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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细微处

育 人 故 事

点灯人

幼 儿 阶 段 的 孩 子 ，年 龄 尚
小，其思维也很天真。他们的思
维角度、表达方式与成年人有很
大的区别，家长在教育他们时，
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以成人的思
维去对待。很多时候，面对我们
认为是不可理喻的问题时，我们
得学会变换角度去看待，千万别
轻易否定他们所谓的“无知”，这
样，才能让孩子成长的天空更加
绚丽多彩。

▶别轻易把看似无知的孩子
当“傻瓜”

在现实中，我们一些家长总
是把孩子表现出的在成人眼中那
些不合语法、不合常理、不合规程
的语言行动看作“傻瓜”行为，从
而压抑了孩子的思维，禁锢了孩
子的个性。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值得家
长们深思：

一位家长在检查孩子的作业
时，看见儿子用“况且”造的一个
句子是“一列火车从我家门前开
过，况且况且况且……”，这位家
长当即把儿子叫过来，训斥：“怎
么这样笨呀！”从那以后，家长总
认为自己的儿子笨，也经常责骂
儿子笨，她的孩子就真变得越来
越笨了。

另外一位家长，儿子用“况
且”造句，也是这样造的一句话，
他看见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像
发现新大陆一样把孩子揽在怀
里，激动地告诉儿子：“你实在是
太有才啦！你竟然拥有我们常人
没有的想象力呢，爸爸今后一定
帮你好好培养这种能力。”说完，
竖起了双手的大拇指。三十多年
过去了，长大后的儿子果然想象
力非比寻常，成就非凡。

上 面 的 小 故 事 ，同 样 的 问
题，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对待，结
果自然不一样。把孩子看似“傻
瓜”的行为，当好奇、好玩的“重
大”爱好，并加以教育引导，以此
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和想象力，这
样，更有助于促进孩子健康快乐
成长。

▶别轻易把孩子无忌的童言
当作“谬论”

由于天真和幼稚，孩子的有
些言行可能在成人的眼中是不
能容忍的，但在孩子的眼中，这
些让成人感到难堪的事情却往
往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所谓童
言无忌嘛。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同样值
得我们家长认真思考。说是有一
位妈妈在检查孩子的学习时，看

见孩子学了《轴对称图形》，就打
算考考儿子，“儿子，你学习了轴
对称图形，能给妈妈举几个这样
的例子吗？”

儿子想了好一会儿，说：“人
的屁股是对称的。”

看见妈妈有点不高兴，急忙
改口说 ：“妈妈 ，你的乳房是对
称的。”

妈妈更是气急了，一个巴掌
打了过去。这位妈妈的做法，也
许有不少家长会认同。其实不
然。要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言
为心声，童言无忌。出自孩子之
口的“屁股”“乳房”等，难道就一
定是我们成人眼中的“黄色语言”
吗？这其实是天真幼稚的孩子真
实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记得哲学家马丁·布伯曾强
调，真正的对话是“从一个开放
心灵者看到另一个开放心灵者
之话语”。其实，孩子可没有家
长那么复杂，我们家长要能听懂
孩子的“童言”，千万不能把它当
作谬论。

▶别急着给孩子的“自私”行
为轻易下定论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一
位小朋友拿着两个苹果，妈妈问：

“给妈妈一个好不好？”没想到，小

朋友看了妈妈一眼，竟把两个苹
果各咬了一口。此刻，母亲的内
心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可令
人惊讶的是，孩子慢慢嚼完后，却
对妈妈说：“妈妈，这个最甜的，给
您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幼
儿阶段孩子的成长，不能急于求
成。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期盼，有
时需要等待。可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家长很爱自己的孩子，也正
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们恨不得
孩子快快成长，他们总希望自己
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强。于是，有
的 恨 铁 不 成 钢 ，对 孩 子 严 厉 无
比，让孩子过早起跑；有的视如
珍宝，对孩子偏爱有加，让孩子
放任自流。其实，这都是不懂孩
子成长规律。要知道，教育是慢
的艺术，教育孩子成长，我们得
学会等待。小朋友咬苹果的故
事给我们做家长的上了一节生
动的课，忍耐有时很疼，但结果
会很甜蜜。

我们家长教育孩子成长，得
学会变换角度去看待，得学会逆
向和多向思维。要知道，天空有
时会阳光灿烂，有时会阴云密布，
只要换个角度来看，天空依然是
绚丽多彩的。

从教近三十年来，我越来
越深刻地感受到：身为教师，我
们具有极大的力量，能够让孩
子们在校园里生活得愉快或痛
苦，教师可以是启发孩子灵感
的媒介，是点燃孩子梦想的火
把，也可能成为制造痛苦的工
具，教师可以让孩子开心，也可
以让孩子沮丧。无论在任何情
况下，儿童是否受到感化与影
响，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的一
言一行。

对所从事的这份职业有
了这样的认识后，我常常提醒
和要求自己，要用微笑与尊重
面对校园里的每一个孩子，尊
重他们天真美好的想法，尊重
他们或开心、或顽皮、或伤心的
状态，尊重并用心对待和他们
每一次见面时的相互问好……
我也时常告诫自己每天要用
积极的心态、平和的情绪去回
应并影响孩子们的成长。

一 天 早 上 ，刚 一 走 进 校
园，迎面碰见四年级的小田
同学，她扎着马尾辫，微笑着
向我问好，我摸摸孩子的头，
用真诚与微笑回应孩子的同
时，和她一起边走边聊了起
来。“今天看着心情不错哦，最
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可以和老
师分享一下吗？”没想到我的
这句话一下子打开了孩子的
话匣子，“老师，我啦啦操比赛
被选入省队啦！”虽是和这个
孩子第一次在校园里进行单
独交流，但孩子的开心以及对
我的信任与真诚让我感受到
了快乐。“是吗？那太好了，祝
贺你哦！你很厉害呀！什么
时候参加的比赛？”我向办公
室走去，孩子也一直跟着我
来到了办公室，兴奋地给我
分 享 着 属 于 她 的 快 乐 。“ 老
师，我是上周去西安参加的

比赛，能进入省队，我可是下
了一番苦功夫的。”“是吗？
我也觉得，能被选入省队，那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
定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能给
老师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秘诀
吗？”孩子越说越开心，从她
赛前如何克服困难坚持训练
到比赛现场的表现一一向我
作了介绍说明。我在肯定孩
子优秀的同时询问了她的班
级和姓名，并在工作笔记本上
做了记录。我告诉孩子，做任
何事情只要用心，只要努力并
坚持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希望
她能不懈努力，在其他方面也
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孩子欣然
点头。借此机会，我还给孩子
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她能用
自己的努力、勤奋与坚持影响
小组的同学，进而影响全班同
学，我给孩子讲了人与人之间
相互影响的重要性，希望她能
用自己的优秀影响身边更多
的同学。孩子愉快地答应了
并向我保证一定帮助身边的
同学一起成长。晨会的铃声
已敲响，孩子向我挥手告别
回班级上课了，我也开始了
自己一天的工作。

早上和小田同学的简短
交流，让我感受到了孩子的开
心与快乐。相信我今天的发
现以及与孩子今天的交谈一
定会给她带来新的目标与希
望。也相信小田同学一定会
将自己的成长与快乐传递给
身边更多的孩子。教育在细
微处，成长在活动中，顾明远
先生的这句话在我耳畔回响，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关
注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每
一个细节，用心关注每一个孩
子的潜质，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引导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语文是一座情绪的大观
园，通过展读来自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的文字，所有的情绪
也随之酝酿着、迸发着，最后，
有的化作一声叹息，淡入窗外
的景里，有的生成一朵花，映
在青春的脸上，有的化作一滴
泪，滴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身为语文老师，我何其幸运，
能在这片最柔软的角落点上
一盏灯。

还记得那节课学的是史
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在品
读着文中母亲那些感人的细
节时，很多同学感动于母爱
的伟大与无私，眼眶湿润了，
窗外的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
下着，教室里的氛围也阴沉
着。我适时抛出了问题：“在
你和亲人的相处中，有没有这
样打动你的细节呢？”数分钟
后，有同学开始诉说，一个，两
个，三个……讲的人动情，听
的人感动，大家的思绪从书本
回到了生活，在记忆里捕捉着
温馨的场景，眼睛里的光彩映
衬着心湖的涟漪。

此时，我却注意到一位同
学，他的脸上似乎写着不屑。
当我请他也分享的时候，他站
了起来，面无表情地说：“我没
有这样的细节。”我一愣，因为
这个孩子的妈妈也经常跟我
交流，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孩
子越来越叛逆，常常是说不到
三句话就开始有火药味。我
无言，只能摆摆手让他坐下。

秋天的雨也像个叛逆的
孩子，越是不希望它下，它越
是下得欢。下了课，突然我的
微信里传来一条消息，是他的
妈妈发来的：“夏老师，孩子的
鞋湿了吗？我给他送了双鞋
放到门卫了，麻烦您让他去拿
了换一下。”我立即折回班级，
把他叫了出来，果不其然，他
穿的单鞋湿漉漉的，我问他：

“鞋子里面也湿了吧？难受
吗？”他有些疑惑地点点头，我
接着说：“快去门卫拿你的干
净鞋子换上，你妈妈送来的。”
他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惊讶地看着我。“快去吧！”我
说完，他才跑向门卫。待他换

好鞋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了一句：“放学回去记得跟
你妈妈说声谢谢！”他没有抬
头，小声地“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他的妈妈又给
我发来微信：“孩子今天回来
跟我说了谢谢，虽然没有其他
的话，但是比起前几天的态度
好多了！”我从她的字里行间
看出了欣慰，青春期的孩子心
里很敏感，有时候他们像浑身
长刺的刺猬，让人不敢靠近，
有时候又如一朵开在角落的
花，渴望着阳光的温暖。

几天后的作文课上，我布
置了一项作业：围绕打动你的
亲情细节写成一篇文章。让
我意外的是，平时作文并不好
的他，这篇作文却写得格外细
腻、真挚。从他的作文里，我
了解到，原来那天早上，他跟
妈妈又吵架了，妈妈说外面下
雨让他换上防水的运动鞋，他
却 故 意 穿 那 双 不 防 水 的 单
鞋。令他意外的是，妈妈竟然
给他送来了鞋，让他后悔自己
的任性。他还写到之前故意
赌气不吃饭，妈妈嘴上说着不
做饭给他吃，却买来面包悄悄
放在门口……我把文章拍照
发给他妈妈看，他妈妈告诉
我，自从那天之后，孩子的态
度转变了很多，每天回家之后
也会主动找她聊天了。看着
母子俩关系渐渐缓和，我心里
也有说不出的高兴。

那天的家校联系本上，他
写了一段话：《秋天的怀念》让
我明白母爱藏在生活的细节
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要珍
惜和母亲的相处时间，用爱回
馈母亲。

没有苦口婆心的劝说，更
没有严厉的批评。我只是上
了一节语文课，抓住了一次教
育契机，就让一个孩子发生了
一点转变。我不由得感叹：这
节课“性价比”真高啊！

语文的外延是生活。而
我愿意做一个点灯人，通过一
堂堂有温度的课，点亮孩子们
心里的那盏灯，让他们看遍生
活的千姿百态之后，仍然用一
颗热忱的心去拥抱生活。

记得上大学时，老师让我们
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
个梦想》，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我
有一个梦想，那该是什么？

后来当了老师，终于知道了
原来梦想就在身边。那就是每个
孩子都能有学上，每个孩子都能
健康快乐地成长。也许这个梦想
很简单，也很单纯，但却没那么容
易实现。我是一个班主任，作为
班主任，除了要带好自己的课程，
更重要的就是教育好每个孩子。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也是无时无
刻不在提醒自己，每天注意观察
每个学生的状态，闲暇时与他们
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有问题及
时沟通解决，让他们感受到我对
他们每个人的关注。我希望他们
不 仅 愿 意 听 我 的 话 ，愿 意 被 我

“管”，愿意呆在这个班集体中，更
重要的是他们能在这个集体中快
乐学习，健康成长。

记得刚接这个班时，班里有
一个叫一凡的男生，三天两头惹
事，一批评教育，立马就承认错
误，过不了两天毛病又犯了。开

始我很烦，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
不叫人省心。有一次，同学又反
映他上课不听讲，不是说话就是
用东西扔别人，还上课听歌，看
小说更是家常便饭。带课老师
批评教育根本就不听。我一听
就 恼 火 了 ，但 这 时 有 一 个 男 生
说：“你们不了解一凡，他是有原
因的，他妈和他爸离婚了，他妈
走了，他爸也走了，几年都没音
信，他爷爷奶奶管着他，他不听
话，他奶奶就骂他打他。他特别
恨他爸妈。”原来，他做这一切都
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证明他
的存在。我真是恨自己，我的心
理学都白学了吗？回到房间我
回想着他的各种行为，想着怎样
才 能 消 除 他 内 心 的 仇 恨 和 痛
苦。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没有父
爱母爱，他的内心该多么的自卑
和无助。面对这样的孩子只有
倾注更多的爱才能抚平他内心
的忧伤。

第二天，我给他奶奶打了一
个电话，去了他家。他奶奶的腿
不太好，走路特别不方便，我没

敢告诉她我的来意，只是说来做
个家访。在交谈中她也不隐瞒
家里情况，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
我。从她的语气中我能听出她
的怨气很大，她恨那个抛弃她儿
子的女人，也恨自己的儿子不争
气，一走就杳无音信。听完她的
讲述我也知道了为什么孩子会
有那样的性格。临走时，我告诉
他奶奶千万不要再把对孩子父
母的怨恨记在孩子头上，孩子更
无辜，需要奶奶的疼爱。我告诉
她孩子在学校很好，经常帮我干
活，学习也比以前认真，让她给
孩子带些换洗的衣服，孩子在家
不听话就给我打电话，我来管。
他奶奶也答应会改改自己的脾
气，让我多费心。

隔天中午吃饭时我把他叫到
房间，给他盛了一碗麻食，高兴地
说让他尝尝我的手艺，他开始还
有些紧张，估计心里在想老师这
是唱的哪出呀。我说：“我昨天去
你家了，对不起，都是老师不好，
老师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总是
批评你，都怪我不好，我郑重地向

你道歉。”可能是没见过老师给学
生道歉吧，他一下子就哭了。也
许真的是太委屈了。我给了他一
个拥抱，说：“我听你奶奶说你妈
妈也是三十一岁，跟我一样大，那
你以后想妈妈了就多看看我，老
师答应你，无论你长多大，你都是
我的孩子。我会像一个妈妈一样
爱你，疼你。”从那以后他就改变
了许多，当然，我也经常给他奶奶
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在学校表现
特别好，也会叮嘱孩子在家要听
奶奶的话。慢慢地，他的眼神不
再迷茫，脸上也有了笑容，也能跟
同学友好相处，还当上了我们班
的劳动委员。

后 来 我 们 班 又 召 开 了 一 次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父母离异的
专题班会。因为班里有四分之
一 的 孩 子 都 是 父 母 离 异 ，成 长
在单亲家庭里，每每想起，总是
为他们的成长担忧。我希望我
的爱，我的付出，我的心理辅导
能让他们有所改变。我希望，他
们都能沐浴着公平的阳光，快乐
成长。

常世民老师，毕业于陕西师
范大学，高级讲师，陕西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担任书法课程教学
工作。他为人和善、敦厚，业务
扎实，施教严谨，诲人不倦。有
幸以常老师为师，缘于父亲和老
师是多年的知交，父亲经常请教
常老师书法上的问题，家里也常
能看到老师的墨宝，父亲念叨，
来客品评，久而久之，我耳濡目
染，不知不觉也爱上了书法。

在 大 学 毕 业 准 备 考 研 的 一
年时间里，我忙里偷闲，终于能
够如愿以偿跟随常老师学习书
法了。

跨入学书法的门槛，我以为
老师会像社会上种种速成班那
样，将我列入方程当中展开魔鬼
式训练，不讲书法原理，不讲书
体流变及其内在的关联，一味地
在用笔技巧上做单项训练，一味
填鸭式地按设计的章法模式反
复打造作品。相反，老师除了让
我了解明白什么是书法、书法与
写字的区别、为什么要学书法、
书法的基本常识之外，更是从成
长的角度对我长远施策，教我坐
姿和执笔的规范习惯；教我画长
线，画蚊香，以提高中锋用笔的
线条质量，增强手腕的灵活性；
教我《峄山碑》《阴符经》，以掌握

字形结构的定位能力和二王笔
法。他说，字形再好看，没有高
质量的线条和精到的笔法支撑，
那只是空中楼阁。他还说，临帖
的目的不是把字写像，而是通过
写像去追寻古人的书写感觉和
状态，从而借百家米煮一锅粥。
写 字 要 注 重 心 手 合 一 ，纸 墨 相
生。铁线篆是中锋用笔的基本
功 ，跟 随 褚 遂 良 可 以 拜 见 王 羲
之 ，可 以 叩 问 草 书 。 他 还 经 常
说，书法与生活是相通的，会扫
地就会用笔，骑单车会拐弯就应
该懂得转与折的原理。他甚至
会说，这一切最终都不重要，是

形而下的，重要的是人的修行，
心正则笔正，技近乎道，书法最
终是写人，写人的性格、学养和
品位。

在教学中，他能及时准确地
把握学生心理，常常一面讲授示
范，一面观察学生的听课状态和
表情，利用有效的时机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树立身边的典型，增
强学生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即使
对领悟力差的学生，也会适时地
从某一角度发现其亮点，并给予
极大的鼓励。因此，在他的课堂
上，学生是活跃的，欢喜的，认真
的。然而，有体验或见证过的学

生都知道老师有根竹鞭，管教也
是非常严厉的。

老师就是这样传授书法之道
和生活之理的，十多年来，他的书
法作品除了参加省内外大大小
小各种书法展览并获奖以外，先
后指导学生参加区、市、省级、国
家级等多项赛事获各种奖项 200
余人次，本人也多次获优秀指导
教师奖。

这就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
他热爱生活，更热爱书法艺术。
在他的工作室里，举目看到的是
秃笔成捆，废纸如堆。他常说，
在书法道路的追求上要有目标
但却没有终极。为此，他不断地
在网络上学习，向名家请教，广
泛汲取营养。在他看来，法乎其
上才能得乎其中，十多年来，老
师曾先后得到过好多位书法名
家的指导。“半亩方塘一鉴开”，
老师正是这样不断地从源头引
来活水。他如饥似渴执着地追
求 ，却 不 为 功 利 。 他 自 拟 对 联

“一榻韦编观世态，三千废纸掩
流光”便是他涤虑玄览，息交绝
游，一心一意追求艺术的写照；

“甘栽介草成奇物，不假浮云寄
落愁”便是他执着固守，清高自
持，且行且珍惜，热爱生活的写
照。在他的作品袋上，没有各种
职 务 和 头 衔 ，有 的 只 是 两 行 小
字：“吾书谓曰小道，诚亦不足，
何不且作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
耳？取去也 ，取去也！”也就是
说，喜欢归喜欢，不必当真，想收
藏就收藏，想扔就扔了吧！

老 师 ，您 就 是 这 样 的 洒 脱
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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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如何对待孩子成长阶段的“无知”
教子有方

□孙琳沫

我的书法启蒙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