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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温暖的阳光，能够融化
孩子冰冷的心；爱是缕缕春雨，能
够滋润孩子干涸的心田；爱是徐
徐清风，能拂开孩子的心窗。作
为一名教师，我时常提醒自己要
用爱心滋润童心，要关注每一名
学生，带给学生光明，希望、力量、
自信……

小凯，一个父母外出打工，由
爷爷奶奶照看的留守儿童。他性
格腼腆、言语不多，上课目光从不
注视老师，注意力也总不集中，叫
他回答问题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结
结巴巴，声音细小，作业书写也很
潦草。我很着急，也曾多次和孩子
家长沟通，都无济于事。我把原因
归结于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孩
子缺乏安全感。我一直苦恼于无
法打开这个孩子的心窗！

两周前的一个大课间，同学们
自由开展自己喜欢的运动，有的跳
绳，有的踢毽子，有的丢沙包，玩得

不亦乐乎，只有他一个人这边站
站，那边走走。正在给学生摇长绳
的我连叫了几声：“小凯，过来，过
来跳绳”，他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地
走开了。见此情景，我把绳交给旁
边的学生摇，过去问他为什么不
玩，他支支吾吾地说：“他们，他们
都不和我玩……”转身又离开了。
我心想，一定要想办法帮帮这个孩
子，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等他又
一次走到离我不远处，我说：“小
凯，前面我见过你跳大绳，跳得挺
好的，来，再跳一下。”他没说话又
走开了，我和对面摇绳的王老师交
流了一下眼神，我们继续鼓励他来
跳绳，他终于过来了，我们慢慢地
摇着绳，他跳过去了。我和王老师
都表扬他，鼓励他再跳一下，就这
样他又跳了一下，跳过几次后他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接下来的课间活动时间我
一直关注着他，和他打沙包，带他

双人跳，叫来其他孩子和他一起
玩。一天上课孩子们举手展示读
课文时，从来不举手的他竟然举起
了手，我赶紧把机会给了他，尽
管读得结结巴巴，我还是让同
学们把鼓励的掌声送给了他，
表 扬 他 有 进 步 。 那 天 中 午 放
学，我特意将他带到爷爷身旁，把
他课堂的表现详细地告诉爷爷，并
夸奖他有进步，他在一旁低下头悄
悄地笑了。当爷爷告诉我他最近
一直在练习读课文时，我心里忽然
间闪进一道光——这颗种子要发
芽了。我真诚地表扬了他，并鼓励
他要继续努力。

那天下午的课间，他拿着自
己给课文《我要的是葫芦》配的画
让我看，问我：“老师，你看我画得
好不好？”“很棒哦！”我对他竖起
了大拇指，并立马将他的画展示
在了教室后面的软板上。他满心
欢喜地对我说：“这是我昨晚上画

的，你猜我几点画完的？”真没想
到，一直见到我躲躲闪闪的他竟
然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我深深感
到：身为教师，我们对孩子具有极
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点燃孩子
的梦想，也可以磨灭孩子的信心，
可以让孩子开心，也可以让孩子
沮丧。我们要用爱心和耐心去关
怀每一个孩子，尤其是那些需要
唤醒的孩子，他们距离自由绽放
只差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认
可、一句鼓励。我们要倾注更多
的爱，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与老师的关怀，看到自己的闪光
点，从而增强自信心，阔步向前。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一万
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
教育的本质就是唤醒，把人身上所
具有的真善美特质召唤出来。让
我们用无限的师爱去唤醒沉睡的
心灵，去打开封闭的心窗。让孩子
们在老师爱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李 志

教研员应成为
教师心目中行走的“教科书”

□
刘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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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刚接班时，对班主任这
个职位充满了敬畏，“敬”，敬所
有的班主任都是一条汉子，每天
都在和学生斗智斗勇；“畏”，畏
自己成为这样的女汉子。但是
带着教育情怀的我在班主任这
块“自留田”里，慢慢地“种植”自
己的想法与做法，“收获”了学生
的成长和教育的幸福。

要想改变学生，先要改变自
我。我脑海中班主任的形象是
严肃的，不苟言笑的，为此我决
定从外部形象入手，剪掉长发，
尝试练习班主任招牌“环胸抱”
站姿。我以“严”字为核心，严格
制订班级班规。我亲力亲为，在
所有学生易出问题的时间段早
到晚归，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让学生无处躲藏。因此，学
生乃至年级至今都流传着“狠
人”潘子的传说。我这个陕南长
大的柔弱女子，愣是在宝中班主

任的舞台上唱出了秦腔的豪
壮。高一 14 班，在我“严”管的
带领下，一路以高歌猛进之势在
值周榜上蝉联第一的时候，第二
个班级的出现让我开始改变。

鉴于第一个班级的管理方式
收效良好，在没有考察班型变化
的情况下，我就在高二 2 班——
这个新高考模式下重新分班后
我带的班级，沿用了第一个班
的管理模式，想着再创辉煌，可
是却被现实狠狠打脸。问题接
踵而至，学生不良的学习和生
活习惯与强硬的规章制度碰撞
在一起，批评指责让冲突矛盾
激增，转变思路迫在眉睫。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班里经常迟到早退、频繁请假
的小王同学又带来了新的麻
烦。校庆彩排期间居然趁乱逃
课，与家长沟通解决，家长最后
来了一句“大不了让学校把孩

子开除算了”，说罢便将电话挂
断。我心里非常生气，认为家
长甩锅，不可理喻，便也赌气不
理。可没想到晚上小王同学居
然主动写好保证书来找我，歪
歪扭扭的字，颤颤巍巍的声音，

“老师，这一次我真知道错了，
能不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
不想被开除，我还想上学”。望
着孩子青春又稚嫩的脸庞，我
陷入了沉思。在学生最无助之
时，用力的阻挡不如一个温暖
的拥抱。于是我拿起桌上的棒
棒糖，“小王你知道人的青春什
么最可贵，认识到错了最可贵，
如果能够改正错误，那必然是
璀璨一生，老师愿意帮助你，
来，吃了这个棒棒糖，让我们的
改变之路从此开始吧。”没过多
久，我收到了小王家长的感谢
微信，过往的委屈烟消云散。

陶行知先生曾言：“爱是一

切创造教育的源泉。”我深有体
会。一次正在和家人聚餐时接
到电话，“潘老师，你班里的宋
同学晕倒了，已经叫了救护车，
你快过来联系家长”。晕倒、救
护车，这些词使我立刻心急如
焚，放下碗筷飞奔而去，配合医
护人员把孩子抬到救护车上，
往医院赶。一路不断安抚孩
子，“没事的，老师在呢，马上到
医院”，在这一声声的安抚下，
孩子的呼吸渐渐平稳，我的心
也安定下来。后来小宋同学断
断续续两次因为过度换气综合
征被送到医院，每一次，我都紧
紧拉着她的手，我知道，在那个
时刻我是最让孩子放心的人，
她需要我。在家休息时她也会
给我发短信，和我交心，每次我
都用心阅读，及时回复，并在最
后都会附上一句“放心，有事找
潘老师”。有事找潘老师，这句

话不仅在学生心中扎下了根，
也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再
也不是什么“狠人”潘子，而是
一个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小潘老
师，小潘班主任。

经历辛酸才知爱的意义。
我带着孩子做手工，用积分给学
生兑换零食，给优秀宿舍送版
画，慢慢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多。惊喜不期而遇，在最
近班徽设计活动中，我意外发现
藏在画里的“小浪漫”，星星们陪
伴着月亮，月亮也在呵护着星
星，“星月”。是啊，是孩子们一
次次用他们的真诚、信任、可爱、
青春为我取名，让我在班主任的
道路上被叫得清亮，“星月”，高
二 2 班，星月班，让我们用魔法
打败魔法，星辰有梦，我自怀
馨。沿着爱的方向，寻着育人的
花香，我会一直在路上。因为向
阳花开，才是我们。

2023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
笔者有幸参加了由陕西省教育
厅主办、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承办的陕西省基础教育教研员
培训会，并在培训会开幕式上以
教研员的实际现状为背景分享
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近年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
高度重视教研员队伍建设，下发
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
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不但
明确了教研员队伍建设的要求
和使命担当，同时也对教研员
的职责提出了具体要求。那么，
如何把教研员锻造成教师心目
中行走的教科书呢？

一、教研员是什么样的人？
教研员是善于发明创造的

人。随时捕捉教师课堂教学中
的闪光点，并将其进行提炼、放
大进而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法与
策略。教研员是始终埋头苦干
的人。很多教育主张，往往来源

于教研员的奇思妙想；每一位从
事教研工作的同仁，都是当过教
师的，没有一天不为教学思考，
没有一天不为教育服务。教研
员是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许多
教研员可能直到退休也没有成
为优秀教师、特级教师或者正高
级教师，但是他们指导过的教师
成为教育系统中的天花板者却
比比皆是。

二、教研员有什么特点？
教研员的特点是“三力”。

一是要有 敏 锐 的 洞 察 力 。 教
研员的这双眼睛要能够随时
随地捕捉教师 和学生的闪光
点。二是要有成熟的思辨力。
教研员不仅要能够发现问题，
还 要 能 够 快 速 地 给 出解决问
题的方法 与 策 略 。 尤 其 是 在
关键时刻，要能够让真理留存
人间，让谬误灰飞烟灭。三是
要有超凡的表达力。教研员
要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要
能够在舌战群儒中凸显出诸葛

孔明般的雄才大略。要善于从
海量信息中汲取精华为我所
用；要善于把现象的问题本质
化、感性的问题理性化、抽象
的问题直观化、复杂的问题简
单化。

三、怎样当好一名教研员？
想当好教研员，必须修炼三

种功夫。一是研的功夫。有人
说：“不坐十年冷板凳，妄当一名
好教研。”虽然有些夸张，但肯定
还是有它的合理性。要善于坐

下来思考，把平时观察到的教育
现象、捕捉到的教育问题及时进
行研究、分析、总结，力争建构出
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能
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二是讲
的功夫。要能够把高深的教育
理论，大道至简，让教师一听就
明白，一用就成功。特别要能
够以身作则，直接进课堂实践，
让教师不用思考，直接学会你
的一招一式，一点一拨。三是
写的功夫。教研员要有良好的
教育写作能力。要随时能够把
自己对教育的所思所感、所学
所悟总结提炼出来。长期积
累，积少成多，要把自己锻造成
教师心目中行走的教科书，不竭
的聚宝盆。

广 大 教 研 员 将 始 终 坚 守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信念，
始终坚持以“四个服务”为宗
旨，在教研这条道路上笃行不
怠，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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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故事》是鲁迅先
生非常著名的一篇散文，距
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文中
词语尚处于由文言向白话
转换的过渡时期，而且作者
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也很
陌生，被选入小学六年级语
文教材，学生理解起来自然
有一定难度。

我在讲《好的故事》这
篇课文时问学生们，从哪里
能 看 出 这 是 一 个 好 的 故
事？作者想通过这个好的
故事表达什么？学生们通
过查阅资料，结合当时的社
会背景，理解得都很到位，
回答问题有条有理。

离下课还有一刻钟的
时候，我又抛出一个问题：

“这节课听明白的同学请举
手？”只见所有人都齐刷刷
地举起了手，而且个个脸上
洋溢着自豪。我紧接着说：“既然听明白了，
那么现在你们就是鲁迅先生，请以鲁迅先生
的视角写出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所感，至少300
字。”学生们开始着手写，“就权当是对你们的

‘惩罚’。”我又补充了一句。大家都抬起头，
眼里满是疑问，有的还彼此对视，好像在说

“为什么啊？”看着他们困惑的眼神，我不紧不
慢地说：“当然，我也要写一篇千字随笔作为
对自己的惩罚。”这话一出，大家更不知老师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有个胆子大的男生说：“老师，为什么
啊？”这一问，打破了沉默，大家纷纷猜测。我
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猜。“是不是落
了知识点？”“是不是哪个地方讲错了？”……
我环视四周，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作为老
师把学生教得没有问题了，说明我是个不称
职的老师。一个合格的老师，应该引导学生
勤于思考，要多一些质疑精神才对，而我没做
到，我需要努力。”我停了停，“而你们在学完
这堂课后竟没提出任何问题，这篇文章现在
你们只是理解了，但对你们似乎并没有什么
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低效的一节课。”

我话一出，学生们顿时明白了，眼中似乎
多了一些思考。他们再次打开书，静静地思
考着。快下课的时候，诸多问题一个个抛出
来：为什么题目要用“好的故事”，而不是“好
的经历”？作者为什么说“永是生动，永是展
开”……

“老师，今晚我回去查查资料，明天我再
提出我的疑问，可以吗？”更多的孩子们纷纷
表示回去好好想想。我想，明天课堂上孩子
们的“疑问”一定比今天“都明白了”更精彩。
如何当好一名语文老师，首先得有引导学生
思考，让学生拥有质疑精神的本领，才是合格
的语文老师。

□马瑞雪

教育是充满爱的事业，只有
内心充满爱的老师才能教育出充
满爱心的学生，只有让学生沐浴
在爱的阳光下，才能在学生的内
心播种下爱的种子。

从教这八年多来，激动、惊喜、
愤怒、哭泣，五味杂陈，但是那些无
意间的小点滴总会让我一次次为
自己是一名教师而感到幸福。日
常教学中的一句老师好，逢年过节
的问候，还有每年高考结束后总会
收到往届学生分享的成绩单以及
录取通知书，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把
自己的喜悦跟我分享。

2020 年我刚接手九二班，当
时班里一个走路拖沓、弯腰驼背、
面色沉重的“老少年”引起了我的
注意，他叫陈某某。经过了解得
知，陈某某生活在一个重组家
庭。重组家庭的原因让他痛恨爸
爸，排斥继母和妹妹。而爷爷奶
奶为了弥补孩子的创伤，一味溺
爱纵容。

陈某某不善言谈，隔三差五
请假。于是我便开展了师生沟通
和电话访问。通过了解得知，陈
某某经常不吃早饭，但是他却推
脱责任给奶奶，抱怨奶奶做早饭
不及时。批评教育他的同时，当
然也不能吝啬我的夸赞。“这段时
间又变帅了啊？”“真的？”“你看，
鞋子也不磨地了，走路昂首挺胸
有朝气，脸上笑容也多了。”看着
他一天天进步，精气神一天天向
上，作为老师，我很开心。

然而，薄弱的学习基础加上初
三的学习压力又让他有了辍学的
想法，甚至抽烟、喝酒、夜不归宿，
顶撞家人。那天中午，我把陈某某
带到了学校教学楼门前的大柳树
下，跟他聊天谈心。终于他向我打
开了心门，他的症结在于继母和妹
妹这两个角色的加入让他一时接
受不了。我跟他说：“父母在你还
是婴儿时期的离异不是你能左右
的，但是你应该庆幸你遇到的是一

个一直在靠近你疼爱你的继母，更
幸福的是，你还遇到了一位满眼都
是你的妹妹啊。而对于学习这件
事，老师想说，中考只是人生的一
个插曲，并非全部，你努力了不一
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
功，何不给自己的青春留下点奋斗
的回忆呢？……”一番长谈之后，
陈某某终于释怀了。

教学工作千头万绪，还要忙
着他的家庭亲情，我无数次告诉
自己，坚持下去。好多个晚上，十
一点多，总会接到他家人打来的
电话，跟我反映孩子在家的情
况。有一天晚上陈某某正在给继
母洗脚，场面有说有笑，很是温
馨。这一幕被陈某某爸爸偷拍下
来发给了我，看到那个场景，我忍
不住掉下了眼泪。那一刻觉得所
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努力换
来了陈某某对生活的信心。那一
刻，我心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职
业幸福感吧！

2020 年大年三十的那个晚
上，接到了陈某某爸爸的电话，那
一瞬间有紧张也有期待。当我
听到陈某某爸爸在电话那头说，

“马老师，新年快乐！今晚给你
打这个电话除了拜年，最想感
谢，孩子在你的引导下有了明显
转变……”电话这边的我激动不
已，无限的职业幸福感涌上心
头。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你把
一个即将走向辍学的学生给拉了
回来，幸福就是虽然他的学习成
绩仍然没有起色，但是你却帮助
他打开心结，重新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感受到亲情的力量！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感肩上责
任的重大。古人云：“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我深刻认同，教师
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孩
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也始终
坚信，教育的意义不止于教材，教
育不止于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更是
一场心灵与心灵的互相点亮。

育 人 故 事

研 修
思 旅

前段时间，女儿的学校将要
举办科幻画创作比赛，她想要创
作一幅关于核污染水处理的主
题画，创意源于大家共同关注的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关于
如何构图，我们起了争执。在指
导女儿创作中，我首先告诉她在
8K 纸上如何构图更合理，听后，
她津津有味地讲起了她的设计
方案，她的设计方案在我这个教
师看来，不是很完美，甚至有点
不合常规。对于我的修改建议，
女儿显得很不情愿，最后她直接
质问：“妈妈！这是‘我’的作业
还是‘你’的作业？为什么你总
希望我的作业很完美呢？”听到
这些，我瞬间愣住并陷入深思：
我们家长应该如何看待“孩子”
的作业？

现 如 今 ，“ 双 减 ”政 策 下 ，
各中小学注重优化作业设计，
实践性作业、趣味性作业、分层
性作业、层次性作业、针对性作
业 …… 内 容 丰 富 、形 式 多 样 。
与此同时，学校不断创新作业评
价方式，学生完成作业后，通过
学生自评、同学互评、教师评价
等方式评出优秀作业，通常会通
过优秀作业展、学生作品集以及
学校公众号等方式向全校师生
家长展示，这充分激发了孩子们
的兴趣，提高了孩子们做作业的
积极性。然而，在欣赏这些优秀
作业的同时，我常常会感叹，现
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将作业完
成得如此优秀，如此完美，书写
工整美观，卷面干净整洁，配图
精美形象，表达流畅生动……

“放养”式长大的我们当年的水
平 真 和 现 在 的 孩 子 们 相 差 甚

远，自愧不如。当然，这些优秀
作业的背后，是孩子们认真专
注的学习态度，也是学校和家
庭双向奔赴的结果。但我们也
发现，在这些“优秀作业”“完美
作业”中，不乏一些“家长”的作
业，家长的思维、家长的设计，甚
至家长的代劳痕迹。这种过多
的帮助、过度的指导，让“孩子”
的作业失去了本真，限制了孩子
思考的空间，扼杀了孩子求知的
欲望，同时也失去作业的初衷和
目的。

孩子的成长亦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也是不完美的过程，孩子正
是在每一个不完美中成长。新的
教育改革，提倡关注孩子成长过
程。我们家长该如何做，如何调
整对孩子的辅导方式？

《牵着蜗牛去散步》的故事
告诉我们：慢下来！根据孩子自
身的成长规律，让孩子自己慢慢
地成长，不恐慌，不急躁，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发现孩子的
闪光点，感受他们的成长。作为
家长，重视教育很重要，掌握教
育方法更重要。

最近，女儿做作业时，我充
当的是陪伴者、启发者和引导
者。当然，女儿的“优秀作业”也
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因为上面有
错误，有反复擦拭的痕迹。但我
惊喜地发现，她为了完成一个天
气统计表，会留心每天的天气情
况，并坚持在日历上记录；为了
制作一个手工，会自己在网上查
找教程，在家寻找制作材料。上
周末，她开心地拿着作文本跑来
告诉我：“妈妈，你看我的作文，
这次得了A+！而且我现在写作
文简直是文如泉涌，不知不觉就
能写一页半，刚开学那会儿我一
提起写作文就头疼！”我看了看
老师的作文评语：“在你的笔下，
童话故事绘声绘色，想象丰富，
从故事的结尾可以看出，整个故
事是经过你精心构思的，可谓独
具匠心。”作文里有两个错别字，
我想想，有什么关系呢！三年级
孩子的作文出现错别字不是很
正常吗？这才是“孩子”的作业，
有了这两个大大的叉号，她是不
是印象更深刻呢！现在，我深切
地感受到了孩子真正的成长。

作为家长，我们在辅导孩子
作业时，要到位而不越位。孩子
的学习，孩子是主体。家长的责
任在于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
养学习兴趣，在孩子学习遇到困
难时帮助点拨，让孩子在学习中
慢慢去思考、去设计、去观察、去
发现、去实践、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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