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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光追随光 成为光成为光 散发光散发光

树立远大志向，追随“信仰”之光

“ 为 天 地 立 心 ，为 生 民 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我们要心存理想信念，努
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有着 60
多年教学生涯的于漪，虽已是
耄耋之年，却依然活跃在教育
的第一线，坚持“在讲台上用生

命唱歌”，把全部的爱都奉献给
了孩子。“燃灯校长”张桂梅，深
深扎根在云南贫困山区，尽管
病魔摧残了她健康的身体，但
她用知识改变辍学女孩命运，
用教育照亮贫困山区学子未来
的路。

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到骨干教师
的干练，从遇到困难抓耳挠腮
到灵活解决学生问题，从课堂
的前言不搭后语到环环相扣的
教学环节，我始终践行的是“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理
想，一直以榜样为力量，朝着他
们的方向不断奋斗。坚定理
想，夯实信念之基石；服务社
会，拓展生命之宽度；热衷教
育，胸怀“国之大者”，久久为
功，才能取得辉煌的教育成就。

练就过硬本领，成为“实干”之光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

小结实成。”教师必须具备深
厚的专业知识，广博的相关领
域见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
具备过硬的业务本领。40 年
如一日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的
重庆警察学院刘开吉教授，取
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平
安中国和确保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和谐安宁作出了极大的
贡献。一切为了儿童的李吉
林老师，潜心钻研情境教育，
真正使无数孩子爱上学习，她
用独具特色的情境教育为我
国的基础教育事业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在向榜样学习的同时，我
也更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向
职业化、专业化方向成长。根
植于阅读，读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建议》，读魏书生的
《班主任工作漫谈》，也读《新
教育》《道德经》……从职业到
专业，从教育到心理。坚持写

作，开设自己的“小伙伴 大梦
想”微信公众号，教育故事、教
学反思、班级趣事等均以文字
的形式和大家交流分享。狠
抓教学，坚定“课大于天”，在
实践中研究如何上好每一堂
课，开拓眼界，创新教育教学
方 式 。 理 论 与 实 践 齐 头 并
进，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做
学 生 学 习 生 活 中 的 示 范 ，成
为 学 生 为 学 、为 事 、为 人 的

“大先生”。

肩负使命担当，散发“奉献”之光

陶行知说过：“真教育是心
心相印的活动，伟大的师爱对
个人的影响是终生的。”窦桂梅
每天早上7点准时站在校门口，
欢迎所有学生，微笑着打招呼，
弯腰竖起大拇指和学生们大拇
指相碰，这样的举动使孩子们
的心灵充满了健康和阳光。应
彩云既不当园长也不当科长 ，

从教 40 余年，心里满满是对孩
子的爱，只为给孩子带去一生
的幸福。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
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哪里有教师，
哪里就有关爱。做一个眼中
有光、胸中有爱的教师，心怀
敬畏与热爱，向下扎根，做陪
伴学生成长的亲密朋友，做指
引学生前行的人生导师。在
学生遇到学习障碍时给予指
导，在学生遇到生活困难时积
极鼓励，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
那束光，做学生春天的花、夏
天 的 冰 、秋 天 的 果 、冬 天 的
火。只有如此，才能推动“教
育强国”的巍巍巨轮行进！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教师，我必坚
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
向与抱负，必沿着“大先生”的
教育家精神方向阔步前行。

□□郭丽芬郭丽芬

期末，学校布置外出工作，对
于细节我有些疑问，在微信上找同
事询问：“明天是不是要带红笔过
去？”“你改卷子是用黑笔吗？”同事
的反问式回答把我噎住了，我只能
用“哦哦！”草草收场。

得到这样的回答，难免有些失
落，我知道改卷是用红笔，我的疑
问点是到了指定地点，人家会不会
统一发放？不是带不带的问题。
这么多同事，为什么单独找他，是
因为我信赖他，觉得我们的关系比
较亲密，但是，这么反问我，会让人
隐隐约约感受到不舒服，我暗暗发
誓 ，下 次 没 有 要 紧 事 ，不 再 问 他
了。回想与他的几次日常聊天，不
管聊到哪个方面，他都会习惯性反
问，有些问题反问确实能引起我的
思考，但是有些问题一旦反问，就
会引起我的反感。

前段时间，无意间在朋友圈刷
到一篇“反问式回答有多令人讨
厌！”的文章，我第一次对“反问式回
答”有了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在日

常交流中使用反问句来回答别人的
问题，它可能源于对话题的不确定
感，或者是想要通过反问引导对方
思考。不论回答者的出发点是什
么，在日常沟通中，反问式回答会令
人心生不悦，进而产生距离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周五的
作业会比平时多一些，每当我洋洋
洒洒在黑板上一条条布置完作业，
收笔的瞬间，底下总会传来木木同
学的疑问：“老师，是写在练习本上
对吗？”“老师，这个也要写上班级
对吧？”“老师，一定要用 A4 纸才行
吗？”……他的问题每天都很多，都
很零碎，一开始，我都是高高在上
的样子，直接反问他：“你是第一次
做我的作业吗？我写在黑板上的
字，你是看不清楚吗？”后来实在太
烦了，直接无视他的提问，其他同
学也习惯了。甚至旁边的同学都
会帮我回他：“你没长眼睛啊？老
师都写在上面了！”

这些戏码天天上演，直到我
有 了“反 问 式 回 答 ”的 概 念 。 天

啊，过去我的回答怎么这么令人
讨厌呢？作为一个在学习上相对
落后的学生，有这些问题是非常
正常的，难得他能一次次请教我，
我好好说话不行吗？不知道他过
去有没有被我的回应伤害到。看
完 网 络 上 的 解 析 ，我 恍 然 大 悟 ！

“反问式回答”真的是一种无形的
语言暴力。

为什么作为老师的我会选择反
问，而不是直接回答，我的出发点
是：我上次也是这么布置作业的，
你不知道用练习本吗？为什么你
的同桌就没有问题，就你事多。潜
意识里，我很不耐烦，暗暗责备木
木同学怎么小问题一堆呢。

好在我们班的木木同学是个乐
观可爱的孩子，他依旧不懂就问。
但是，其他孩子可就未必这么幸运
了。每个班级中都有类似的“问号
孩子”，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反问
式”暴力对待呢？

我的悔悟时间来得太晚，导致
其他同学也学着我的样子反问他，

难怪他作业老是出错，想必在老师
这里吃了闭门羹之后，其他同学也
没好好回答过他的问题。学习本
来就是个慢功夫，不要渴望每个学
生都十分机灵，一点就通。面对一
些小问题，我们作为老师可以更有
耐心一些，不是说静待花开吗？

这段时间，面对木木同学的
问题，再小，我都能有意识地好好
回答他了。课堂上，他偶尔提的
问题偏离主题，我会提醒他，下课
我们再处理；课后，他问我手抄报
尺寸 8 开到底是多大的时候，我会
直接拿出样本给他。或许，我在
改变，他也在改变，前几天的放学
路上，我们还边走边聊了一会儿
如何对对子。这不，小问题问着
问着就少了，有价值的问题就慢
慢多起来了。

原来，我们可以选择不当“反
问式”老师。好好说话，真的不难，
用陈述句，温和一点，耐心一点。
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回答，而是
这背后温暖的交流与爱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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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不做““反问式反问式””老师老师

周末，我和丈夫带着儿
子去了一家艺术展览馆。展
览馆里陈列着各种雕塑作
品，每一件都精雕细琢，形态
各异，栩栩如生。儿子在一
座石雕前驻足，久久不愿离
去。他仔细打量着那块石
头，天真地问：“妈妈，这块石
头是怎么变得这么漂亮的
呢？”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
微笑着解释：“这是雕刻家用
心雕刻出来的，他希望这块
石头成为他想象中的样子。”

就在我解释的时候，我
意识到，作为父母的我们，
何尝不是在对待孩子时扮
演了“雕刻家”的角色？我
们常常希望他们按照我们
期望的模样成长，忽略了他
们本身的独特性。那一刻，
我回顾起和儿子在一起的
点点滴滴才意识到，我已经
把儿子当成了一个需要精
心雕刻的“作品”。

回想起儿子小时候，我
和丈夫总是希望他成为“别
人眼中的好孩子”。他的玩
具总是经过我们严格挑选，
颜色、种类甚至功能都得符
合“益智”二字。每当他选择
那些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玩
具时，我们总会劝阻，给他换
上更“有用”的东西。那时，
我们总觉得这是为了他好，
是为了他的将来铺路。

渐渐地，这种精心设计
和规划不仅限于他的玩具，
还延展到了他的学习和生
活。我们给他安排了各种补
习班、才艺课，周末的日程总
是排得满满当当。即便他有

时表现出疲惫，我们也会劝
他：“只要现在努力了，未来
你会感谢我们。”

然而，儿子似乎没有想
象中那么开心。他渐渐失去
了玩耍的兴趣，每当我安排
新的课程时，他会不情愿地
答应，却不再像小时候那样
满怀期待。他的笑容也少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默
与顺从。我以为他只是暂时
疲惫，等到他“适应”了这种
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

直到有一天，我意外地
发现他偷偷躲在房间里画
画。他用粗粗的蜡笔在纸上
涂鸦，尽管画得并不精致，但
画中的色彩和线条都充满了
他自己的想象力。我坐在他
旁边，问他：“你为什么不跟
妈妈说你喜欢画画呢？我可
以给你找个老师教你啊。”他
低头摆弄着手中的蜡笔，轻
声说道：“我不想学，我就想
自己画。”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儿子并不想成为我们心中

“完美的作品”，他只想按照
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喜好去
探索这个世界。他有着自
己的小小世界，而我们却一
直试图用我们的标准去塑
造他，甚至希望他成为我们
所 设 想 的“ 理 想 中 的 样
子”。这一刻，我突然明白
了 ，我 们 给 他 的 那 些“ 好
意”，或许并没有带来快乐，
反而剥夺了他原本应该拥
有的自由和乐趣。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
方式。我明白，孩子并不是

一块等待雕刻的石头，而是
一 个 有 血 有 肉 的 独 立 个
体。他们有自己的喜好、兴
趣和梦想，而作为父母的我
们，不应该充当雕刻家，强
行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心中
的理想模样。我们需要的
是陪伴和引导，而不是主导
和控制。

于是，我开始放下对儿
子的“完美期待”。当他选择
自己喜欢的活动时，我不再
干涉，而是给予他空间，让他
自由发挥。他喜欢画画，我
就给他提供足够的绘画材
料；他想尝试不同的颜色，我
不再要求他遵循“正确”的配
色规则。慢慢地，我发现他
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开始
主动跟我分享他的想法和创
作。他变得自信、开朗，而我
也从中感受到了作为母亲的
轻松与满足。

亲子关系并不是父母单
方面的塑造，而是一种双向
的互动。我们需要尊重孩子
的个性，给他们空间去发现
和探索自己的人生。每个孩
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他
们有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最
美的花朵往往不是通过修剪
和塑造得来的，而是在阳光、
雨露下自由生长而成的。

现在，我不再把儿子当
作“作品”，而是把他当作一
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会陪
伴他，支持他，尊重他的选
择，而不是试图替他规划好
每一步。我相信，只有这样，
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路，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人的一生总是有那么多的
选择，而我的选择就是成为你
人生中最好的老师。

——题记

春风又绿江南，芳草萋萋校
园。耳边动听的声音除了燕子
的呢喃，还有你小小的声音——

“张老师，早上好”！一句稚嫩的
问候，不经意间抵达我的心底，
在我心窝最柔软的地方激起了
层层涟漪。看着你明媚的样子，
我眼底的笑意也拉得很长。原
来遗落在角落的那朵小花已经
乘着阳光奔向了星辰大海。

那天风正好，课堂很有趣，
我抬眸发现了小小的她……

孩子，隐匿的角落，
不是你的“港湾”

二年级的课堂读书声很响，
每一双小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老
师，生怕自己被遗忘，而我正在
激情地讲课，眼睛扫过教室的每
一个角落，突然，我发现教室最
后一排靠门的角落，一个把头深
深地埋进书里的身影，看不见她
的脸，也听不见她的读书声，我
有些疑惑，便叫起她回答问题。
她怯怯地站起来，没有抬头，两
只小手紧紧地抓着书的两端。
我看出她的窘迫，便让她坐下，
坐下后，她的头埋得更低了，远
远望去，像一朵没有生气的花骨
朵儿，站在讲台上的我，第一次
有想把一个孩子拉到阳光下晒
晒的冲动。

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心里
有了惦念吧。从那以后，我总
是把目光放在这个小女孩的身
上，我发现，她不仅上课时不积
极，下课的时候也总是一个人
安静地坐在位置上，把自己的
左手臂藏在身后，几乎没有人
跟她玩，她的位置不靠前，也不
靠窗，最后一排，紧贴着墙壁，
那个角落，似乎已经被人遗忘，
刚好可以完全隐匿她的一切喜
怒哀乐。

孩子，别害怕，
请牵住我的手

我 想 ，我 需 要 跟 她 谈 谈 ，
于 是 ，在 一 个 阳 光 明 媚 的 午
后，我来到她的身边，向她伸
出了手，她不解地看着我，还
是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了我
的掌心，我紧紧地握着她那条
布满烫伤的手臂，踏着星星点
点的日光，一步一步地走向了
洒满阳光的地方。

我牵着她，走到教学楼前
那棵粗壮的大松树下，坐在浓
郁的树荫下。

“依依，你为什么总是自己
待着呢？也不跟小朋友们玩，
你有什么心事吗？”我拉过她的
小手问道。

“我……我不想跟他们玩，
他们也不喜欢跟我玩。”依依噘
着小嘴道。

我 笑 了 ：“ 依 依 ，怎 么 会
呢？你这么可爱，同学们很喜
欢你，老师也很喜欢你哦，你喜
欢我吗？”

依依小小的声音响起：“我
喜欢张老师。”

“你为什么喜欢我呀？”我
眨着眼睛问。

“因为，张老师不凶我，还
不……不说我的胳膊丑。”依依
把手藏在身后，声音很低。

我 心 里 顿 时 感 到 一 阵 刺
痛，我把她拥入怀里，轻轻地抚
摸着她那些烫伤的疤痕，褶皱
的坑坑洼洼的皮肤此刻犹如一
根根冰刺，钻进我的心里，让我
的心一阵阵疼痛。

“依依，你是一个小天使，
一个与众不同的天使哦。我们
都很爱你，老师想跟你交朋友，
你愿意吗？”我问道。

“我想跟张老师交朋友。”
依依点了头。

“太好了，那我们交个朋友
吧。既然是好朋友，我们要每
天分享快乐，好不好？”我拉着
她手说。

依依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但还是
点了点头，说：“好！”

接下来，我特意在一个班
会课上讲了一个“折翼天使”的
故事，用故事来激发学生的爱
心和同情心，同时告诉孩子们，
咱班也有一个“折翼天使”需要
大家守护，在大家雷鸣班的掌
声中，我牵着依依走向了讲台，
走向了大家。

每天我都会找依依聊开心
的事，刚开始她很拘谨，只是
听 ，慢 慢 地 也 会 跟 我 聊 上 几
句。后来，我把班上比较活泼
的孩子找来，我们一起聊天，一
起分享快乐，一起做游戏，渐渐
地，我发现依依变得健谈了。
那一刻，我是愉悦的，因为我拾
起的那朵藏在角落里的花似乎
要绽放了。

孩子，你瞧，
你也是一朵开在春天里的花

爱得刚刚好的时候，就能
听见花开的声音。课堂上，当
我刚抛出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时，依依的小手就高高地举起
来，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似乎镀
上了一层金光，她很准确地回
答了这个问题，其他的同学都
不约而同地为她鼓掌。班长看
着她高呼着：“老师，你看，依依
身上有光！”

“是 啊 ，依 依 是 一 朵 太 阳
花 ，一 朵 跟 太 阳 一 样 明 媚 的
花。”我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

后来的后来，依依不再掩
藏她受伤的手臂，齐耳的短发
变成了马尾，也交了很多朋友，
还 参 加 了 校 合 唱 团 …… 教 师
节，她送我一张贺卡，上面写
着：谢谢你，张老师，你像一束
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世界，你是
最好的老师，我爱你！

日 子 那 么 长 ，养 花 要 精
心。成为老师的那一刻，我就
知道我的手心里握着的是一粒
粒将要开花的种子，所以爱得
那么圆满，教得那么用心，只希
望教室里的每一朵花都能开在
阳光下，长在春风里。

韩愈《师说》有言：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也。”那如何才能

“授业解惑”，陶行知在
《教师的素养》中提到：
“要想给别人一碗水，
自己要有一桶水。”因
此理论充实是教师成
长 必 不 可 少 的 一 环 。
学习新理念，接受新思
想，紧跟现代教育的时
代脉搏，是新时期教师
成长应具备的思想意
识。恰好在今年 8 月
底，我有幸聆听了刘濯
源老师的讲座。

刘濯源是思维可
视化教学体系的创建
人，学科思维导图概念
的提出者，其教育理念
聚焦于学生的终身发
展。当前的课程改革，

从课堂的角度来讲，一直都在提倡将课堂
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
学习的参与者、践行者、探究者。但学生
在心智层面与成人尚有较大区别，对事物
的认知还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自制力尚
且不足，因此需要有效的手段和媒介引领
学生真正融入课堂。而刘濯源建立的思
维可视化教学体系，以思维导图为媒介，
学生在自读文本、绘制思维导图、展讲评
价的过程中，从读、思、做、讲等维度深度
参与了课程学习，真正落实了教学评一体
化。刘濯源提到：“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不
是教给他们多少知识，而是要教会他们思
考，培养他们的创造力。”科教兴国，培养
创新性人才，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
目标，那如何切实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刘濯源的思维课可视化教学体系就给
出了答案，不同个体在面对同一文本时，
会绘制出不同的思维导图，从而展现不同
的思考理解发现，这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差
异性，鼓励了孩子的个性化思维，在一定
程度上，是有利于激发学生创造力的。

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大单元教学，
但在践行之时，往往会落入单篇科目组合
式教学的窠臼，刘濯源在讲座中也给出了
自己的见解，那就是“大概念与知识的立
体化建构”。愚以为，单篇课文的讲授，会
让知识呈现碎片化倾向，而当下的大单元
教学，虽然串联了单元课文，但实质上还
是知识的扁平化梳理，而学科思维导图的
建立，让知识立体化、可视化，这正是我们
需要引导孩子学习培养的能力和建构的
知识体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学生亲历了知识探究发现的全过
程，不仅仅学到了知识，更种下了学习力
的种子。

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课程改
革下，新理念层出不穷，多有为理论而理
论的倾向，往往忽略其科学性、实践性，语
文教学万变不离其宗，在最基本的“听说
读写”中要引导培养学生学习积累运用语
言文字的能力，发展其思维，培养其审美，
增强文化自信。刘濯源以学者的风度，聚
焦学生的思维力发展，依托有效的工具来
践行思维可视化教育体系，让我看到了大
师的深度思考。在与其进行单独交流时，
他也提到：“做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要找
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教师在教授学
生知识，不也是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吗？而我们教师自身面
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对新时期的时
代要求，也应海纳百川，带着问题思考去
教育教学，不断吸收新理念新思想，形成
契合自身发展的教育教学方式，运用适合
学生学情的课堂形式。

基础教育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语文课程又是培基铸魂、立德树人的主阵
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愿常见大师，常闻大道，而后授业解
惑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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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躬耕教坛，强教九月，金秋。十年，
回首。十年前，以学生的
身份离开学校，又以教师
的身份进入学校，改变的
不仅是身份，更是个人修
行的心境。十年后，回首
自己坚持并热爱的教师
岗位，我感到无比自豪。
教师工作的特殊性与复
杂性，并没有使我气馁，
反而让我对这条路上遇
到的风景充满感动。在
过去的十年里，无数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大先生”一直激励着我，
他们深耕教育几十载，他
们胸怀祖国，他们勇于创
新，他们心系学生，他们
犹如一束光，一束指引我
前进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