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同学在我班上的成绩是中
上等，平时大大咧咧，有自己的个
性，能维护班级荣誉，但偶尔也会
和老师顶嘴、上课吃零食等。由
于五年级学生处于自我意识发展
的迅速时期，因此她有时会不服
从老师的管教。

本学期开学一个月后，为了
检验学生前两个单元的学习情
况 ，我 在 班 内 开 展 了 一 次 小 测

验。在检测中，王同学一直在东
张西望，在我看来，她是在寻找机
会抄别人的答案。我通过叫她的
名字、盯着她看，以此来告知她：
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小伎俩。在多
次眼神、口头警告后，她干脆趴在
桌子上，索性不写了！测验结束
后，我安排小组长将卷子收起来，
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老师，她
在抄！”我抬起头看见一群人围着
王同学，王同学此时正在奋笔疾
书。我当时一股火上来，没有给
她解释的机会，径直走到她的身
边问：“你交不交？”她抬头看着我
说：“老师，我没写完呢！”结合她
刚才的表现，我的火气更大了，当
着班内大部分同学的面，将她的
卷子撕了，并且撕得十分碎。班
级内突然安静得好像空气静止了
一般，我在同学们惊异的注视中
气愤地走出了班级。

回到办公室后，我的气消了大

部分，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我的
脑海中浮现了刚才的画面，在心中
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给她解释
的时间？她是女生，这样子，她一定
很没面子。她的卷子被我撕了，我
该如何知道她这一个月的知识掌握
情况？同学们一定被我刚才的举动
吓坏了，他们会怎么想我……”在
重新反思了事件后，我十分懊悔自
己的举动。但是碍于“我是老师”

“我是大人”的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我选择了无视，无视自己的内心，
无视她的感受。

但是，出于一个老师的责任
心，我需要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
的知识点掌握情况。于是，我叫
来了班长，让班长把她被撕碎的
卷子拿过来。不一会儿，班长拿
着被“Hello kitty”贴纸粘满的卷
子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
是王同学自己粘好的。我十分震
惊，震惊过后，是内疚，是自责，
是羞愧。我震惊她大度又宽容的
做法，内疚自己对她做的事，自责
自己没有给她留面子，羞愧自己
顾及所谓的“面子”。在午休吃饭
时，她来到我身边打饭，我假装不
经意地多给她打了菜，并特意和
她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但她不
像以前话很多，脸上没有表情，让
我捉摸不透。她的态度让我更加
失落和自责，担心由于自己的行

为，对她的心理造成伤害。
回到家后，忙完工作的我躺

在床上，继续思考今天的事情。
思考后，我决定，将道歉写在信
中！我给她写了一封“致王同学
的信”，希望能减轻自己的自责和
内疚。

次日，我特意站在班级门口
等她来，可她迟迟不到，我有些慌
张，担心是否因为昨日的事，对她
心理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一时间
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都涌入了我
的脑海，就在这时，她出现了，我
克制内心的激动，把她叫到身边，
想将这封信交给她，期待她看到
信后的表情。

出乎意料的是，我还未张口，
她先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张平平整
整的纸，和我说：“老师，对不起，我
昨天不该不听你的话，让你那么生
气，我思来想去，应该给你写封信
表达我的态度。”一时之间，惊叹和
羞愧都萦绕着我，我羞愧得满脸通
红，收下了她的信，同时也将我的
信交给了她，她满脸错愕地看着
我，我向她点了点头，她跑开了。

回到办公室，读着她给我写的
信，在信中，她向我表述了当时的
场景、我撕掉卷子后她的无助、她
拿贴纸粘卷子时的难过，以及我叫
班长找她要卷子时的欣喜……稚
嫩的笔迹间偶尔出现几个错别字，
却看得我眼睛有些湿润，她是多么
天真啊！而我，却差点让一个孩子
对我失望，差点伤透了一个 10 岁
孩子的心灵。突然，敲门喊“报告”
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进来的是
一个可爱的小脑袋，是她！她探着
小脑袋用目光在办公室里扫视着，
最终目光落在了我这里，她跑过来
和我说：“老师，我看完了您的信，
您不用和我说对不起，我知道我做
得不对，我向您保证，接下来的学
习，我肯定认真、努力！”

教了一年的书，这一天，我被
这孩子教会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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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育更真、更美、更深处漫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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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你今天在学生面
前有没有说研学的事儿？是怎
么 说 的 ？ 有 没 有 说 过 激 的 语
言？有没有让孩子站起来？”好
不容易下班回家做饭、吃饭后收
拾完毕，拿起买了好久的《教育
的情调》一书，还没有看两行字，
手机响了，校区执行校长一连串
的问句让我有点蒙，我如实地挨
个问题回答，我的话还没有说
完，校长又追问：“你让他们站了
多长时间？一节课吗？”

“怎么可能呢？我就是问问
是谁，然后强调这次去研学要注
意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让
他们坐下来了，我觉得过去的
事 情 ，没 有 必 要 去 刨 根 问 底
吧。”我继续解释着，心中充满
着 疑 惑 ，难 道 出 了 什 么 问 题
吗？孩子受委屈啦？家长告状
啦？“徐老师，我们都了解你的
性格，应该不会为难孩子们，可
能中间有什么误会吧！”校长欲
言又止，“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有家长打您的电话吗？”我感觉
有点不对劲。电话那头沉默了
很久，似乎难以启齿，“你看看是
不是有家长打了你的电话？我
们这边也是接到你班上家长的
电话，有关你今天询问去年研学
的事情。有个家长情绪很激动，
她说给你打了电话，你没有接。
所 以 就 把 电 话 打 到 我 这 里 来
了。”校长终于说出了原因。虽
然我心中满是疑惑和委屈，但还
得去面对，“校长，给您添麻烦
了，我来和家长沟通。”

我拨通了手机里十几分钟

前未接的一个电话，很快就接
通了，“您好！请问是小天妈妈
吗？我是徐老师。”我自报家门，

“徐老师好！”我感觉对方的声音
有些不对，“今天，我是问了去年
研学时哪个孩子不听话呢？我
没有想到小天……”我尽量还原
当时的情境，“您凭什么问起去
年的研学？您知道去年研学发
生了什么事情吗？”……一连串
的发问，电话那头有明显的哭
泣声，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对不起，小天妈妈，我确实不
知道去年研学发生什么具体的
事 情 ，只 是 家 委 给 我 提 了 一
下。我想是不是孩子们犯了小
错误，挨教官的批评了。然后，
过两天咱们要去研学，我想让
孩子们一切听从指挥，注意安
全什么的。于是我想知道是哪
个孩子这么皮，过两天去研学
多关注他，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耐心解释着，“如果我今天的
询问给孩子造成伤害或者是困
扰，我跟孩子道个歉，我的本意
不是想伤害孩子。”“徐老师，我
知道您是一个好老师，但是您
确实不该问，虽然我不愿再提
起那件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
让您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事
情是这样的……”电话那头，小
天妈妈哽咽着，诉说着，我也了
解了整个事件。

“小天妈妈，谢谢您告诉我
事情的经过，我想说，咱们的孩
子也是有错在先的，对吧！只
能 说 受 到 的 惩 罚 太 重 了 。 其
次，我们应该相信孩子的心理

承受能力和心理修复能力，可
能真正有点心里过不去的是我
们大人，我们要相信孩子，更要
告诉孩子们要遵守规则，无论
在哪里。可能学校是唯一允许
孩子们犯错的地方。”我表明了
自己的观点，“我还是希望小天
能和大家一起去研学，毕竟这
是一门课程，每学期都有的，咱
们不可能回避，再说孩子也需
要慢慢学会接触社会，更要学
会如何在集体中生活。”电话那
头沉默了许久，“徐老师，我们
再考虑一下，希望您明天也可以
做做孩子的工作。”小天妈妈提
出了想法。“好的，我来做！”半个
多小时的沟通结束了，我知道家
长心里还是有怨气的，虽然在和
她的孩子相处一个半月的时间
里，我给予了孩子很多的关注
和鼓励，可能在我要孩子站起
来的瞬间化为乌有了。

作为一个教育者，无论我们
的举动多么充满善意，我们的言
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情境仍然可
能与孩子体验到的那种情境根
本就对不上号。

我发现自己从教二十多年，
仍然缺少教育的敏感性和机智，
面对孩子什么该说而什么不该
说，什么该提而什么不该提，我
却不知道。而智慧的教育者应
该有一种对独特性的独特关注，
他们关注孩子的独特性、情境的
独特性和个人生活的独特性。
每一个孩子都具有独特性。当
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就
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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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学记》有云：“虽有嘉
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
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
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
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
也。”教师肩负着培养新一代人才
的重任，因此，“活到老，学到老”
是新时代对教师的呼唤和需要。

10 月中下旬 ，我有幸赴扬州
参加了 2022 年度省级教学能手
高级研修班的培训，聆听了多位
专家的教诲，感受了富有生命力
的课堂，目睹了江苏教育的领
先。短短一周的学习，紧张而充
实，意犹未尽、受益匪浅、感慨颇
多、感悟至深。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
束玉良在报告《名师的人文精神》
中用丰富的案例给老师们介绍了
什么是教师的职业素养，着重强
调了以“善”为核心的人文素养。
身为人师的我们，要以真情去教
育和引导学生，因人而异调整教
育方式，让不同的学生绽放不同

的光彩。应善于坚守，不忘初心，
善心善行，扎根三尺讲台，探寻教
学真谛，做一名坚守职业素养的

“四有”好老师。
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科

所夏心军老师在专题报告中指
出：高明的教师不是几十年如一
日进行知识和技巧的传递，而应
是潜心于追求激励思考，教给学
生眼光和境界。要想成为这样的
老师，教学研究是关键，教学研究
也是教师走向专业成熟的必经之
路。因此，教师应拓宽专业成长
的路径：多阅读，吸收教育养分；
多学习，揣摩经典课例；多研究，
提升综合素养；多反思，突破成长
瓶颈。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能一
辈子只是一个教学实践者，一个
单纯的教书匠，而应努力成为一
名学习者和研究者，尽快成长为
一名“专家型”教师。

扬州市育才小学副校长林俊
结合自己的教育故事，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有主张的教师，并通过

写作传播教学主张。扬州市教师
发展学院余云中老师的讲座《关
于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探讨》
引人深思，他从大单元教学浪潮
研判、大单元教学前世今生、大单
元教学设计探讨、大单元教学百
花齐放四个方面，让我们对大单
元整体教学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让我们的教育实践有了抓手，为
我们日后的大单元教学尝试注入
了源头活水。大单元教学是一种
超越单篇的综合性教学，有意破
除“课”的限制，一节课不再承担
过去“一课一得”的责任，而是走
向服务“大单元”；一节课不再强
调独立价值，而是转向定位为片
段，一节课不可仅趋向提分，而应
成为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基
石。但是，我们也应明白，大单元
教学与单篇教学也不是截然对立
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幸参
观了扬州市三所名校，实地感受
了名校的文化建设与底蕴；深入

课堂观摩教学，聆听了多位名师
的示范课，见识了优秀教师的教
学技巧与智慧。扬州大学附属中
学教师李欣童的《写人要抓住特
征》，扬州邗江实验学校教师刘佩
佩的《认识百分数》，扬州市东关
小学副校长王卉的《王戎不取道
旁李》……这些老师或娓娓道来，
或理性引导，但都是春风化雨般
引导着学生，从始至终渗透学科
的核心素养。这些课虽然学段不
同，科目不同，但每个课例都有江
苏落实新课标的新气象。教师都
是以敏锐的视角，选择恰当且独
特的切入点，以一个主问题作为
撬动文本的支点，整合资源，创设
真实的教学情境，语言诗意又有
张力，不断引导学生，点燃了学生
理性思维的火花，这样的课堂，是
有活力、有生命力的课堂。

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
行。我想这次扬州之行之后，我们
参训的每一个人都将是追光不止，
行而不辍，愿以萤火，共筑星河。

——参加2022年度省级教学能手高级研修班培训有感

曹老师是教授我历史学科
教学这一门课程的老师，还有两
年就要退休了，但是她仍旧优雅
大方。她经常穿一身旗袍，头发
扎得一丝不苟，戴一副金丝眼
镜，眼睛里自带笑意。她在上第
一节课时跟我们分享，“我每次
站上讲台心里就会有八个字浮
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因为历史学科是一门特殊的学
科，肩负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我们会培养什么样的人，就会塑
造什么样的国家命运。作为一
名老师，特别是历史老师，要有
一种责任感，要本着对一个国
家，一个生命负责的态度。在这
几年里，他有许多时间是和你一
起度过的。他的这些时间过得
有质量吗？他感到幸福吗？都
是由你把控的。”曹老师的第一
课就让我大受震撼。

后来的日子，曹老师的言传
身教让我们有了一个可以追逐的
方向。在跟学生相处方面，她跟

我们分享了几则跟学生间的事
情。她说，曾经有个学生因为被
她批评过，所以对她有些不满，见
到她也不打招呼，但是她每次见
了那个学生都会热情地问候他，
久而久之，学生自己就不好意思
了，对老师的抵触情绪也烟消云
散了。曹老师总结道，“我们作为
一名教师，不能跟学生‘赌气’，要
用教师的专业素养，去引领学生，
去包容学生。”于是我明白了教师
是坚定的，更是包容的。

曹老师告诫我们，教育要做
到公平，何谓公平呢？除了处事
公正，不偏不倚，连你上课的目光
也要平等地看向每一位学生，你
的问题设置也要兼顾每个层次的
学生，甚至你的课件字体也要考
虑到最后一排的学生。曹老师总
是这样谆谆教导，她也用了她的
温柔和认真鼓励着我们。

当时我们专业的师范生有一
百七十名学生，我们每学期会手
写教案两份，一份教案至少是二

十几页，曹老师在她的学术研究
外，还抽出时间亲自批改我们每
一位学生的教案。教案上的哪句
话有不妥，曹老师都会在旁边重
新标注，甚至连标点符号的错误
她都能发现。发下来的教案，写
满了曹老师红色的批注，也温暖
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直到后
来，我才知道，曹老师每个星期还
会坐公交车去看实习的学生，去
看望他们，指导他们。“每个星期
天下午2点的421路汽车，曹妈妈
的身影总是会如约而至”，这是后
来学弟学妹们对曹老师的想念。
从曹老师身上我明白了教育是付
出，是关爱。

我们去请教她为什么会一直
对教育保持热情。曹老师说，她
本科时的一位老师，如果把精力
放到学术研究上，可能早已经是
硕士生导师，甚至是博士生导师
了，但是那位老师热爱教学，把更
多的精力放到了课堂上。毕业十
年回去看望老师，仍然是一位讲

师。“我成长的路上，像这位老师
一样，无私地帮助学生而抛弃个
人得失的身影太多了，因为接受
过太多人的善意，自然想把它传
递出去，后来渐渐成了一种珍重
的责任。”

毕业多年后，我也成为了一
名“娴熟”的中学历史老师。在被
学生气得暴跳如雷的时候，我的
脑海中总是闪过曹老师那双温柔
耐心的眼睛，于是又平静下来；在
我想得过且过时，“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几个字总会当头一棒；在
我做完课件时，最后一页总是不
由自主地加上“谢谢，请指教”几
个字。有时，在网络上看到其他
老师的课件最后一页也是同样的
字，不免会心一笑，曹老师的习惯
也成了我、我们的习惯；曹老师的
谦逊也成了我、我们的品质。

我想，教师就是这样一份职
业吧：“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不
能至，心向往之”，以你心血塑我
精神，精神不灭，代代相传。

最近，大儿子游戏瘾特别大。
我们稍微不留神，他就如一条泥

鳅一般溜进书房，打开电脑，玩线上
小游戏；趁我们不注意，悄悄下载了
四 五 个 网 游 ，隐 藏 在 一 个 文 件 夹
里，打着查阅资料的幌子，同时打
开百度页面和游戏页面，自如地切
换。总而言之，只要他有机会接触
电脑，就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过一会
游戏瘾。

为此，我们设置了平板上的密
码 ，这 样 他 就 不 能 随 心 所 欲 地 打
开。书房里的电脑没设密码，我们
索性每天上班或外出时，直接锁上
书房的门，杜绝他与电脑“亲密”接
触的机会，奶奶看着我们的行为，笑
言：“搞得跟保密局似的。”

某天，我们换鞋子准备外出散
步，忽然想起书房的门忘记上锁，我
赶紧提醒先生去锁门。先生大步流
星地进入书房，发现大儿子已经端
坐在电脑桌前，他看到先生，一脸惊
讶的表情，估计没想到我们杀了个
回马枪。先生自然很生气，大声训
斥他，他也不示弱，拿着手上的书强
调：“我在查资料。”

“那既然你要查资料，为什么不
跟 我 们 说 。 趁 我 们 出 门 ，就 跑 过
来？”先生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大儿
子也提高了声量：“我就是来查资
料，没有玩游戏！你不相信拉倒！”
大儿子一脸不乐意地走进了自己的
房间，“咣当”一声，房门被他狠狠地
摔上。先生气不打一处来，气势汹
汹地要进去收拾他。眼看着父子俩
的矛盾升级，我赶紧过去拉开先生，
让他独自一人出去散步。

等他走后，我轻轻敲了一下儿子
的房门准备进去，却发现门从里面反
锁了。我又敲了两声，他说：“我不开
门。”我说：“我是妈妈，爸爸出去散步
了，你把门打开。”过了一会儿，他打
开了门，耷拉着脑袋，一脸的不开心，
转身跑到床前，趴了上去。

我走到他身边，他把脸转过去不
搭理我。我想了想，跟他说了一个
故事：“妈妈刚来深圳的时候，有一
次打车去八卦一路。坐上车，司机
一个朋友发语音问他现在去哪出
车，司机回复‘八嘎呀路’。”听完我
的故事，我看到他的身体在不停地
起伏，我知道他在强忍着笑，于是轻
轻把他的头转过来，他看到我忍不
住“噗嗤”笑出了声，然后又故意皱
着眉头。

见他放松了心态，我开始问他：
“你刚在书房做什么呢？”“查资料！”
他果断地回复。“你要查资料，可以
告诉我们，正常的学习我们会支持
的，不用刻意选我们外出的时间。”
听了我的话，他缩了缩头。“为什么
爸爸会发火呢？因为你刚刚那样的
行为不得不让我们联想你在玩游
戏。”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游戏
确实很好玩，下班后，妈妈也经常刷
手机视频，看得欲罢不能，但是我们
要懂得取舍。你作为学生，正值青
春年华，这么好的时光，你用来玩游
戏，真的是在浪费生命，我们没必要
等到‘徒伤悲’的时候，再后悔当时

的行为，为何不从现在开始养成良
好的习惯？”

听了我的一番话，他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游戏可以让你枯燥
的学习充满乐趣，我们不是完全不让
你玩，只是不想你沉迷其中，以后每
周的周末时间，你做完作业，可以玩
一个小时，我们要让游戏成为我们学
习的调剂品，现在少玩一会儿，也是
为了以后有随时玩游戏的底气。我
相信你也清楚这份底气是什么。”

从那以后，他每次用电脑查资料
都会提前告知我们，查完资料果断
离开书房。每到周末，他会第一时
间做完作业，认真检查之后，才去享
受游戏时光。很明显，他的学习劲
头更足了，整个人仿佛充满了能量。

不可否认，生活和成长中总是有
很多诱惑。从孩子身上，其实也看
到我们当年的影子，当年的我们跟
他们一样，在游戏与学习中徘徊、彷
徨、游荡，如今的我们承担着当年父
母的角色，用各种方法劝说、引导、
启发他们远离游戏的漩涡。

作为家长，我们要善于引导孩
子，提高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告诉
他们暂时的放弃是为了得到更好的
将来，同时，善于利用奖励和惩罚的
方式督促孩子，让孩子自觉地行动
起来，激发他们的竞争能力，并在生
活中给孩子平等的地位，正确地看
待孩子的行为，主动与孩子进行沟
通和分享，给予他们真正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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