的
注意。毕竟还是九月份，有时
下午还是挺热的，但最后排靠
墙角的那个女生还是戴着一顶
军训帽。都到高二了，学生也
不军训了，为啥这个女生还是
戴着军训帽呢？我正在想着办
法如何帮助这个女生，恰好学
校给每位老师分配了教育扶贫
的学生，而我要帮扶的就是这
位女同学，一个由于家庭贫困
而变得特别自卑胆小的明明
（化名）同学。

明明家是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里共有五口人，奶奶常
年卧病在床，爸爸原先在一家建
筑工地打工，由于一次安全事
故，导致身体活动能力有限。家
里主要就靠她妈妈一个人种着
几亩薄田，农闲时在村庄周围打
点零工来养活这一家人。她的
妈妈，由于整天忙于农活，显得
有些憔悴。她妈妈很歉疚地对
我们一行家访的老师说，明明在
家庭发生变故之前，是一个很活

泼可爱的孩子，爱和别人讲话，
玩伴也多。但自从家庭发生变
故，经济吃紧后，孩子就好像一
夜之间长大了，但是变得特别的
胆小自卑，还经常戴一顶帽子，
好像要保护她自己一样。

明明在学校，主动要求班主
任把她放在最后一排靠墙角的
位置。如何能帮助她走出这种
负面心理呢？我先从心理帮扶
开始。在上课之余的时间，我总
是把她叫出来和她谈心，问她在
学校期间的生活学习情况。那
段时间，我专门还挑了一些励志
的篇章，我们反复阅读，交换看
法。慢慢地，我发现她爱找我
了，谈一些青春期小女孩的心里
话，说一说家里的情况。我问她
在学校的吃住，她很是感恩地
说：“老师，我每年有国家的补助
2500 元，而且住宿费学校免除，
而且每个月饭卡还有不少数额
的补助。”说着这些事的时候，我
明显能感觉到属于这个年龄段
孩子应有的阳光。

帮扶的第二年，有一天她高
兴地给我说：“老师，我们家要盖
新房子，我妈妈说新房子盖好
后您一定要来看看。”在政府的
精准扶贫政策帮助下，她家的
新房子也盖起来了，她奶奶的
病也有了专门的医疗救助，他
爸爸也获得了免费的法律援助
和医疗救助，她家的日子一天天
好了起来。当然，明明的帽子早
都不戴了。

后来，明明跟我商量，根据
自己的学习实际情况，她选择了
一所很不错的高职院校，听说还
是一个很好的专业，真心为她感
到高兴。而这巨大的转变，都要
归功于教育扶贫。教育扶贫就
是春日的暖阳，沐浴着祖国的每
一株幼苗。

再次看着贺卡上的“最寒冷
的日子感谢最温暖的相遇”，对
于我来说，何尝不也是一次温暖
的相遇？遇见了除了传道受业
解惑之外的自己。教师除了教
授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成
为学生心灵的灯塔，让那些精
神低沉，情感孤单的孩子在心
理重压的重重雾霾之下，能感
受到些许的温暖。功不唐捐、
玉汝于成。感谢国家的教育扶
贫政策，让一批又一批的家庭困
难学生拥有了健康的心理，鼓励
了他们勇敢面对眼前的困难，永
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永远奋力前
行，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命运……

帮扶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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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珍莉

那个会说谢谢的孩子那个会说谢谢的孩子

以茶修身以茶修身，，以德育人以德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