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初，学校开展听课活动，
要求借班授课，六（6）班刘老师抽
到了我们班。刘老师上的是“口
语交际——《同读一本书》”。上
课前，我帮刘老师把从图书馆借
来的《鲁滨逊漂流记》发给学生。
发来发去还是少两本。我随手把
已发到张明礼、赵梦茹手中的书
拿了过来——因为他俩平时成绩
不太好，又不积极回答问题，只要
我坐在后面看住他们就行了。

安顿好学生，静候刘老师的
精彩课堂。这时，我发现赵梦茹
手中有一本书，就小声问：“哪来
的？”“班长带来的。”“和张明礼一
块看吧。”“他不愿意看。”我瞅了
瞅张明礼，他小脸通红，双手并在
一块揉搓着。我意识到自己做了
一件蠢事，想做点什么，但公开课
已经开始，时间已不允许。所幸
的是，张明礼坐姿端端正正，并没
有添乱。

上课时，刘老师提了一个有

难度的问题，班上没有几个同学
举 手 ，赵 梦 茹 的 手 却 高 高 地 举
着。我暗暗祈祷：刘老师你可千
万 别 找 她 ，她 可 是 什 么 都 不 会
呀。可刘老师偏偏找了她，让我
吃惊的是她的回答非常正确。整
堂课她表现得很积极。以前我怎
么就没有发现呢？而再去看张明
礼，他只是埋头写着什么。下课
了，张明礼跑过来递给我一张纸，
纸上只有一句话，但却写了几十
遍：“老师，我也想要一本书！”我
想向他解释一下，他却一溜烟地
跑了。

我真的做错了。
这之后，赵梦茹像换了一个

人，上课发言积极踊跃，作业工整
干净，劳动积极认真，严格遵守纪
律……而张明礼呢，索性破罐子
破摔，上课似听非听，作业潦潦草
草，有几次竟然没有带课本。于
是，我主动找到他，没有解释什
么，只是真诚地向他道了歉，并把
我特意给他买的《鲁滨逊漂流记》
递给他。他双手捧起书，小脸再
次泛起红晕，那是一种感受到平
等的喜悦。

我还要拿出行动，让他感觉

老师的公平公正。我按个子高矮
重排了一次座位。课堂提问不仅
仅只关注优等生，每个人都有被
提问到的可能。我还在晨会课上
组织了“三分钟展示”活动，每天
一名学生展示自己的积累，或背
诵经典，或讲故事，或说新闻。对
张明礼和赵梦茹的作业作文我总
是面批面改，赵梦茹更加努力，张
明礼也有所进步。

我庆幸自己没有再错下去。
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每一

名教育工作者都很清楚。但在有
意无意间，我们还是根据成绩的
好坏把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好
学生另眼相待，后进生漠然视之。

我们总是在埋怨班里怎么那
么多的后进生，岂不知恰恰是我
们造就了他们。平等地对待每一
位学生，对他们满含期待，我们会
欣喜地发现他们都进步了。

平等只是一本书，平等又不
仅仅只是一本书……

最近班级管理出现了一件
“难事”：班上有一位男孩，越来越
叛逆了！上课不听，作业不写，跟
他讲道理，感觉他的眼神很强烈
地流露出不屑的表情……我一直
在思考怎么从内心驱动力层面帮
助他，尝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见效，
心里也是又气又急。

在一次语文课堂上，他正在
讲话影响别人，我用比较严厉的
语气提醒了他，他却比我更急，当
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我：“你怎么
证明我影响别人啦？！”语气非常
不友好，而更糟糕的是，全班同学
都盯着我，想看老师怎么处理学
生的“挑衅”，我也非常清楚，十一
二岁青春期的他们，此时正处于

“同辈压力”之下——同伴的行为
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潜移默化
的。这个关键点我没处理好的
话，接下来肯定有更多的人模仿
他的行为。于是，我很快冷静了
下来，只跟他说了一句“你先冷静
一下”。看到他的情绪没有很大

的波动，我便继续讲课。
一下课，我立马把他叫到身

边。他可能以为我会批评他，但
秉持“正面管教”理念的我并没有
批评或者跟他讲道理。我拿着他
的考试卷，态度温和地跟他分析
退步的原因，告诉他改进的方式，
鼓励他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通
过耐心分析试卷，聪明的他捕捉
到第一个信号：“老师没有放弃
我”。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跟
老师去办公室？因为当时旁边有
同学在围观，考虑到他的自尊心
比较强，我尝试想跟他换个地方
沟通，没想到，平时一听到要去办
公室就立马会逃跑的他，这一次，
跟着我走了。

来到办公室之后，我发现办
公室还有其他科任老师，怕他不
自在，于是，我把他带到办公室旁
边没有人的花坛边，我的手臂温
柔地搭在他由于紧张或者焦虑还
在微抖的肩膀上。眼神坚定地告
诉他：“孩子，看着老师的眼睛。

没有任何一位老师想过放弃你，
包括你的家长，请你不要自暴自
弃好吗？如果老师有做的不好的
地方让你不舒服，你也可以跟老
师 坦 诚 说 ，我 们 一 起 来 解 决 问
题。好吗？”接着，我引用了《弟子
规》里面的一句话勉励他——德
日进，过日少。每天改进自己的
一点坏习惯，德行每天都会提升，
过失就会一天比一天少，你就会
一天比一天自在，并取得成绩乃
至其他方面的进步。没想到，温
柔的几句话，让这个眼神抗拒的
孩子立马柔软了。看到他红红的
眼眶里盘旋着泪水，我知道触及
到他内心的情感了，他会改变的。

这件事过去后，孩子上课跟
写作业积极了很多，下课后也愿
意开心地跑过来跟我聊上几句，
我都看在眼里，乐在心上。

而最让我感动的一个转折
点 是 有 一 天 放 学 后 ，他 背 着 一
个 厚 厚 的 书 包 来 找 我 ，跟 我 道
歉说还没来主动找我过关试卷

上 丢 分 的 知 识 点 ，然 后 拿 着 本
子，让我帮他一起过关、默写。
那 一 瞬 间 ，我 竟 然 激 动 得 感 觉
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真的
改 变 了 ！ 要 知 道 ，以 前 找 他 过
关 知 识 点 ，那 简 直 难 如 登 天 。
科 任 数 学 老 师 刚 好 在 办 公 室 ，
看 我 这 么 激 动 ，也 忍 不 住 跟 他
说：“你看班主任黄老师开心成
这样，大家其实都很关心你，也
都很想帮你。”听完这句话，我
看 他 头 埋 得 低 低 的 ，有 点 不 好
意 思 ，但 脸 上 却 是 掩 饰 不 住 的
笑 意 。 这 一 次 重 新 过 关 ，他 得
了满分，而第二天，我也在全班
面 前 表 扬 了 他 ，让 他 在 同 学 面
前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后来，他的测试卷比上一次
整整提高了 10 多分，而我非常清
楚，其实这才是他的真实水平。
更难得的是，此后我经常看到他
洋溢着自信、阳光的笑容。

我的“叛逆”男孩，谢谢你相
信改变的力量。

□□武平利武平利

周玉洁老师（1934—1997），是
我的恩师。

周老师前前后后从教三十多
年，桃李满天下，他教过的每一个学
生都真诚地爱戴他，敬重他。我是
周老师众多学生之一。他是我的历
史老师，历史课上，周老师的语言富
有韵味，仿佛是时间的轨迹，带领我
们穿越历史的隧道，领略古人的智
慧和才情。他的讲述幽默风趣，使
得沉重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有趣，
那些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在眼
前。他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沉寂
的历史变得生动活泼，激发了我对
历史的兴趣，他的历史课深受同学
们喜爱。

周玉洁老师对我要求很严，自
己有时难免也有点抵触情绪，但很
快就意识到老师批评是为自己好，
怎么能够计较批评的严厉与温和
呢？一方面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另
一方面对我十分关心，母亲身体有
病，根本没有能力关照孩子们的生

活。补习时我大多穿着打了补丁的
衣服。有时看见我的衣服破了，周
老师就叫我脱下来，让师母缝补。
有一次我肚子突然痛起来，正好赶
上考试，周老师把我领到医务室打
了针、吃了药，并从家里拿来暖水袋
让我揣在怀里参加考试，药费也是
周老师付的。周老师还时不时地给
我些笔记本等学习用品，为我学习
提供方便，以减轻经济负担。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
周玉洁老师要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
交给他。在百忙之中他总是一本一
本地批改，他看得认真仔细，每个标
点符号都不放过。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题为《谈“立
志”》的文章，文中写道：只要还有百
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
汗水去努力，以此来勉励自己。周
老师批阅：“谈得好，人穷志不穷，处
境逆而志不移，居贫穷而志不倦，穷
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努力吧，有
志者！”后来，几经搬迁，高中时很多

东西都遗失了，但这本周记我一直
珍藏着。

还有一次，周老师让我们写一篇
命题作文“我的×××”，我写了“我
的父亲”。老师叫我念给大家听，读
着读着，我想起了父亲，想起多年来
父亲的奔波、劳碌，我难过地流下了
热泪，有些同学也听哭了。最后，周
老师说：“这篇作文，让我们都知道
了，有多少个像柏林的父亲这样的家
长，节衣缩食供你们上学，因此你们
要珍惜时间，发奋读书，刻苦学习。”

在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进
步很快，1981 年 8 月，一张印有“延
安大学政教系”的醒目字样的录取
通知书送到家中，接到录取通知书
的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
百感交集，所有的辛酸、苦涩、幸福、
憧憬交织成了两幅截然相反的画
面：一边充满忧郁绝望，一边充满生
机和光明，而我正是从那死亡的恐
惧画面中走出来的历练者。

我在延安上大学后，每次回老

家，都尽量抽时间去看望周老师，向
他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斗转
星移，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了，
我被分回黄陵，周老师对我像对待
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教我如何分
析教材、如何准备讲课稿，并让我一
次一次试讲给他听。我在城里举目
无亲，周老师从学校给我找了一间
办公室，并让我在他家吃饭。经过
精心准备、不断练习，我的试讲取得
了很大成功，试讲成绩位列第一。

周老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调到长安师范任教，1994 年 4 月从
长安师范退休，1997 年 8 月病逝，享
年 64 岁。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后来
我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在我心目中，周老师不仅是一
位优秀的老师，而且是我做人的楷
模。他出身书香门第，但关爱贫寒
子弟；他才华横溢，但绝不居高临
下；他是非分明，又善解人意；他谈
吐文雅，又和蔼可亲。他给了我父
亲般的爱，他是我的恩师。

近日，学校“林凯杯”足球联
赛如火如荼，师生们都沉浸在班
级比赛之中。有一个班级在年级
决赛中遗憾告负，有人哭了，结果
整个班级都“失控”了，孩子们哭
成一片。原来足球的魅力可以牵
动场内外每一个人的情绪。

如此画面，让我的脑海中不
禁浮现起自己的足球记忆。曾
记得，我的心也被 2014 年世界
杯德国和巴西的半决赛所牵动，

彼时，我正带着孩子们在北京进
行暑期研学，然而，疲惫的身体
无法阻挡我对足球的热爱，虽然
比分让人失落，但我依然满怀期
待地看完了全场比赛，无关胜
负。原来，这已是10年前的事，
那届世界杯也是我和同伴们的
足球“升温”时刻。

那时，我们很年轻，一起看
球，一起聊球，怎么能不踢球
呢？曾记得每一个中午，我们与

“足球”相伴，那时，每一顿午饭
后稍作休息，便有一群男教师快
速更换球衣共赴“足球”之约，在
那个夏天里，有烈日、有朝气，更
有对足球的挚爱，我们潇洒地沉
浸在足球之中，不问周围。我们
甚至忽略了孩子们还需要午休，
也正在午休，所以那段“中午约
球”成为了“历史”。

困难永远无法阻挡“热情”
的前行之路，我们商议每天下
午“约战”，有时也和学生一起
享受足球的美好时光。印象最
深刻的是一次雪地球赛，那个
周末一群人一顿饭后，借着微
醺酒意，有着一个共同的念头，
一起走进被白雪覆盖的操场，
开启一次任性的球赛。踢球、
碰撞、摔倒、大笑，仿佛整个球
场都是我们的天地。

时间变迁，年龄增长，十年
间对于足球的挚爱始终没有递
减。后来，我们和社区足球爱好
者组队，经常约其他球队踢友谊
赛，也进行球队内部对抗赛，还
参加过社会组织的民间联赛。
虽然，我始终是以“替补”的身份
参与，但也乐在其中，能看球还
能踢球，不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情吗？我们球队曾经还获得过
区级联赛的亚军。

“记忆”照进“现实”，相映
成趣。现在的我依然是“足球”
中的一员，我们的球队依然活跃
在球场之中，周三和周六已经成
为固定的足球时间，足球运动为
我们的教育生活增添了很多乐
趣和精彩。

我的恩师周玉洁我的恩师周玉洁
□□寇柏林寇柏林

□□翟凌枫翟凌枫

□黄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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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
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老师，他们用爱
心和智慧为我铺就了前行之路，想
起他们，我至今心怀感激。在这些
老师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

“刘一遍”老师了。
那时她才不过三十岁出头，正

是青春活力的年纪，刚刚接触，同学
们都很喜欢她。然而相处一段时间
后，同学们逐渐对刘老师产生了质
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每次
上课讲完重点部分后，刘老师都要
说上一句“再强调一遍”，然后把重
点内容再复述一遍。同样的内容，
一节课下来往往要“强调”三四遍，
甚至更多。时间久了，部分同学嫌
刘老师过于啰嗦，几个调皮的同学
还给她起了个“刘一遍”的外号。惭
愧的是，我也在这几个同学之中。

可是渐渐地，同学们察觉到，在
“刘一遍”老师日积月累的“强调”

下，我们班的数学成绩竟有了显著
的提高。每次考试结束后，我们都
会发现，在同一张卷子上，其他班同
学容易出错的地方，我们班的同学
几乎不会出错。这不是因为我们班

“底子”好，而是“刘一遍”老师已经
把这些知识点给我们“强调”过“N+
1”遍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所掌握
的一些基础数学知识，能时隔多年
而不忘，都得益于这位敬爱的“刘一
遍”老师。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政府机关
工作，但却从未停止追逐心中的教
育梦。工作几年后，我毅然辞去了
父母眼中的“体面工作”，到大学里
面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初登讲台，我像一匹时刻准备
奋鬃扬蹄、驰骋草原的小马驹，满腔
热忱，只想把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
留地教授给学生们。但是时间久
了，我发现学生们上课经常走神开

小差。尤其当我讲到重要的知识
点，急切需要得到他们回应时，他们
那迷茫而又飘忽不定的眼神，时常
让我束手无策。因此，我只能一遍
又一遍地强调，以加深他们的印
象。时间一长，我发现每当我说到

“再强调一遍”的时候，同学们的注
意力就会有短暂的集中，迷茫的小
眼神也依稀可见片刻的湛然。这给
了我出乎意料的惊喜。

有一次上《大学语文》课，我讲
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当我讲
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
衫湿”的原因时，为了确保每个同
学都能准确理解这个知识点，我向
同学们反复强调：“因为白居易与
琵琶女二人境遇相似，因此产生了
情感共鸣。”那时，我已在课上强调
过两遍，临下课时，我还是不太放
心，准备再强调一遍，当我说道：

“再强调一遍，白居易之所以会‘泣

泪最多’，是因为……”还没等我说
完，同学们就学着我的语气异口同
声地说道：“因为白居易与琵琶女
二 人 境 遇 相 似 ……”等 学 生 们 说
完，我们竟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起
来。我想，在教育环境中，也许这
才是真正的灵魂默契吧。值得一
提的是，我的学生们还算给面子，
至今我也没听过有哪位学生给我
起了“翟一遍”的外号。

做了老师以后，我对求学路上
所遇到的以“刘一遍”老师为代表的
这些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们，产生了
更加钦佩和感激的情感，而我自己，
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一遍”老师
的“统一战线”。

其实，在我看来，这句简单的
“再强调一遍”，不仅是一句惹人一
笑的口头禅，更体现了一名教师对
自己职业的尊重和敬畏，还有他对
学生沉甸甸的爱意。

研 修
思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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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人间四月天”，在诗
意的春天里与语文同仁们走进
草木葱茏、书香满园的宝鸡第
一中学校园，观摩教育联盟组
织的“新课标下最美课堂”《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同课异构示
教活动，领略美好的教学姿态
蓬勃而出的课堂生命力。当最
美的时节遇见最美的课堂，闪
着新绿的关于语文教学思考体
悟的嫩芽就次第探出枝头来。

最美的课堂洋溢着松弛的
氛围。来自陕师大附中的授课
老师举手投足间都透着端庄淑
雅，与学生闲聊诗人诗作之时
便无痕导入新诗的学习。老师
的课堂用语生动又有趣：选定8
为幸运数字请相关学号的同学
概括四节诗意；又一次答问的
学 生 老 师 便 称 其 为“ 二 次 缘
分”；初次见面的师生竟没有生
疏，也有个别“顽皮的大雁”遇
到问题茫然无措、尴尬至极，老
师就分解问题，一小步一小步
引导着学生，缩小阅读范围并
搭建思考阶梯，直到他们豁然
开朗迎头赶上。同一节课，另
一位老师则设计为“班级参加
经典诵读比赛的朗读训练课”，
从完成字音、节奏、流利、有感
情到脱稿的梯度朗读任务来实
现诗意与诗情的体悟，“孩子的
天性是游戏”，“玩中学”的教学
方式取得了极佳的教学效果，
全班学生热情高涨，这种体验
类似游戏过关最终大获全胜。
最美的课堂里，孩子们在愉悦
的氛围中、放松的状态下展开
灵动的思考、高效的学习，老师
包容又耐心，允许学生犯错，更
明白进步就是不断试错并改正
的过程；老师更懂得尊重，如肖
培东老师所言“了解孩子的心
灵，才是尊重的开始”。

最美的课堂提倡深度的思
考。教师关于“杜甫为什么称
为诗圣”的发问在课堂伊始就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继而设计“代诗人抒情”的情境
体验活动：要求学生在“茅屋被
秋风吹破”的事件发展中体会
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以杜
甫的口吻吐露诗人心底的声
音。学生的表达从关于恶劣天
气、顽劣孩童、悲惨境遇的无奈
感伤到对天下寒士的同情与祈
愿，杜甫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
一颗圣心愈发撼动人心。余映
潮老师认为：以主问题为纲，既
可以使课堂得以有效聚焦，又
可以扩展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聚
合思维。这样的课堂以“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主问题为教学
的发端，用贴近学生情感体验
的真实情境引发情感共鸣，为
学生奉上语言文字烹制的思维
大餐。“提纲挈领式”的阅读问
题能引导学生细读文本、深度
思考，搭起学生与文本对话的
桥梁，激发学生划动思维之帆
向文本深处行进。

最美的课堂积累丰厚的收
获。从诵读“诗心”到体悟“圣
心”，课堂的脚步并未停止。教
师适时连读拓展白居易的《新制
布裘》，归纳乐天、子美与天下苍
生对应的“天下四等人”，自然会
激发热血沸腾的少年们关于人
生价值的思考与选择。读一首
诗，为学生点亮一盏心中的明
灯，深挖成长中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而另一节关于经典诵读的
课堂尾声，教师还设计为诵读配
乐的环节：在笛子《雪花》、古筝

《高山流水》和大提琴《歾》中作
出恰当的选择，这项任务链接着
中考命题素养立意的方向，彰显
出跨学科融合的教学理念，这样
的课堂，学生在学习中收获的不
单单是学科知识，更是心灵的滋
养与情感的充盈；不仅仅是知识
的拓展，更是品格的涵养与素养
的提升。

在最美的课堂里，师生能
体验到生命被点燃、唤醒的美
好姿态与教育的深远影响。当
老师们潜入文本在课堂深耕，
俯下身去与学生对话时，最美
课堂就会悄然绽放。

平等只是一本书平等只是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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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风采

““再强调一遍再强调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