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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风采

我身处一个年轻的学校，校领
导十分重视学生多样化发展，带领
建设了各种各样设备齐全的多功能
教室。其中，一间航空航天创客教
室，是我工作之余常去的地方。

切割航空模型、制作火箭模型、
靶机、KT板纸飞机……身为小白的
我，偶然的机会可以跟随专业教师
学习。每一次的课程都让我感到惊
喜，也让我在这一领域收获到了全
新的知识与技能，丰富了我课后的
生活。“双减”之下，课后服务在学校
落地，我也尝试着带领面向高年级
热衷航模的同学开展航空航天创客
课程，将自己所学的技能再传授给
社团的孩子们。

从拼接罐子作为筒体，再连接
绸缎材质的降落伞，最后到安装箭
头、尾翼，每一步看似简单，但对动
手能力与精细程度要求很高，对日
常缺乏动手制作物品经验的孩子们
来说，制作起来还是比较难。不过，
正因为难，当经历反复尝试、琢磨，
最终成功制作好，这就是一个特别
的成长过程。“咻……”当看到自己
带领的几位孩子制作的火箭模型冲
上校园的天空时，听到其他观摩的
孩子“哇……”的惊叹声，我顿时感

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而我，身为一名班主任，也看到

了自己班级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注
视着航模眼睛在发光的时候，我能
真切地感受到孩子们心中的航空梦
和难以掩藏的向往，我希望也能带
领他们多接触航模，让孩子们都能
动手制作火箭模型，让航模承载着
梦想一飞冲天。

那么，如何将这工作之余的爱
好，带给自己班级的孩子，让孩子有

更大的收获呢？我想了相应的方
法，延续班级的奖惩制度，只不过奖
励从日常的文具，转变为奖励航空
模型、激光切割参观、火箭制作等方
式，以此新颖的方式来激励孩子在
学习上能不断前进。

因为航模在生活中离这群孩子
还很远，仅是口头描述，他们难免没
有概念，因此，为了让他们脑海中有
具体的印象，我常常会拍摄一些视
频或在班级展示航模，以此激励他

们“动”起来。制作火箭模型的过程
中，常常需要用到美工刀、热熔胶等
较为危险的物品，所以面对班级这
些二年级动手能力还相对薄弱的孩
子，每当需要用到这些工具时我便
手把手进行辅助。

建模、调试、试切、微调、切割，
我也只是一个小白，即使需要经历
不断地试错，但将航空拼接模型送
到孩子的手上，得到孩子那满心欢
喜的回应后，心里也美滋滋的。

“孩子特别开心”“孩子一回来就
炫耀着自己拿到了独一无二的航模”

“孩子爱不 释 手 ，吃 饭 都 还 拿 着
看”……每每收到家长们的反馈，
我心里满是欣慰和开心。希望这
一点一滴，都能成为他们追梦道路
上难忘的经历。

“老师，我们今天学习
《金色的草地》吗？我已经
预习好了。”校门口，未见
其人，先闻其声。伴着小徐
同学清脆的声音，她已经大
步流星走到我旁边。还没
等我搭话，她继续自顾自地
说 道 ：“ 今 天 我 带 了 橡 皮
筋，体育老师让我们带来
的，我想在教室里玩……”

“ 老 师 ，我 同 桌 没 带
笔！”书声琅琅的教室里，
小徐同学拍了拍我正在测
体温的手，示意我低下头听
她的小报告。

课堂上，正在提问环
节，坐在窗边的小徐举起
了手，真不容易呀，这次居
然举手答问，于是我叫了
她的名字。她站起来说：

“老师，外面有一只蜜蜂。”
我看着紧闭的窗户，脑袋
里顿时一片空白，课讲到
哪里了？

小徐同学一路小跑而
来，眉头紧拧着，边说边拉
我 跟 她 走 。“ 老 师 ，你 快
来！刚才课间李小远推了
梅小晴！”下课我刚从教室
出来走到办公室，还没来
得及坐下。于是我又火急
火燎地跟着小徐同学回到
了教室，找到梅小晴一检
查，问明原委。虚惊一场，
啥事也没有，原来就是李
小远经过她身边时碰到了
而已。

从进校门开始，小徐同
学的小嘴巴就像关不紧的
水龙头，滴答滴答……就没
有停下来过，无论是课堂，
还是课间，她总是能找到各
种问题来向我报告。

刚开始，我还是很有耐
心地解答她的问题，处理她
的小报告。到后来她连中
午吃了几碗饭和什么菜也
要来说一下时，我真的觉得
有些不耐烦了。该怎么让
这张“喋喋不休”的爱打小
报告的小嘴巴变成“能说会
道”的巧嘴巴呢？我不禁陷
入了沉思。

其实仔细想想，她每
一次打小报告都有值得表
扬的地方。询问是否上新
课，表明自己预习任务完成
了——主动学习。发现同桌
没带笔——关心他人。发现
窗外有蜜蜂也知道举手发
言——遵守课堂纪律。课
间言过其实的报告——维
持班级秩序。想要变成巧
嘴巴，应该也不难。

于是，我找到小徐同
学 ，一 一 肯 定 了 她 的 做
法。并且决定让她担任班
级课间纪律督察员。但同
时也告诉她这是一个艰巨
的任务。班干部要以身作
则，先自己想办法解决问
题，解决不了的再来找老
师。我和她一起回顾了一
天中来找我的各项事宜，
我让她先想想哪些事情是
可以自己解决的。她想了
一会儿说：“我告诉您我的
预习任务完成了，是想得
到表扬。橡皮筋的事我也
知道了不能在教室玩，很
危险。同桌没带笔我可以
借给他……”

听了她的自我分析，我
发现她思路清晰，很会处理
问题。来找我瞎唠嗑或者
打小报告都是想得到老师
的关注和表扬。这就简单
了，于是我放心地把班级课
间纪律督察员的任务交给
了她。第二天，早读课她都
端正地坐着，认真学习。整
个课间，她一次也没来办公
室找我，一直忙碌地处理同
学们的小问题。

周五的班会课上，我发
给小徐同学一张“负责小干
部”的表扬信，她非常高兴
地接受了。

十指长短不一却互相
配 合 ，团 结 合 作 ，使 万 千
事 物 掌 握 于 手 中 。 每 个
班 级 的 学 生 又 何 尝 不 是
纤 纤 十 指 呢 ？ 各 有 特
点。不必强求整齐划一，
找到自身特点，各司其职
才是最合适的。

伫立在校园量化评分
板面前，我凝视着出勤所
扣的分值。本周班级因为
个别同学的迟到，又扣了
几 分 ，名 列 级 部 倒 数 第
一。对于一名初任班主任
的女教师来说，面子着实
过不去。

了解情况后，我找到了
“惹事者”。“小芬，说说你
最近怎么回事，天天都来这
么晚？”面对我的斥责，她
低着头，紧捏着双手，轻声
地回答：“老师下回不会晚
了，请原谅。”鉴于她一直
是名懂事的学生，认错又真
诚，我也没有太多地过问，
得到她的承诺后，便让其回
去了。

自此几个星期，班级
再也没有因迟到而扣分。
心中不免对小芬的听话而
称赞。然而，我却注意到
了一些异样。因为她的家
在本地最偏远的地方，对
于那里的学生来说中午一
般是不回家的，多数交了
餐费在学校用餐。而她却
天天回家，好几次见她踩
着中午的铃声进入教室。
于是在一次中午她进入教
室的时候，我叫住了她，询
问相关情况。她吞吞吐吐
地 说 ：“ 老 师 ，我 没 迟 到
吧？”表情中有些不安。“没
迟到小芬，你是个听话的
孩子，是不是你的家里有
什么困难啊？经常见你中
午回家。”在她的叙述中我
才知道，原来在她上小学
六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
出了一次车祸，爸爸在车
祸中丧生，妈妈也瘫痪在
床，至今腿脚不便。因为
要 照 顾 妈 妈 和 幼 小 的 弟
弟，她需要早上和中午做
饭，同时还要照顾弟弟上
学。在和我诉说这些的时
候，她的声音有些哽咽，眼

圈有些湿润。她是个成绩
和各方面都表现很好的孩
子，但对于十四岁的孩子
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在她
坚强的背后，我也看到了
疲惫、无奈和伤痛。同样
作为一位孩子的母亲，我
顿时感到一阵的心酸。“抱
歉，小芬。怪老师没有深
入了解你的情况，以后你
早晨和中午可以晚到校一
会，把妈妈和弟弟照顾好
再来吧。”她答应着，一滴
泪 滴 了 下 来 ，“ 谢 谢 ，老
师。”

此后不久，我打算着去
她的家里看一下，更深入了
解一下情况，正好全市上下
开展“万师访万家”活动，
于是利用此次机会，叫上学
校扶贫办的同事，一同到小
芬家中去。看到她的妈妈
卧病在床，一个上一年级的
弟弟也在为她妈妈端水的
时候，让人心里更是感到不
是滋味。

为了给这个困窘的家
庭增添一丝的温暖，尽作为
一名教育者的义务与责任，
我们在年度扶贫申报中，把
这个家庭的情况作了申报，
希望通过减免校服等方面
的费用来减轻一些负担；而
后我们又号召全校师生为
其家庭捐了款。最后联系
镇扶贫办，希望通过政府的
力量为其家庭申请低保，尽
最大的努力献上一份爱心，
传递一份真情，让这个家庭
从困境中走出。

预备铃响了，又看到小
芬按时走进了教室。

“ 老 师 ，我 没 有 迟 到
吧？”曾经的询问又萦绕在
耳畔。我笑了笑，多好的孩
子，希望她的世界多一片灿
烂，希望贫困的生活是暂时
的，希望她坚强地走向未
来、拥有爱的世界。

刚站上讲台时，许多人问我，为
什么会想成为一名教师？这个问题
很难回应，备选的答案不少，但一时
捋不清最想说的那个。也许是因为
小时候常听的那一首《每当我走过
老师窗前》，歌词中呕心沥血写教
材，映在窗前的身影让年幼的我心
中激荡起一阵阵暖流；也许是因为
白居易的那句“令公桃李满天下，何
用堂前更种花”，裴度即便不种花亦
能芳名远播的本事让我十分羡慕和
向往；又或许是韩愈的那一句“道之
所存，师之所存也”，告诉我道理存
在的地方，先生就会一直存在，于是
在我心里，老师从此与崇高、正义画
上了等号。步入教师生涯的第二
年，我对这一份事业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我渐渐清晰，真正让我走上
教育这条路的还是你，你那清澈的
眼眸……

一

2018 年夏天，我作为大学暑期
实践活动的带队研究生之一，带领
十多名不同专业的师范生去到安徽
濉溪中学支教。濉溪位于安徽、山
东、河南三省交界处，是一座远离喧
嚣的小县城。许是受小城气质的熏
陶，那里的孩子非常纯朴、懂事，更
难得的是，他们在学习上也是异常

勤快、上进。听教务主任说，学校很
多孩子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精力
和能力参与孩子的学习，班主任和
科任老师就要像孩子们的父母一
样每天陪伴他们。对于老师的付
出，孩子们也心怀感恩：食堂的饭
菜不是那么可口，光盘却是孩子们
不成文的约定；学校仅有一处集中
打水点，孩子们便早晚轮班，让办
公室和教师宿舍时刻有热水用；濉
溪农田多蚊虫，孩子们在熄灯前一
定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老师送蒲扇和
蚊香……

印象最深刻的是支教结束的前
一晚，几个孩子带我们去学校附近
的田垄散步，也许是知道我们将要
离别，孩子们说了很多感受。有一
个女孩子，我曾在早自习的时候指
导她背诵文言文的方法，那天我骑
着车，后座带着她。

“老师，你要回你的学校了吗？”
她问。我回答，是的。

“真好。老师，我之后会努力加
油，也考到你们的学校！”

“加油！”我觉得女孩的决心有
三分钟热度的嫌疑，便笑着问：“只
是因为遇见我们，就想来我们学校，
不考虑其他学校？”

“只要是大学都好！因为你们
告诉了我们很多课本学不到的知

识，你们的自信和善良让我觉得大
学一定非常美好！”她不好意思地笑
了，又说：“老师，明天我要上早自
习，不能送你们了，我唱首歌送给你
吧。”于是她就唱了一首《稻香》。

车轮向前，微风徐徐拂过面颊，
不用回头，我也能想象到女孩彼时
的眼眸，一定灿若星辰。

二

什么是做教育？我的大学老师
曾分享给我一个观点：做学问是聪
明人下笨功夫。孔子曰“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我想做教育也是如此。
教育的功夫不仅要下在学生身上，
也要下在提升自我上。我们学校愿
意静下心来做教育的老师有很多，
和我一个团队的王宝娟老师就是其
中一个。王老师虽然年逾五十，到
了快退休的年纪，但上起课来一点
也不含糊，备课、阅读不落后于学校
的小年轻。有一次她备《月相》这一
课，办公室循环着《水调歌头》，当时
我眼前的情景是：她正翻阅教材，埋
头做着要布置给学生完成的试卷，
教材里面几乎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批注，试卷上也记载了很多
拓展题，是她多年以来的积累。这
样的情境，我想是值得铭记的，我不
用打扰她，也能想象到她彼时的眼

眸一定清澈如水。以师德养学，方
能立学；以师德养教，方能立教。严
于律己、对工作高度负责从此列入
了我的自我期待。

三

正式成为教师后，我曾因为班
上调皮叛逆的学生多而沮丧、懈怠
过，也曾因为新一线城市高昂的房
价动摇过教育初心。直到我遇见了
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七一勋
章”获得者、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校长张桂梅。

进入大山后的她最大的困难不
是学校条件的简陋，而是大山女生
贫瘠的精神意志、脱贫的艰辛。要
把大山女子从“穷坑里拔出来”谈何
容易，“今天只要我们在，就会守住
这块教育扶贫的阵地”，张桂梅像一
面精神旗帜，在贫瘠的土地上为贫
穷学子带去改变命运的希望，也让
无数有教育情怀的教师寻到了知
音。我不用与她们面对面相视，也
能想象到她们彼时的眼眸一定坚毅
如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热爱人民、拥护党的领导、忠于
人民教育事业刻进了我的记忆。

一首《稻香》、一次备课、一面精
神旗帜……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不
断地让我坚定教育之路。

恩 师 黄 玉 春 ，是 我 上 小 学 时
候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她个子
高挑，乌黑的长发散发出青春的
活力，一双炯炯有神且睿智的眼
睛，举止优雅，穿着得体，让我印
象深刻。

黄老师白天教书育人，下课以
后要带两小孩，边做家务边批改学
生的作业，那种辛劳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她从来没有叫苦请假，也没耽
误对我们的教书育人工作。

1971 年，我转到四川省简阳市
城关一小二年级二班时，由于我上
学晚，学习基础也不好，学习成绩总
赶不上来，我也就成了班上活跃的
同学欺负的对象。

我因为长期在高原生活，脸上
黑里透红，人们都称其为高原红，这
个相貌成了同学们课余时间嘲笑议
论的话题。一时间同学们私下给我
起了“傻大哥”“黑蛋”“红苹果”“拖
油瓶”等外号。

为此，我和同学们吵过，甚至还
动过手。

我经常是一个人孤独地背着书
包去学校；课间一个人孤独地玩；放
学一个人孤独地回家。

我暗自思忖什么时候才能与
别的同学打成一片，一起学习，一
起玩耍，也梦想着能有一天当上学
生干部。

黄老师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
亮了我。

她明察秋毫感觉到班上有一些
不好的苗头，及时在班上正面地教
导大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
海，为了学习走到一起来，大家要团
结一心，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黄 老 师 一 家 四 口 人 ，住 一 个
不到 15 平方米的小平房。就在这
样的条件下，老师几乎每天放学
后把我带到家里吃晚饭，饭后给
我补习功课。为此黄老师家的两
个小妹妹，经常和她妈妈闹意见，
甚至还驱赶过我，时间长了，两个
小妹妹和我也融洽了起来，把我
当成她们的亲哥哥一样对待我，
亲如一家人。

黄老师不但教我知识，还教会
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她说：“因为
你年龄比其他同学大，希望班上个
别同学对你不良的行为你不要太往
心里去，你是一个大哥哥，做出榜样
来，同学们会逐渐与你融洽相处，关
系会好起来的。”

黄老师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
困难，一定要有自信。自信是一种
力量，有信念，才有希望！”

黄老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
谈话，打开了我的心结。我上课认
真听课，不懂就问，向学习好的同
学学习，主动和同学们说话，与同
学们交往。我与同学们的误会及
班上的那种尴尬局面慢慢地得到
了消除。

在黄老师的心理疏导、学习辅
导，慈母般的关爱和呵护下，我从一
个被别人看不起、也很自卑的丑小
鸭，慢慢地成长了起来。

两个月以后，黄老师任命我为
二班的分队长。

其实我自己知道，那段时间代
课老师也是不看好我的，甚至对我
颇有微词。整个班上、乃至学校只
有一个人，不离不弃，力排众议，顶
着压力站出来关心我、帮助我、力挺

我，那个人就是黄老师。
让我当了分队长，那一夜我辗

转反侧，夜不能寐，并且落下了泪
花，这个泪珠五味杂陈，是感动，是
意外，是惊吓，更多是惊喜。我就在
心里暗暗发誓，要以实际行动来报
答黄老师对我的期望。

黄老师让我当了班上的学生
干部后，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我
各方面一天比一天有进步。积极
报名参加了篮球、田径队；我在班
上组织成立了“学习雷锋小组”，
我当选为组长，我们小组还被评选
为学校的先进；我各科学习成绩有
比较大的进步，考试分数一次比一
次高；我给学校写了长达 11 页纸
的合理化建议，当时成为学校广播
每天播送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建议
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及同学们的
肯定和赞扬。

感 谢 黄 老 师 ，在 我 心 情 最 难
过、最郁闷之时，对我人生起点的
启蒙教育，特别是让我当分队长，
可以说是我人生的里程碑，掀开
了我后来当学生干部的序幕，使
得我后来在初中、高中、技校都做
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大学做班上
的班长，读研究生时，做班上的学
习委员……

古语有云：“一日为师，终生
为父 。”

毛主席曾对恩师徐特立先生说
过这样一句话：“您过去是我的老
师，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
我的老师。”

黄老师，您是我人生中第一位
恩师，也是我终生的恩师！恩师永
铭记，师恩久难弃。

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
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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