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里一直有种奇怪的感
觉：叫“先生”比喊“老师”更
有神圣感，“先生”是标杆般
的存在，“老师”只是众多职
业中的一种。每每想到这
一点就觉得自己无比幸福，
在我求学生涯中就有幸遇
到足以让我喊声“先生”的
优秀师者。

记忆的齿轮转回 40 年
前，小镇中学。

一位身板挺拔，着白衬
衫，满脸春风的男教师正在
教授几何。黑板上，捏支粉
笔，点个圆心，目光扫视，潇
洒 一 挥 ，手 离 圆 成 。 需 要
30°、45°、60°的角，从来
都是赤手。这位老师就是教
我们班数学的刘正才老师。

最有意思的是课后，刘
老师前脚走出教室，就到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总有心里
冒着疑惑泡泡的同学奔到讲
台前，拿着圆规、三角板，比
划刘老师画的图形——完美
重合。

有 道 是 强 将 手 下 无 弱
兵，我们班的男同学常常找
来偏题、怪题、奥数题，以求
难住刘老师。刘老师通常只
是看看，提笔就是完美的解
答。兴致来了，会讲出 N 种
解法，从不需要草稿。

刘老师让我折服的，不
只是数学，也不局限于教学，
他还是个极为干净、整洁的
人。刘老师一年四季都是浅
色衣服，一年四季都干干净
净、平平展展。若干年后，我
也喜欢上了穿浅色，有一点
脏都藏不住，才能提醒自己
随时保持干净。

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
发生的一件事。去西安的班
车上，一抬头，瞧见了刘老
师。那一刻的我激动又紧张，
激动于遇到了年少时最崇拜
的老师，紧张于那时的自己学
习一般常被同学与老师忽略，
刘老师一定不认识20多年前
的这个笨学生。在我正纠结
时，刘老师的目光与我相遇，

率先一句，“张亚凌，赵家村
的”，足以让我如沐春风。

刘老师说起了记忆中的
我 ，概 括 起 来 就 是“ 腼 腆 ”

“文静”“懂事的乖女子”。
说真的，我都怀疑自己的耳
朵——人笨又木讷的我，得
脱胎换骨才可能配得上这些
词儿。可刘老师的记忆有模
有样，以至于我觉得没有更
好不继续努力，都辜负了他
的记忆，辜负了年少的自己。

而今我已从事语文教学
29年，抬头，眼前的书架上摆
着自己出版的散文集，主编、
参编的多部作文指导书籍，
想到自己的历届学生既热爱
阅读又能妙笔生花，我想有
幸再次遇到刘老师的话，我
会说：“看，我靠近了您。”

学生渴望并努力成为老
师那样的人，恐怕是为人师
者最大的骄傲吧？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终
其 一 生 都 在 奋 斗 ，生 命 不
息，奋斗不止，人生因奋斗
而精彩。

我天资平平，智力一般，
天 赋 与 身 高 一 样 ，先 天 不
足。这就决定了我无论干什
么都很难成为佼佼者。但我
又生性倔强，骨子里透着一
种不服输的倔劲，这也驱使
我不会碌碌无为，成为平庸
者。在我求学的十几年里，
开始的时候，成绩很是一般，
但 我 比 别 人 更 努 力 ，更 勤
奋。求学读书本就是一项吃
苦受累的事，有些人能坚持
到底，有些人却半途而废。
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正是我一直坚持，并不
懈奋斗，最后考取了师范，毕
业后顺利成为了一名人民教
师。学习如此，工作亦然。

犹记得刚入职的那几
年 ，初 出 茅 庐 的 我 比 较 张
扬 ，总 爱 表 现 自 己 。 单 位
要编校报，我毛遂自荐，自
告奋勇。“年轻人积极上进
是好事，但首要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领导
的回答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确实，想要
在人才济济、群英荟萃的单位出头，单凭积
极性显然不够，终究还得靠本事。从那以
后，我一方面努力工作，备课、上课、听课、评
课、批改、辅导，与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交流研
讨，向他们学习，做好本职工作。一方面勤
奋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通过学
习不断提升自己，以弥补先前受教育之不
足。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两年后，原
先校报的主编退休了，领导安排我继任，结
果我不负重任，做得比以前更好。

天赋不足，勤奋可以弥补；学历不高，学习
可以提升。只要你肯努力，你一定能超越自
己。不要一直高看别人，也不要永远小瞧自
己，只要你愿奋斗，你就是真正的弄潮儿，你就
是金子。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在如今满地金
子的时代，如果你不主动去出彩，不积极去闪
光，没人会知道你的含金量，所以，在人才遍
地、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在努力学习
中积蓄力量，更要在拼搏进取中展现自己。

弹指一挥，我已步入四十岁，参加工作亦
二十年有余。通过努力奋斗我迈进了优秀者
的行列。我不仅成长为县区优秀教师，还是
地市教学能手，在省市县举办的“试题命制”

“作业设计”“三优评选”“教学竞赛”等各项
活动中屡获大奖，是学校公认的权威，也是
县市评选的骨干，但我没有停止奋斗的脚
步。老骥伏枥，年近五十的同事还一直俯下
身子埋头苦干。花开正艳，一群二十大几、三
十出头的小青年昂扬进取，正奋力追赶。如
今，我们身逢最美好的时代，正是大有作为之
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奋斗。所以，四十
不是奋斗的起点，更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奋
斗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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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理坤

从教十七年，最快乐的日
子一定是教师节。这一天，职
业的自豪感爆棚，铺天盖地的
鲜花掌声，政府部门、学校单位
召开盛大的表彰大会，手里捧
着鲜花和奖状、脸上洋溢着欢
喜和幸福，镁光灯聚焦这一刻
精彩绽放，万众瞩目之下光辉
荣耀，值得铭记一生一世。

教师节恰在开学初，同学
们刚刚度过暑假，许久未见分
外亲切，班委们忙碌着设计节
日小惊喜，课代表们跃跃欲试
在便签纸上写写画画、口中念
念有词，我和科任老师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头：讲桌一尘不
染，一大束姹紫嫣红的花芬芳

四溢；黑板上一行漂亮的彩色
大字“教师节快乐”，手绘的彩
旗、气球栩栩如生；老师们一
进 门 ，班 长 一 声 响 亮 的“ 起
立”，学生们使出洪荒之力喊
着：“亲爱的老师，节日快乐！
感谢您的辛勤教诲，祝您身体
健康、笑口常开！”那声音排山
倒海、震耳欲聋、令人陶醉……
课前五分钟仪式感十足，我总
是偷偷躲在教室最后，用相机
拍下这动人的时刻：老师幸福
的 笑 和 泪 ，敞 开 心 扉 情 难 自
禁；孩子们欢快地歌唱，点亮
一方天空，多么美好的青春时
光啊！

上完课，马上一群小可爱

围拢过来，一份份小礼物高高
举过头顶，“老师，这是我最爱
吃的棒棒糖！”“老师，这是我
自己制作的贺卡！”“老师，我
送您一本心爱的图书！”我常
常感动得不能自已。在天真
烂漫的孩子面前我一度手足
无 措 ，不 知 道 该 拒 绝 还 是 收
下，后来我明白，这些精心准
备 的 礼 物 其 实 就 是学生们真
诚的心意，我怎能辜负了他们
的好意？我高高兴兴地接纳，
这些用心的小礼物抚慰着世
事沧桑，仿佛所有的得失荣辱
都 烟 消 云 散 ，只 留 下 一 片 澄
澈、满心赤诚。

我从箱子里取出来准备已

久的小物件，精致的书签，檀木
的、金属的、塑料的、纸张的都
有，上面镌刻着一串串辉煌的
名字“清华”“北大”“复旦”等名
校、“北京”“上海”“南京”等城
市，那是寒暑假陪家人旅行的
成果，每到一处我都会细心珍
藏，更把这一份热切的期望传
递给每一位学生；我会选择给
每人写一封简短的信件，点点
滴滴的小事，回忆美好时光、寄
托无限憧憬；我还会赠送给同
学们一本个人文集，那本书里
记载着师生相逢相识相知的感
人故事……幸福的日子里，在
对等的崇敬与师爱中释放全部
快乐和满足——教师节，也是

真挚师生情的浪漫表白日，因
为珍重，隽久永恒！

每年九月十日，老师们的
手机铃声不断，问候电话、祝福
短信应接不暇，每个人的笑声
都格外爽朗；办公室总会迎来
成群结队的“不速之客”，刚毕
业的学生、老几届的弟子、阔别
多年的得意门生，呼啦啦一下
子涌进来，里三层外三层把恩
师围在核心，汇报现在的成绩、
表达深切的思念、展望美好的
未来，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健谈
的老师频频点头、严肃的老师
喜笑颜开，好像眼前高高大大
的壮小伙、大姑娘从未离开，却
突然变得成熟稳健、彬彬有礼，
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却无言以
表，拍拍这个肩头、握握那个手
掌，内心充满慈父慈母的疼爱。

教师节，奋战在教育战线上
的我们尽情享受快乐的日子，虽
然未必拥有假期和福利，但是有
许许多多亲爱的学生陪伴，便觉
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老
师们，节日快乐，幸福永远！

□张喜鹊

日子如诗日子如诗，，且吟且行且吟且行

□张亚凌

努力中，我靠拢了您

教 师 节 快 乐教 师 节 快 乐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
浪天地宽。陕西省教学能手评
选落下了帷幕，回顾自己的参
赛历程，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一
路走来成长的印记，感受到了
教育的最大幸福是个人的专业
成长，是努力靠近光、追随光、
成为光、散发光的过程。这样
的一段经历磨砺了我不畏困难
的意志，也使我更加明晰了未
来努力的方向。

名师引领，追光前行

第一次参加赛教，对比赛
规则和评分标准都不了解。备
赛之初，我曾迷茫、不知所措，
看着厚厚的教材，无从下手。幸
运的是，各位名师、专家热情真
诚地给予了我帮助，他们在我迷
惘之际像一盏明灯指引了方向，
为我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也
以 实 战 经 验 帮 我 打 磨 备 课 思
路。我深知自身不足，所以常怀
空杯心态。在他们的指导下，我
开 始 静 下 心 来 研 读 英 语 新 课
标，尤其是课程理念、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和教学建议部分。由
于理论基础尚浅，我有时会遇到
晦涩难懂的句子，他们便不厌其
烦地对我进行指导，往往一通电
话就是一个多小时。新课标指
导我如何将语言、思维和育人有
效融合，如何践行学思结合、用
创为本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如
何落实教学评一体化。我认为
理论学习应一直贯穿始终，且
边学边用，边用边悟。所以，无
论走到哪里我都背着一本新课
标，它见证了我点滴的进步与
成长。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人人都会羡慕别人收获时
的惊艳，却不曾知道耕耘时的辛
勤。这句话是我今年参加完赛
教最深的感触。市赛范围是两
本书，省赛范围是四本书，每一
课都需要认认真真地备，万不可
有侥幸心理。备课之前先研究
教参，再研究教材，不光要认真
备课，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练
课、磨课。我想每个参赛老师可
能都因时间问题而苦恼过。我
每天完成教学工作后才能专心
备课，作为班主任，还需处理一
系列的班级事务，时间就更紧
了。六月份学校举行了篮球赛、
艺术节等校园活动，我还要组织
学生排练，指导他们参赛，所以
只能在安静的夜晚梳理思路。
其实，无数次我都在与时间、精
力，还有自己作斗争。尤其是每一
次磨课之后，都会发现需要改进的
地方还有很多：教学设计缺少深
度、没有凸显新课标理念、课堂节
奏把握不当、语速过快……当一
次次自我否定的时候内心的压力
很大，但是，我却从未想过放弃。
我知道，一棵大树只有将根扎得
越深，才能长得越高大。

聚沙成塔，厚积薄发

能参加省赛的选手都卓尔
不群，实力非凡。所以，心理上
的重视和行动上的落实不容马
虎。但如果一味地这么想，那无
疑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在我
看来，心态尤为重要。大家的能
力不会相差太大，但临场发挥却
影响很大。所以，当我走进省赛
的考点后就默默告诉自己：在这
个高手如云的地方，好好享受比
赛的过程就好了。抽到课题后，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便开始
写教学设计、制作教具。站上讲
台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从容。
当我讲完课的时候，下课铃声刚
好响起。我庆幸，自己将最好的
状态展示了出来。

获得省级教学能手的荣誉，
是肯定，也是鞭策。虽然每一次
比赛都承受了孤独与煎熬，但一
场场的赛场磨练让我遇见了更
好的自己。站在比赛的讲台上，
与优秀的同行同台竞技，才能促
使自己汲取成长的养分。一次
次的磨课是对心态的巨大挑战，
备赛过程是艰辛的，但回想起来
却是有滋有味。“玉经磨琢多成
器，剑拔沉埋便倚天”。我始终
坚信，容易的路会越走越难，困
难的路会越走越易。学无止境，
我将执着于理想，努力于当下，
勤学善思，做一名追光者，向教
学更深处漫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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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梦
洁

“一群人，一辈子，且吟且行，
优雅到老。”第一次接触吟诵，就喜
欢上了这句话，喜欢上了这种特别
的读书方式。

吟诵，古称“读”，是我国古代读
书人诵读诗文的方法。自先秦以
来，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流传至今。

不知不觉间，跟随魏老师学习
吟诵已走过了好几个年头，从《道
德经》学习到《诗经》吟诵，从开始
的一知半解到后来的逐渐熟悉，从
最初的学腔学调到现在的深入体
悟，每一篇、每一首都留下了深深
浅浅的足迹。吟诵带给我的，不只
是诗文的积淀，还有处事的淡然、
心情的愉悦。

从小，我性格内敛，加之五音不
全，因此不太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

自己。自从学习吟诵后，我发现吟
诵竟然可以弥补我的这些不足。遵
循规则跟随节奏，我一句句学着，一
篇篇听着，一首首吟着。午休时，边
改作业边听；上下班的路上，边走边
听；外出的公交上、地铁上，也留下
了我边听边学的身影。睡前，我也
要听上一会儿，吟上一会儿，这样才
睡得踏实。受我的影响，儿子也慢
慢对吟诵有了兴趣，时常跟着我一
起聆听吟诵公益课，爱人也时不时
会哼上几句，与我合拍。吟诵成了
我们睡前最美好的时光。从吟诵学
习群内的语音吟诵到视频展示，再
到视频号发表，从每月雅集到函谷
关万人共吟，到诗经里千人吟诵会，
再到名师之路现场展示……渐渐
地，我发现我也可以吟得那么好听，

不怯场了，站在任何一个舞台上自
如了、自信了。

课堂上，我把吟诵带给我的学
生们，教他们吟诵自己的名字，吟
诵课本上的古诗、启蒙读物、《道德
经》《诗经》等，学生们在点点滴滴
的学习中，感受着吟诵之美，感受
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吟诵的
小种子在他们心中慢慢生根发芽。

边学边吟、边吟边写、边写边
思。回望学习吟诵的历程，一路汗
水，一路书香。《小学生必背古诗75
首》《道德经》《诗经》等，篇篇章章
张口能吟，上万字心得感悟……有
看得见的收获，也有看不见的成
长，更有满满的正能量。

吟诵，让日子时而如诗，时而
如歌。且吟且行，优雅到老。

不要看一节课怎么成功，要看
就看它怎么失败，其本义不是说我
们不需要青睐鉴赏一节课的成功，
而是说我们要学会建设性地处理
一节课的失败。因为任何一节课
不可能完美无瑕，毫无“败笔”。试
以一名青年教师公开执教《一幅名
扬中外的画》为例，说说怎么建设
性地处理失败。

前不久，笔者应邀到某校听教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并全过程参
与其评课。评课伊始，教导主任满
怀激情引导听课老师们点评，你懂
得的，同侪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
评自然是“鲜花、掌声与大拇指”的
应景之评。当然，认同优长、汲取
营养，加以褒扬，无可厚非。然而，

评课终究不是为了走过场一味地
“粉饰”，而是达至“评是为了不评”
的问题“治愈”。从这个角度讲，教
学中业已曝光的失败，我们焉能充
耳不闻、视而不见？

如果我是教者，这节课有三
个细节值得自我叩问——一是课
堂上“我”从左到右快速打开网购
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打开的顺
序和速度是否正确、合适？为什
么？二是整节课 99%都是“我”问
生答，当有两个学生“随心所欲”
主动提问“传神”是什么的时候，

“我”理会了吗？为什么？三是名
扬中外，从课文内容能证明此画
名扬“国外”吗？这个问题“我”怎
么 处 理 ？ 为 了 保 全 执 教 者 的 面

子，又为了诊课的疗效，我策略地
提出两点建设性地处理失败的自

“诊”自“疗”建议：第一个策略是
“自我疏远”。在反思的过程中采
用第三人称视角，不是问“为什么
我会失败？”而是问“为什么张三
失败了？”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
疏远有助于缓和我们消极的情绪
反应，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令人
不安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它
应该意味着失败对自我的威胁较
小，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分析
失败的原因——而不是防御性地
把头藏在沙子里。第二个策略是
给张三提建议。心理学家实验测
试发现，帮助别人的满足感可以
提升个人的自信，使人们更有信

心面对自己的失败。
执教老师颇有颖悟力与行动

力，先是采取“自我疏远”，再是给
张三提建议，然后把张三置换成自
我，接着以《一课“三败”，“三败”一
觉》为题，开展自“诊”自“疗”。

经此一课“三败”唤醒我的一觉。
一觉：走出旧我，奔向新我。

我在课后于长桌之上，从左到右，
徐徐展开《清明上河图》，不，徐徐
在我心里展开《清明上河图》……
我在课后找到课上主动质疑什么
是“传神”的两个孩子，我真诚地
和他们说了声“对不起”……孩子
们看着我的眼神，说：“老师，我们
懂了……”

我在课后查阅了资料，看到一

个外国人在 BBC 的中国故事系列
纪录片中，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本精
装版《清明上河图》，一脸兴奋地对
着镜头滔滔不绝：这是存于世界上
最传奇的东西之一！它早于欧洲
文艺复兴 400 年！你仔细看，这画
上有大街小巷、酒馆饭店，这些建
筑全部都有真实原型。这是王员
外的家、杨郎中的诊所、孙羊正店、
赵太丞的住宅……当时的宋朝已
经取消了宵禁制度，夜生活丰富了
起来，开封城空前繁荣……接着，
他盛赞道：这幅图体现了对人类价
值的尊重，它展现的是一个多数人
的城市，而不是少数人的城市，它
描绘的是普通人生活的城市，而不
是国王、武士和教堂……透过一幅

宋代画作，看到人本思想，这个老
外的视角，着实犀利。

……
“失败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

分。如果你从来没有失败过，那可
能是你的目标定得太低了。”舍斯
塔说，“通过学习面对失败，并从这
些教训中学习，你可能会发现通往
成功的道路变得更容易了一些。”

是的，人真正发生改变，是内
心开始反省的那一刻。那一刻，
对我而言，不就发生在《一幅名扬
中外的画》自“诊”自“疗”的“诊”
课之时？

自“ 诊 ”自“ 疗 ”的 复 盘 是 有
意义的失败，是迈向成功最好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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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修
思 旅 不要看一节课怎么成功，要看就看它怎么失败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自“诊”自“疗”

□孙建锋 罗秀珍

乐艺风采

大大 生我 心 中 的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