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刘欢欢的散文
集《去看那一树繁花》，
我认真看了，的确不错，
繁花一样，花枝招展，春
意盎然。

《去看那一树繁花》
收录了作家刘欢欢近年
来的70篇作品，分为“四
季”“乡村”“中年”“生活”

“家乡”“烛光”“读书”七
辑，感情真挚，充满敬
畏，真情质朴，自然从容，纵横捭阖，
丰盈有趣。我觉得，刘欢欢的散文，
得益于她的教师职业，各方面知识
渊博，有了很好的知识储备，写起来
跌宕起伏、内容丰富、饱满生动；她
还有很好的语言功底，真情自然流
露、文字优美、表达准确；以中年女
性的成熟视角，坚定而沉稳，既有观
察也有反思，有日常生活的思想感
悟、自我审视，新颖独特，践行着“人
活着坚持读书和劳作，也是为了到
达生命巅峰的绽放”的艺术主张和
人生哲理。

“读书和写作可以让人成长、
成熟、豁达、开阔、独立、冷静、知
足、感恩。”刘欢欢说，“所有这些，
在《去看那一树繁花》中都有痕
迹。”手机，消磨了我们大量琐碎的
时间，刘欢欢的散文集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思想、
情怀和反思，从一个女作家的文字
中读到了人与社会的复杂交织，和
作者丰富、豁亮的精神世界。

刘欢欢说：“四十岁以后，忽然

对每一个春天的到来都
充满了欢喜。”我有同
感。过去对身边的花花
草草、四季变化没有什
么感觉，人到了一定年
龄，忽然内心柔软起来，
心生爱怜之情，对自然
万物倍感亲切和珍惜，
有一种不舍和依恋，更
加热爱这个美好的世
界，也希望自己过得像

花儿一样美丽、自信和灿烂。
散文集《去看那一树繁花》，封

面就是粉色的，充满了生命气息，
活泼、温暖、明媚、干净。何红雨
说：“静静地停下脚步，只为一树
繁花。忘却了时间，只是仰头欣
赏，听不见人来人往的嘈杂声，也
看不见世间的纷纭熙攘，只是陶
醉在那一树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就很好。粉色的那一树树，开得
正俏。”

一路繁花，且行且歌。我想说，
刘欢欢热爱写作，钟情文学，教书育
人之余，有自己的精神理想，坚持着
自己的“繁花”信念，探求散文写作
的多种可能性，尽情彰显自己的个
性，从不放弃；另一方面，她的每一
篇散文，如同树上“繁花”绽放吐芳，
五颜六色，各有千秋，花香满径，让
人喜爱，她喜欢“繁花”，“繁花”是她
心灵的映照，两者互动，顾盼生辉。
唯独不变的是她做人真诚、善良、热
情的底色，让“繁花”更加有新意，有
诗意，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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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源于热爱 诗意成就美好

□邢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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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虎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你
读过的书会改变你，更重要的是，
你读过的书会塑造你。

人到中年，回望自己走过的
旅程，深感约翰·洛克的话道出了
读书真谛。我的人生就因阅读而
改变。

青少年时期体弱多病，导致
我进入高中后不得不两次休学。
父母见我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料想我以后的人生注定不会像同
龄的健康孩子那般活得自在，早
早就安排我跟一位油漆工匠学手
艺。在我的家乡，无论城镇还是
乡村，年轻人的婚事多在腊月举
办，油漆家具的活儿也基本集中
在寒冬时节。跟人学艺，起初做
的都是些重活累活。每到一户人
家，搬动家具，给需要上漆的大小
家什用刮刀均匀地刮上一层用清
漆和腻子粉调和好的底灰，是第
一道也是最费力的工序。尤其是
在天寒地冻的冬天，搬上一通家
具再刮上一天底灰，双手已被冻
僵，吃饭时连筷子都无法拿稳，只
能颤抖着用调羹舀食。可学徒该
做的事情，依旧得咬牙完成。有
次从外地回家短暂休息，无意间
看到父亲去省城出差时买回的一
本上海知青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

《蹉跎岁月》。联想到自己当时的
处境，颇有同感，就随手翻看起
来。小说中男主人公柯碧舟不安
于现状，利用休息时间独自守在
知青点埋头创作短篇小说《天天
如此》的情节，不由让我心头一
动。后来又在书中读到柯碧舟业
余创作的散文《青青八月竹》在省
级报纸公开发表，更加使我鼓足
了勇气，我也要像他一样自学写
作！读完小说，我仿照《青青八月
竹》写了篇题为《麦苗青青》的散
文，几经修改后投给了一家市级
报纸。半个多月后，我收到了报
社退稿。编辑在退稿中附了一张
便笺，希望我坚持多读多写。在
以后的学徒生涯中，我随身携带
的黄色帆布挎包内总是装着书
籍、钢笔和草稿本，只要有空就阅
读和写作。阅读量的增加，使我
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树立起远
大理想：长大要做一位以写作为
职业的文化人。某天，我终于向
父母提出了终止学徒工作的请
求。休学期满，我又回到学校，继
续着我的学业。功夫不负苦心
人，半年多时间的课外阅读和从
未间断的写作，终于让我品尝到
成功的快乐，在市级日报的文艺
副刊发表了作品。

大学毕业，正值海南建省办特
区如火如荼的时期，因读过大作家
浩然先生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
对云飞浪卷的海南岛充满向往。
拿到毕业证后，我就义无反顾地闯
海寻梦。借助上学期间公开刊发
的一些作品，我被录用到一家省级
报社工作。在海口，我从记者做
起，之后到文学副刊做编辑，再到
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及版面总策划，
逐步实现了做学徒时的写作梦。

在家人和同事眼里，我是那
种一点就炸的火爆性格。青年时
期，曾在工作与生活中得罪过不
少人，也因此遭遇过诸多不顺。
进入中年，我有幸读到被誉为“中
国第一善书”的《了凡四训》。明
代学人袁了凡以其亲身经历训诫
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真相，明辨
是非善恶，改过错与结善缘的家
训，深深感动并教化了我。每当
在生活中遇到麻烦和不顺心的
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凡
四训》中的某些句子，迫使自己控
制情绪。有回碰到女儿一再犯
错，怒火顿时在心中升腾。蓦然
想起《了凡四训》中的教诲，于是
我迅速转移思路拨通一位久未谋
面的朋友的电话，一通客气的问
候过后，对女儿的怒气也烟消云

散。如今的我，早已不再像过去
那般性急。在轻松平和地为人处
世中，原有的高血压等病症也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过着快乐
无忧的日子。

都 说 身 体 健 康 是 永 远 的 财
富。我开始按照养生类书籍的指
导进行合理膳食和适当劳动。除
了吃得清淡，我还在住地附近租地
种菜，陶渊明般过起农耕生活，利
用业余时间劳逸结合，修心养性。

村上春树是我欣赏的日本作
家。除读过他的《且听风吟》《海
边的卡夫卡》《挪威的森林》等长
篇小说外，我还对他的散文情有
独钟。尤其是他关于跑步的作品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我
很是喜欢。村上春树在这本分享
自己慢跑经历的书中，道出了诸
多在坚持不懈的运动中获得的快
乐与益处。受他的作品影响，我
也爱上了慢跑，且日复一日，早晚
坚持，从不间断。没有雨雪的时
候去户外活动，下雨落雪的日子，
我就把小区偌大的地下停车场作
为运动场所，绕着地库一圈一圈
慢跑。直到头上和背上闷出细
汗，才收兵回家。

可以说，我的成长因阅读而精
彩，命运因阅读而改变。

□马 珂

被阅读改变的人生

一路繁花，且行且歌

读完朱永通老师《教育的细
节》一书，除了为朱老师“通过细
节看教育”的独特视角点赞外，
触动最大的是书中所讲的大量

“细节”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对于“细节”，每个老师都应

该深有体会。细节缺少了智慧，
就好比给自己和工作套上了枷
锁，虽然也能够达成工作目标，
但常常弄得自己筋疲力尽，有时
甚至疲于应付。而充满智慧的
细节，有时候甚至是看似不经意
的一个小小的改变，便可取得良
好的效果。

智慧的细节哪里来？朱老师
没有总结，但我们可以从书中的
多个“细节”中提炼出来。

智慧的细节来自于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

只有真正拥有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才会关注教育的细
节，在教育过程中关注人、关心
人、发展人、成就人。在《教育的
细节》一书中，这样的细节数不
胜数。

朱老师引用了朱煜老师的专
著《讲台上下的启蒙》中的一篇
文章《伟大的琐细》。班主任王
老师去听杨老师的音乐课，当杨
老师要求同桌互相唱一唱听一
听的时候，王老师发现最后一排
的一个孩子边上没有小朋友，便
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让孩子唱给
自己听。当杨老师让觉得邻座

唱得好的同学举手时，王老师鼓
励那个孩子也举手，融入课堂。
不仅如此，整堂课上王老师始终
面带微笑，温和的目光游走在每
一个学生身上。当孩子们表演
结束时，她率先鼓掌。有时看到
哪个孩子做了有意思的事情，她
会和同事笑着小声交流，宛如一
位深爱着子女的母亲，正怜爱自
豪地向别人介绍自己家孩子的
种种可爱。

王老师的几个细节，让课堂
一下子变得无比柔美，也让读到
这个故事的我怦然心动。这才
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是智慧细节
的源头活水。

智慧的细节来自于对教育艺
术的不断追求

贾春英老师的案例也非常经
典。夏果同学烫发、染发、戴耳
环、穿奇装，违反了《中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和校纪校规，贾老师
先是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旁敲
侧击，见不起任何作用，又创造
机会，创设情境，巧妙地利用自
己烫染的发型做“道具”，师生间
架设起了沟通的“桥梁”，不但让
夏果主动改正了错误，更重要的
是使她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
美”，其教育智慧令人敬佩。

反思自己，如果也遇到夏果
这样的学生，很可能会直接“交
火”，告知她不能这样做；如果不
起作用，“点名批评”甚至“叫家
长”也不无可能，因为这样做“省
时省力”。

这样缺少思考的简单粗暴的
方法虽然有时也可以让学生改
正不良行为，但很难产生贾老师
这样的教育效果——学生的认识
更深刻了，师生关系更和谐了，
教师的教育艺术更精湛了。

智慧的细节来自于打破陈规
的教育创新

教育需要传承，也需要打破
陈规。如果总是一味走老路，或
许走得比较轻松，却有可能进入
机械重复的误区，白白断送了许
多教育的契机。所以作为教育
工作者，对发生在身边的许多老
问题，要多思考一些新办法，用
创新打破教育陈规，让细节闪耀
智慧的光芒。

比如，当班级人数为奇数时，
大部分教师都不约而同地把这
个单独的座位运用到惩罚教育
当中，这个座位成了后进生“专
享”。这样做无疑会对这些学生
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

怎样安排座位既不会对孩
子造成隐性伤害，也不会让家
长存在不满情绪呢？朱老师举
了 深 圳 市 清 林 小 学 的 一 个 案
例。在这所学校，每个班级都
规定，凡本周表现好的孩子，老
师奖励他下周在这个座位上坐
一周。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创
新，把消极的处境一下子变成
了积极的育人行为，使这个备
受 冷 落 的 座 位 吸 引 了 很 多 孩
子，甚至家长也纷纷鼓励自己
的孩子好好表现，争取有机会
坐上这个座位。

与上面案例类似的充满智慧
的教育细节，在《教育的细节》一
书中灿若珍珠，俯拾即是。这些
案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
的冲击，更是心灵的涤荡。珍视
每一个教育细节，不仅可以使师
生生命拔节，更可以使教育走向
理想。

——读《去看那一树繁花》

2023 年寒假，在雷蕾老师“名
师+”研修共同体的引领下，我阅读了
肖培东老师的专著《教育的美好姿
态》。肖培东老师的大名知道得早，
但他的书确实还没读过，直到读完

《教育的美好姿态》，我对肖培东老师
敬佩之余，也体会到他身上儒雅、智
慧、细腻、灵动的教育风格。

肖培东老师成功的背后，有着
怎样的路径和方法呢？答案就在《教
育的美好姿态》这本书里。这本书有
五部分：第一辑：教学，是彼此都要珍
惜的缘分；第二辑：语文的表情与眼
光；第三辑：没有难上的课，只有不悟
的心；第四辑：教育的美好姿态；第五
辑：世界，别与我争夺。整部著作以
诗歌般优美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教
育思想、教学理念、课例感悟、教育思
考和亲情故事。

胸怀理想，且诗意柔情
一个理想的教师，应该是个天

生不安分、会做梦的教师。教育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内涵与
主题都不同。只有具有强烈的冲

动、愿望、使命感、责任感，才能够提
出问题，才会自找“麻烦”，也才能拥
有诗意的教育生活。写诗是要有灵
感、悟性和冲动的，真正的好老师也
应具备这样的品格，永远憧憬明
天。对一个成长中的教师来说，平
静的思考是必要的，但更要富有激
情。人要会做梦，优秀的教师要永
远伴随着自己的梦想。当生活没有
梦想时，生命的意义也就完结了，教

育就没有了意义。
充盈爱心，且情感细腻

爱的教育，是教育力量的源泉，
是教育成功的基础。正如夏丏尊先
生所说：“教育没有情感，没有爱，如
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
称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有爱，也
就没有教育。”肖老师热爱孩子、热爱
教育，也是一个探索自然、热爱自然、
热爱生活的人，这样才能教育好孩子
们，走进教育的美好姿态，走进生活
的美好姿态。

勤于学习，且不断丰盈
勤于学习，充实自我，这是成为

一名优秀教师的基础。一个理想的
教师，一个要成为专家的教师，一个
想成为名家的教师，必须从最基础的
做起，扎扎实实多读一些书。

首先，从语文教学走向语文立
人。语文教学不仅是字词句篇、语
修文逻，不仅是读读背背、抄抄写
写，语文课堂应该闪耀着一种诗性
的光辉、一种浪漫的情怀、一种自由
的精神、一种高贵的灵魂，引领学生

与古今中外伟人对话，体验作品中
的喜怒哀乐，感受师生间的美好情
谊，进而引导学生把这种语言修
养、情感体验、文化积淀体现在日
常生活中，既要用语文育人，更要
用语文修身，过一种真实而幸福的
教育生活。

其次，从课堂实操走向语文融
合。书中说：“你怎么样，你的课堂
便怎么样。你，是你的课堂。”这就
是“我即语文”的教育理念。语文老
师要做一个有爱的人，爱家人、爱学
生，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肖培东
老师书中最后一章怀念父母，回忆
和姐姐、儿子日常琐事的文章，感人
至深。语文老师还应会生活、爱生
活，永葆赤子之心，肖培东老师写
诗、唱歌、弹吉他等场景让我们感受
到他生活的惬意美好。

最后，从语文教师变为生活达
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万物之
理，写生活感悟，这应该是语文教师摆
脱照本宣科教学的不二法门，这样的
语文教师才会让语文课堂生动有趣。

——读《教育的美好姿态》

很高兴在 2024 年初读到了
杨雪梅工作室倾心创作的系列
书籍。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真
诚的文字打动，看着团队小伙伴
们记录下的真实教育故事，竟多
次红了眼眶。

点滴感悟，拔节成长
一年前，我通过同事的“牵

线”，加入了杨雪梅读写团队。
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团队的了解
还不是太多，而当时的自己在班
主任工作中日复一日地做着重
复性的工作，不听话的学生、难
管的班级纪律在等着我，职业的
倦怠时常伴随着我。

我需要一束光，引领我；需
要一盏灯，照亮我；需要一种力
量，推动我。杨雪梅老师以及她
引领的读写团队，便成了这束
光、这盏灯、这种力量，在我迷
茫、没有方向的时候，给了我努
力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

我读《做一名懂心的班主
任》时，《再进一步，让成长更精
彩》一篇触动了我。杨雪梅老师
发自肺腑地站在教师成长角度，
为众多一线班主任提供了同读、
共写、同研、共行的平台。就这
样，跟随着杨雪梅老师的脚步，
我坚持每天阅读，每日反思，每
周写作。一年来，不知不觉中写
了六十多篇教育随笔，这对以前
的我是不敢想象的。

杨雪梅老师说：“任何一粒
经历过自我挣扎和时光洗礼的
种子都有强劲的生长力。所有
的绽放都是种子在时光中慢慢
孕育、悄然拔节的见证。”我是平
凡的无数种子中的一粒，我想我
是多么幸运，在这样一个积极、
正能量的团队，与一批优秀的智
者同行，自己也开始蜕变。

守护心灵，智慧育人
《做一名懂心的班主任》一

书，从贴近心灵、巧妙借力、叩开
心门、调控情绪、专业成长五个
方面，讲述了一线班主任们的真
实故事和育人智慧。

作为班主任，最头疼的一定
是班级里几个“油盐不进”，天天

“惹是生非”的孩子，面对这些自
由、任性的“捣蛋鬼”，我在班级
管理中常常变得很被动，不知所
措、无从下手是我常有的状态。
很多时候，在“没有招”时，索性
就随他去吧。久而久之，班级纪
律越来越差，学生不怕老师，越
难管越管不好，越不管越难管，
于是便进入了班级管理的恶性
循环状态。

面对“特殊学生”的“特殊问
题”，杨雪梅老师更有发言权。
她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多年，各种
各样的学生都见过。大禹治水，

“疏”是关键；青春期引领，“引”
才是正法。可见，要想真正地走
近这些学生，班主任老师要掌握
学生心灵的“密码”。

学会细致观察，是班主任老
师应该具备的能力。当正值青
春期的学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时，杨雪梅老师留心到了他们的
一举一动，并能根据男生女生的
不同，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一
句站在学生角度说出的体己话
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细心、小心、
耐心、有爱心的班主任，这样的
老师会有哪个学生不喜欢呢？

巧妙沟通，用心润心
王迎军老师的《让润心的

“批评”促进成长》给了我很深的
感触。当学生因犯错被老师批
评时，心情一定很沮丧。其实，
在批评完学生后，老师一定也不
好受。

每次与学生沟通过后，我都

会反思自己：刚才批评的话是不
是说得过重了？孩子回家后诉
苦，家长会不会有意见呢？批评
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如何把握这
个度，才能真正起效，让学生心
服口服呢？

还记得有一次线上教学时，
数学老师拖堂了 5 分钟，班级里
的学生昊在下面发表评论：“老
师，你拖堂了。”站在老师的角
度，为了让学生多学一点，老师
往往会有占用大家一点时间的
时候；站在学生的角度，一节课
多一分钟都觉得是“霸占”了他
们的宝贵时间。后来，学生返校
后，因为这种公众场合不尊重老
师的行为，数学老师对昊进行了
批评。没想到，简单的几句批
评，却引来了家长的不满。

作为调节这件事情的班主
任，我产生了更深的思考：现在
的孩子，生长环境优渥，家长教
育观念不一，教师教育学生就
要更加巧妙，同样的话，换个语
气、换个态度、换个音调，可能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每一位老
师都应该深耕沟通的技巧，不
管是表扬还是批评，都要站在
学生的角度，真正走进学生的
心灵，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
育效果。

《帮友谊的小船行稳致远》
《在不断地照鉴中找寻回归的
路》……书中的故事还在继续，
每读一个故事，心里便荡漾起一
阵涟漪。

教育，多么有趣的事情！让
教育者们在日复一日的探寻中，
不断接受挑战，不断突破自己。
如果每一位教育者都能掌握走
进学生心灵的“密码”，相信教育
将会在有趣的底色上，变得更有
意义。

再进一步，让成长更精彩！
不管是杨雪梅老师对教师们追
寻成长的期许，还是老师们对学
生成才的期待，只要走心、入心，
便能成就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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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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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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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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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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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