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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毕业季，地上野草疯长，我
的心却是空荡荡的，一种失落感袭
上心头……

沿着那条熟悉的路径，我来到
教室，里面空无一人，学生全部都升
入了初中。他们的身影历历在目，
笑声仿佛还在耳边。这种师生情，
时间的水是冲不淡的。我愿永远珍
藏在记忆里。

我在乡村从教 27 年了，光六年
级就教了18届。18张毕业照，从泛
黄的小照片到塑封的大照片，照片
背景由简陋的土坯房到现在气派的
教学楼，每一张照片都会牵出一段
段回忆，照片上每个孩子的一颦一
笑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有时还会出
现在我的梦境里。他们如我辛勤栽
培的禾苗，时刻牵动着我的心。

六年级是小学生活的最后一
站，相比较其他年级来说，教学任务

更重，倍受家长的关注。每年开学，
校领导安排教学工作时，总是让我
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今年，我仍
旧教毕业班，但临近考试前一周，我
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

那天清晨，我批阅完最后一张
试卷，站起来后，腰部疼痛难忍，走
路困难。这是由于长时间熬夜，腰
间盘压迫腿部神经所致。怎么办
呢？我猫着腰走了几步，疼痛稍微
缓解。孩子们要考试了，要强的我
决定先不请假看病，坚持到考试。
为了不让学生们看到我的窘相，我
早早来到教室，坐到讲台上。两节
课下来，我大汗淋漓，额头上渗满了
汗珠。有学生问我怎么了？我说，
天太热！等学生们都去操场上做操
了，我才猫着腰，像个老媪一样，扶
着墙，慢慢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的
同事问起，我轻描淡写地说腰疼。

然后吃上两片止疼药，又开始工作
了。就在考试前两天，校领导似乎
觉察到了什么，强行把我拉到车
上，送进了医院。医院里的我仍惦
记着学生。暑假里，牵引、扎针、输
液……整整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的
身体总算暂无大碍。

学生们得知我住院，都发微信
询问病情。那一行行滚烫的文字
叫人泪目。在这些学生中不乏后
进生，对后进生我有个比喻就是像
一块豆腐掉进灰里，不能拍，不能
打，只能清水冲，这“清水”就是说
服教育。怎样说服教育？浇花浇
根，人之相交，贵在知心。做老师
的要学会思考，要用心用情，要有
智慧。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
们老师的眼睛不能老盯着那些耀眼
的牡丹，还要看看墙角处不起眼的

苔花，越是这样的植物对阳光越是
敏感。记得有一年开学初，一个从
外地转来的学生，叫张良宇。转来
时不仅成绩不好，还经常打架。科
任老师不待见，学生们不愿和他在
一起，不过，我发现这个孩子脑子灵
活。古人云，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
所明而渐通之。我便经常找他单独
谈话，经常抓，反复抓，我就是要用
爱心点亮他的心灵。人非草木，孰
能无情？有时说得他也很不好意
思。考试前，我又找到他，“你能约
束自己，到考试不打架，成绩考到八
十分以上吗？”“老师，如果……”“我
不想听你的借口，你就告诉我能还
是不能？！”大热的天，这个学生额头
上全是汗，一番思想斗争后，他坚定
地点点头，“老师，能！”我就是牢牢
地把握住学生的心理，给他们确定
一个又一个目标。从此以后，他下
功夫努力学习，他要兑现他的承
诺。那年升学考试他考了九十多
分。离校时，他哭着不愿离开……
通过这个案例，我发现很多后进生
是有潜力的，只要你锲而不舍地挖
掘调动。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每届
学生都不同，有的学生要哄着学，
有的学生要给他立规矩，有的学生
要让他敬畏你，有的学生要用情感
化……总之，要因人而异，不怕麻
烦。对我来说，班主任工作没有完
成时，只有进行时，须潜心探索实
践，久久为功。

二十多年了，很多离校的学生
还和我保持着联系。前几天，几个
学生带了水果相约来校看我，忠于
职守的老大爷始终没让他们进来，
但他们没有离去，一直在校门口等
到六点多，天色将黑，看着他们冻红
的小手，泪水早已流满我的脸颊。
每年看着自己用心用情培养的雏燕
全部飞向自由的天空，越飞越高，越
飞越远，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的幸
福呢？

上中学时，学校在距家五六里
的集镇，到初三时我们村仍坚持上
学的只剩下我一人，晚自习要到十
点多才下。与同学在大路分手后还
要走一段五百多米的乡间小道才能
到家，中间还有一段没有人家，特别
是在冬季，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那些
不知名的动物的叫声，凭空增添了
几分阴森恐怖。与同学分手后，为
了壮胆，我一遍又一遍地吼着 20 世
纪 80 年代流行的歌曲或电视剧主
题曲：《歌唱祖国》《十五的月亮》《篱
笆女人和狗》《好人一生平安》……
我反复地唱，在我的身后留下了一
串串歌声，虽然旋律不是那么准确，
音高、时值也一塌糊涂，但至少那时
心中的胆怯一扫而光，不再去想那
些恐怖的画面，昂起头，迈开腿，大
步向前。

考入师范后，学校开设了音乐
课，主要以讲授乐理知识为主，偶
尔老师也教唱几曲，大多是儿童
歌曲。那些爱好音乐的同学自个
儿玩起了口琴、竹笛、洞箫。我也
请有经验的舍友为我选购了一支
竖笛。一到放学我就跟着他们在
宿舍吹起来。舍友不时在指法、
气息上指导我，一首首曲子被我

们演绎着。情到浓时，我们会用
笛子伴奏来一次小合唱，或用尽
寝室所有乐器来一次合奏，或来
一次笛子合奏。音色浑厚柔和、
清新圆润、高亢明亮的笛子，配合
敦厚朴实的洞箫，确实是让人回
味无穷的视听享受，给我们枯燥
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后来，
学校成立了器乐队，我也厚着脸
皮报名参加了竖笛演奏班，可直
到毕业也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
但那时，我欣赏到了《姑苏行》《春
到湘江》《喜相逢》《牧笛》《小放
牛》《牧民新歌》等竹笛名曲，禁不
住将自己融入那欢快的情境中。

毕 业 后 ，我 被 分 配 到 偏 僻 小
镇，放学后，学校就只剩下我独守
空楼，孤独寂寞陪伴着我。为了打
发时间，我拿起笛子呜呜咽咽地吹
起来。在一位很有功底的同事帮助
下，我又学起 了 弹 电 子 琴 、拉 二
胡。为了学习二胡，我专门花四百
多元买了一把，还配了学习资料和
光碟。在那时，四百多元相当于两个
月的工资。我沉醉在华彦钧的《二泉
映月》中，在这忧伤而又意境深邃的
乐曲中，去体会阿炳对生活的热爱
和憧憬：二胡曲《赛马》展现了赛马

时那种万马奔腾的壮
观场面；《良宵》轻盈
柔和，欢乐和激情触
碰着我的心弦……从
此，我的生活充满了
阳光，一放学，空荡荡
的教学楼里充满着欢
快的音乐声。

从 教 以 来 ，我 一
直教授小学语文，只
要课文中涉及音乐，
我都会和孩子们一起
欣赏《高山流水》《渔
舟 唱 晚》《春 江 花 月
夜》《十面埋伏》……
钢琴曲《梦中的婚礼》

《致爱丽丝》《月光曲》……从孩子
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专注、兴奋和
激动，随着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阅
历的丰富，知识的增加，他们一定
会融入那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中，融入音乐的灵魂中，体会到音
乐所要表达的情感。音乐陶冶着
我们的情操，使我和孩子们的生活
丰富而多彩。

而立之年，生活琐事压得我喘
不过气来，而我又是个不善交际的
人，闲暇时，把口琴、笛子、二胡全都

摆弄一遍。抬头望望窗外，天竟然
格外的蓝，枝头的鸟鸣也不再那么
刺耳，不再令人心烦。走出那令人
窒息的四堵墙活动活动筋骨，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顿时觉得轻松了
许多。

音乐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的
生活离不开音乐。

在人生的旅途中所幸有音乐为
伴，它陪我走过孤独、坎坷的道路，
使我浮躁的心变得淡定，音乐开启
我的智慧，催人奋进。

曾经，我是村子里出了名的
调皮蛋。直至跨进学堂，遇见
我的启蒙老师向长云，她是我
们那所民办小学中最年轻的老
师，却是出了名的严师。我很
快就领教了她的“严”。

那时，我像一头从野外入笼
的小兽，还不怎么愿被学堂里
的 规 矩 所 约 束 ，频 频 生 出 事
端。第一周的一个下午，上课
铃响时，我竟从后面一把逮住
前脚已跨进教室门槛的同桌王
斌的衣领，往后一使劲，让他仰
面倒地，“哇”地大叫起来。我
正幸灾乐祸间，随后赶来上课
的向老师，一边伸手扶起王斌，
一边对我斥责：“给我站着。”我
在她凶巴巴的目光下，暗暗伸
伸舌头乖乖站在教室门口直到
下课。“先向王斌赔礼道歉。”在
办公室，她严厉地命令道。我
只得低头向王斌认错。“今天
啊，万一把王斌摔伤了，你负得
起责吗？！以后，不许再随便搞
恶作剧啦，记住了没？”她严厉
的语气里，多了份叮嘱，“要善
待同学嘛。”“嗯。”我点头应诺。

又过了段时日，慑于她的严
管，我慢慢变得规矩了些。可是
那天，又闹事了。班里的刘艳穿
了一件漂亮的花裙子，据说是从
大城市回来探亲的大姨爹带来
的。瞧着刘艳那洋洋自得的样
子，我忍不住哼了声：“臭美，炫
耀个啥？”刘艳红了脸，但嘴里硬
邦邦地顶了句：“就比你那补丁
衣服好看。”我感觉自尊被伤害，
一下掏出小刀，冲上去朝刘艳的
裙子一阵乱戳，刘艳呜呜哭着
跑向教师办公室。一会儿，向老
师带着刘艳怒冲冲过来，手里还
拎着根教鞭。“啪啪……”她用教
鞭在我手板上狠狠抽了两下，我
疼得差点蹦起来。“你把人家好
端端的新裙子戳坏了，看你咋赔
得起？！”她余怒未消盯着我吼
道。我一边捂着发疼的手板，
一边心里打起了鼓：若是刘艳
家长硬要我赔，脾气暴躁的父
亲知道了不把我打死才怪。“你
呀，总那么爱乱来，尽惹事。”她
语气缓和了些，“记住，再甭乱

出手啦。”我又一次点头应诺。
后来，工资本不多的她为我掏
钱，将刘艳的裙子拿去乡里手
艺最好的张裁缝那里作了处
理，才平息了风波。我在心底
暗暗感激她。

她之严，对我是一种慑服，
亦是一种教育。

经历几次教训，我渐渐变得
待人温和起来，变得遵规守纪
起来。此后，她以一贯的严，还
有爱，慢慢将我引入学习的殿
堂。上课时，她常叫我起来回
答问题，答对了当众夸奖；答错
了当众鼓励。我的每次作业，
她都批改得特别认真，要求也
特别严格：字迹稍微潦草了，就
得重写；做错的题，必须到她面
前改正。她还不时在中午放学
后不让我回家，留在她学校的
宿舍里，和她一起吃饭。其间，
她对我循循善诱，教我如何做
一个讲文明懂规矩且勤学上进
的好学生。我颇受教益。我身
上的顽劣气渐渐消退后，将精
力转移到学习上。我的成绩突
飞猛进，从中等跃入前十名，直
至后来，长期保持第一名。我
是那一届考进区重点中学的几
名学生中分数最高的，我给向
老师争了光。

许多年后，我漫步于公园，
看见工人在用一把大剪子精心
修剪一棵棵万年青：将那些繁
杂的枝叶剪去，修成宝塔式的
好看模样，供人观赏。我百感
交集：当年，向老师用一把无
形的剪子，将我最终修剪成她
期望且欣赏的样子……

研 修
思 旅

教子有方

□丁俊萍

培养快乐孩子的小妙招

我们之所以会快乐，是因为
身体会分泌四种快乐因子。1.
多巴胺由脑内分泌，又称为奖
赏因素，作用于大脑的愉悦中
心。2. 血清素又叫 5-羟色胺，
也被称为快乐因子，可以放松
心情、缓解压力。3.催产素由脑
垂体分泌，人们在拥抱、亲吻时
产生的快乐，有益于催产素的
分泌。4.内啡肽由脑垂体分泌，
称为天然镇痛剂，有利于改善
负面情绪，让人变得阳光。与
多巴胺不同，内啡肽的分泌是
先苦后甜，会延迟满足感和快
乐感。知道了快乐的源泉，我
们就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快
乐的人。快乐的孩子拥有一些
共同的特质，包括自信、乐观，
有自制力。这些特质能帮助孩
子更好地面对今后的生活和学
习。如果想要培养出阳光、快
乐、积极、主动的孩子，父母需
要掌握一些诀窍。

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

健康的饮食，不仅让孩子身
体健康，也能让孩子的情绪较
稳定。好吃的食物和甜的食品
都会使人分泌多巴胺，产生快
乐。多巴胺成瘾的危害在于过
多的多巴胺，只有合理分泌多
巴 胺 ，人 才 能 获 得 真 正 的 快
乐。同时充足的睡眠能使孩子
的大脑分泌很多的血清素，血
清素不足会出现抑郁、睡不着、
疲惫等症状。小朋友表现最明
显的就是心情不好，有起床气。

给孩子随性玩耍的时间

成语闲情逸致,也就是说有
闲情才能有逸致。儿童教育专
家也强调把时间还给孩子。自
由玩耍比有计划的活动，对学龄
前的孩子来说更对健康有益。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有一些无所
事事、随性玩耍的时间。以他们
自然的速度去探索他们所好奇
的世界。也许，有时你也该放慢
你的脚步，抛开你的行程表，跟
着孩子的节奏享受慢生活。

鼓励孩子多去运动

运动会产生内啡肽，也会产
生多巴胺。多巴胺不足就会使
人感到无聊。在运动过程中人
会感觉身体比较放松，心情比
较 愉 悦 欢 畅 ，也 会 变 得 更 开

朗。只要运动就会释放出多巴
胺，但量不多，一般停止运动之
后多巴胺就会消失。但如果想
要在运动过程中产生内啡肽，
就要先苦后甜，每次运动时间
至少要达到 20—30 分钟，所以
说运动是一剂良药。

语言风趣幽默要笑口常开

风趣幽默的语言使我们在
躯体、意识、精神方面可以得到
修复，能够使自己从焦虑困扰
的情绪中解脱释放出来，让人
的心情得以放松。年幼的孩子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我们常和
孩子说说笑话，一起编些好笑
的歌，和你的孩子一起开怀大
笑，对你和孩子都有益处。

教会孩子良好的人际关系

心理学家指出，同伴对指导
或训练儿童掌握社会交往技
能，帮助孩子走出孤独具有特
殊作用，因为这种技能，儿童是
无法在成年人那里学到的。社
会规范敏感期是两岁半到六
岁，两岁半的孩子逐渐脱离以
自我为中心，对群体活动有明
显的倾向。快乐的孩子需要能
感受到自己与别人有某些有意
义的联结，了解到他对别人的
意义。要发展这种感觉，可以
帮助孩子多与他人接触。你可
以和孩子一起整理一些旧玩
具，和他一起捐给慈善团体，和
他一起照顾流浪的小猫、小狗。

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情绪的传染十分迅速，且难
以察觉，不好的情绪更会加倍
传染。学会把不好的情绪藏起
来，把快乐和笑容挂在脸上。
我们想要一个快乐健康的孩
子，家长就必须自己先做到健
康快乐，给孩子传递一个好心
情，好情绪。

人人都在追求快乐，尼采认
为，如果你不快乐，你都不道德，
因为生命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要让我们自己快乐。而让自己快
乐起来也是一种能力，知道了让
人快乐的四种快乐因子，我们在
生活中要努力去与它相遇。只有
我们家长快乐了孩子才会真正地
健康快乐。掌握一点小妙招，做
一个有觉察有智慧的家长，与孩
子一起健康快乐成长。

在师生共建中培育校园文化在师生共建中培育校园文化

□强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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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风采

——跟岗江苏泰州市扬子江小学学习感悟

2023年9月25日至11月25日，
我们一行 15 人，历时两个月，赴江
苏进行苏陕结对帮扶——泰州市扬
子江小学跟岗活动。

双方见面会上，我们说明了此次
跟岗学习的主要内容——校园文化
建设。会后，唐校长带领我们参观了
学校长江文化展馆和文化长廊。

2015年，“诚慧容”三字校训是由
首任校长吉波依托长江区域文化提
出来的。后来，第二任校长张晖在文
化寻根过程中，经过一年多的思考与
实践，和他的班子团队提出了“长江
文化”这一主题。长江文化展馆以

“山高水长”为主题，主要展示了扬子
江小学基于长江文化的六大文化：舟
船文化、丝绸文化、稻作文化、饮食文
化、古城文化和水利文化。同时，展
示了构建长江文化的六大课程成果。

参观后我很震撼。随后，进入
跟岗学习状态，随着学习的深入，我
才发现“校园文化”概念很“大”，涉
及方方面面。跟岗的每一天，听课、
例会、升旗仪式、大型活动等，只要
发现“长江文化”的影子，有师生“出

彩”的地方，我尽量捕捉拍照，梳理
记录。

一、师生共建的校园文化
1. 师生共建的班级文化。教

室外，班级名称是以“跳跳鱼”“棒
棒虾”“红鲤中队”等与长江元素
有关的名字来命名，班级口号也
是与江有关的诗词奋斗目标，让
人耳目一新。

2. 校园文化之墙壁文化。大
面的墙壁贴着以“江”“水”为元素的
手抄报和出彩学生的照片等。

3. 师生共建的长江文化课程
及活动实践。中秋诗会，我全程参
与了这次活动。诗会要求学生全员
参与，吟诵与长江有关的诗篇是规
定内容，提倡形式多样。

跟岗正值水稻成熟时节。长江
稻作文化课程指向劳动教育，有厚
植诚实劳动，开展节俭教育，感知粮
食安全的意义。我有幸参加了二年
级的研学活动，孩子们在挖红薯、做
黄桥烧饼、观红色影片等实践中体
验了劳动的不易，接受了红色传统
教育，获得了成长的滋养。

4. 具有长江气象的源流课堂
（四 个 板 块）：蓄势、激荡、沉淀、
奔涌。

二、校园文化的沉淀与思考
1. 学校内涵的发展是校园文

化的“根”。通过此次跟岗学习我
认识到，校园文化不应是几个金句
的堆砌，也不是几句高调时髦的口
号，更不是一种空洞的装饰，它贯穿
于学校教育、课堂教学、学生管理、
师生成长等方方面面。

2.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在传承
中持续奋斗。继任校长要清楚校
园文化的理论内涵和文化渊源。
然后通过传承、重构、创新，才能
一 以 贯 之 持 续 构 建 校 园 文 化 体
系，才有可能把它做大做实，凸显
出校园文化的个性和特色。

3.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校长和
班子成员做好顶层设计。要充分
论证，确定校园文化的主题，界定校
园文化的核心内涵，明晰校园文化
的构建路径、终极育人目标等。

4.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广大教
师和学生一起构建。在科学的校

园文化建设顶层设计下，校园文化
建设需要校领导积极引领广大教师
和学生一起构建，落实在每一节课
上，落实在每一个活动中。在实践
过程中，以生为本，引导孩子们参
与、提高、享受、出彩、成长。

两个月的跟岗学习，我们发现
扬子江小学主题文化和办学理念不
是空洞的存在，它存在于源流课堂
的环节之中，存在于小组合作汇报

“让每一个孩子都出彩”的发言之
中，存在于校园趣味运动会每人至
少 2 个项目的参与中，存在于出场
秀表演活动中每班参演必须有全班
合唱的良苦用心的规定中……让我
们真实感受到学校校园文化内涵丰
富、个性鲜明富有特色。

海纳百川，取则行远。咸阳淳
化县城关小学将在借鉴中圆融，在
传承中创新。赓续红色血脉，吸纳
城小百年来深厚的人文滋养，精心
培育我们的“成”文化办学特色，引
领学校不断提升，努力使城小成为
有温度有内涵有幸福感的师生共同
的精神家园。

我的毕业班情结我的毕业班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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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伴我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