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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这个6月，余鹂想做的事情很多。

六年级的几位教师，和她一起在

密谋。是的，他们想给即将离开校园

的学生，一场听不懂的乡村音乐会、一

次夜晚不回家的帐篷节、一个在夏夜

里鸣唱的昆虫之约……

在印着梵高经典作品的铁盒子

里，还能装些什么？每个孩子自己做

的手工原木校徽、“万万的田田圈”评

价手册，当然还要放“私人定制”的毕

业证书！“66份毕业证书的封面上，分

别是超超老师绘制的66个孩子自己

的动漫画像。嗯，还有六年级的每个

老师给每一个孩子写的一句离别的话

语。”这些天，66位学生形态各异的小

脸总是在余鹂的脑子里“争来挤去”。

“万万的田田圈”
“……梧桐并肩/守望远方/先生三

十/蒙童三百/叽叽喳喳/喳喳叽叽。”

毕业证书上，这首小诗的主角，是

坐落在衢州市柯桥区万田乡下蒋村的

万田乡中心学校。

余鹂与它已“邂逅”了3年。

这位曾经给聋哑学生讲故事的特

教教师、每天和学生一起写同题小作

文的语文教师、和柯城区那群小学语

文教师一起读书品茶诗意人生的教研

员，“空降”到了这所学生数逐年下降

的农村小学任校长。

新校长来了，教师们仰着脖子等

了一阵发现，没有“三把火”，日子依然

平淡无奇地流逝着。只是，每天清晨，

总有一个人早早地站在校门口，对着

所有的学生、教师、家长说“早上好！”

有人羞红了脸，有人被吓了一跳……

但渐渐地，更多的是欢喜、回应，甚至

主动问好。

清晨的涟漪，给了粗糙的乡村以细

腻与美好。但教师们同时也发现，这位

校长，除了出现在清晨的校门口和自己

的课堂上之外，似乎见不着人影。

彼时，他们的校长，总是出现在万

田“土著”总务主任的“小电驴”上，在田

野和青山之间，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着。

2015年，正是我省深化义务段课程改

革的开启之年，万田小学要走出有自己

特色的课改之路。“乡村教育有其内生

的发展逻辑，不能简单地乡村教育城

市化。”“奔跑”着的余鹂这样动员自己。

姓氏文化、一村一品、女儿节、荷

花节、多肉种植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万田文化被收集着；空旷

的学校操场上那两棵挺立的梧桐，大

家都喜欢称它为“守望树”……散落在

不同村落的每一位退休教师，聊起乡

村教育依然炽热。

3个月后，新校长开始有了动作。

她是个故事王
她的微信朋友圈，像诗不像诗的

现代诗，开始讲述一个个美好的故事。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早上到校/

我喜欢到操场上走路慢跑/身后总是

会跟着一些小屁孩/今天/一个叫蔡兴

上的女孩/把捡来的两片树叶递到了

我面前/然后/身后的孩子们就叽叽喳

喳地说开了/听着听着/我突然说：哇，你

们都是小诗人哎/现在/我来说给你们听

听/“我捡了两片金色的落叶/一片大来

一片小/大的是老师/小的是我们”

《一切照常》：有外地市的老师来

参观/语文课/孩子们在大树下/正蒙

眼体验着盲人的不易/要不要扯掉孩

子眼睛上的布/以免他们撞上外来的

老师/不/一切照常/要让上课的老师

知道/我这样做很好。

《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容易满足》：

全区的活动/校长发言/我开了个头/

接下来我请副校长讲/我跟大家说对

不起/我要去参加一个班级的活动/这

是我之前答应了的/可是/40多岁的班

主任/眼睛却红了。

……

如同她的清晨问好，静静地讲述，

渐渐地有了回响。

《刁难》：开学不久/几个一年级的

小朋友/他们要找姜副校长/我把他们

带到美术教室/交给他们一张高年级

学生手绘的校园地图/标注好拼音/然

后就看着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琢磨/

一路问一路对照/历尽艰难/终于找到

副校长室。

这样的故事，往往只开了个头，便

会很多个按捺不住的教师冒出来，“你

应该……”“还可以这样子的呀……”

“如果是我的话……”，“馊主意”简直

不绝于耳。

“这就是教育研讨吧？”余鹂狡黠

地笑。

发生几个这样的故事之后，余鹂

只要到校园里睁大眼睛用心去“发现”

就可以了。这不，学生想复印资料，教

师会递出一张“简易操作的步骤说

明”；物品丢失时，教师会指导学生去

广播室“广而告之”，或者干脆写张“寻

物启事”贴到公告栏；教室里简单的修

修补补，师生一起动脑又动手，而不是

简单地报给总务主任……

“啊，这么多颗纽扣掉下来呀，别

急，我这儿有针线，我只能教你缝一

颗噢……”

教风：好玩 学风：玩好
绿茵茵的大草坪上那两棵高耸的

梧桐树下，悄悄地出现不少错落有致

的大石块，慢慢地成了一群群学生钟

爱的课堂。草坪上撒欢还不够，校园

一角渐渐拱出一个小山坡，青草“敷

面”，任由翻滚。

“浪费吗？只要孩子玩得开心，就

值！”好玩、玩好，就这样成了万田小学

的教风、学风。

小弟弟/我们玩游戏/姐姐当老

师/你来当学生/妹妹太小了/她什么

也不会做/我看/让她当校长算了。

一首首可爱的儿童诗，涂鸦在校园的

围墙、教学楼的外墙上，肆意而天真。

“静静地做自己，让世界发现你”

“以野花的姿态，向着太阳发笑”……

草地上，大大小小的景观石上都是书

法社学员们的作品。

一块块普通的空心砖，被涂上鲜

艳的图案，转眼成了可爱的多肉花盆，

一排排，一行行；校门旁的小长廊，挂

着木工社、布艺社和编织社学员们通

力合作的民族风布灯笼；马赛克的墙

砖上，画着学生们眼中的自己；百草园

里的植物和开心农场中的蔬菜，学生

们精心养护……

随处可见的“万田制造”，有一个

小小的秘密：在校园东面一个不起眼

的角落里，摆放着的劳动、绘画所需的

工具，还有黄泥、细沙、树枝、木片、小

木盒、干草、枯叶等建设校园的材料。

乡村教育，应培养乡村建设者而

非逃离者。余鹂带着教师们开发了乡

愁课程、四季课程、万物课程、阳光课

程和建设课程等在内的守望课程。“我

们的梧桐树叫守望树，我们的课程大

家都认为应该叫守望课程。”

“自己的学校自己建设，未来自己

的家乡也自己建设！”

他们“变”成了田园诗
“叽叽喳喳的寂寞”是顾城的一首

诗歌的名字。

“我们的乡村教育者，何尝不是一

群‘叽叽喳喳的寂寞者’。”和乡村教师

们接触得越多，余鹂这样的感触越深，

“我不能保证这些寂寞的老师能获得

上级授予的荣誉，但我可以带动学校

更多地关注到这个孤独的群体，让这

个群体也能有耀眼的时刻。”

她在微信朋友圈中的现代叙事诗

中，慢慢更多的是教师们的美好。

一只小鸟/蒋老师、何老师和孩子

们/ 废旧的办公桌抽屉/钉出一个鸟

窝/孩子喜欢死了。

一把被学生丢弃、收不拢的雨伞/

巧手的惠婷老师捡来/扎了丝带/插上

花朵/一柄伞花/就这样斜斜地往窗前

一挂/足以让满室生辉。

每年春天郊游/树先生都会做个

守护神/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抓着粗

枝荡秋千/手脚并用爬爬树/躺在老师

怀里做个小树獭。

她的教室里/永远摆着一个百宝

箱/里面那些应急之物/帮同事和孩子/

解决了不少小麻烦/她是‘及时雨’老师。

……

写着写着，万田的乡村教师们渐

渐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写着写着，校门口的小木屋里某

个午后会悬挂起一只只小鸟的剪影；

大石旁边竟不知在何时种下了几簇骄

人的三角梅；防腐木的篱笆上哪天突

然就挂起了一顶顶彩色斗笠；会议桌

上突然多了一盆枯枝盆景……

写着写着，茜茜老师做实验、超超

老师教画画、慧婷老师教手工、晓丹老

师讲故事……9位青年教师团队在每

周五晚上7点公益推送的“万田时光”

公众微信号，给乡村留守儿童打造了

一个不一样的周末闲暇空间站。“我们

乡村的孩子近九成周末没有任何兴趣

班，也没有父母会带出去游玩。”青年

教师蒋巧俏感慨，“余校长让我们的孤

独前行也变得如此耀眼！”

“如果校长发现不了老师的美好，

老师也发现不了孩子的美好。”余鹂有

着自己的“小算盘”。

□本报通讯员 鲁 威 乌雯雯

在宁波奉化区岳林街道上林华庭

小区的大门旁，有一间不起眼的门面，

招牌设计简单，只有“明日之屋”4个字

和相应的英文单词。如果不是大门上

方LED屏的滚动说明，人们不会想到

这是一间图书室。

这个不起眼的图书室，却是周边

社区孩子们趋之若鹜的“阅读胜地”。

每天傍晚，居住在附近社区的孩子会

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尽情阅读自己

喜欢的书。

“不需要办卡、不收取任何费用，

只要孩子喜欢阅读，晚上6点以后都可

以到这里来。”负责人章红玉笑着介

绍，目前图书室里有绘本、小说等1000

余册儿童读物，向6~12岁的孩子提供

免费阅读服务。这些书籍都是章红玉

陆续收集起来的热门读物。

“平时，家长很难有时间带孩子到

图书馆或者书店看书。而6~12岁的小

朋友单独一人出门，家长也不放心。不

过我的图书室就在社区范围内，所以不

少家长愿意带着孩子过来，他们也放心

孩子们独自到这里看书。周末的时候，

阅读者会更多。”章红玉说。

自费办“明日之屋”，是为了让更

多孩子培养起阅读兴趣。章红玉是奉

化区江口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从小

酷爱读书。“因为阅读，我看到了远方

的世界，改变了我这个农村娃的命运，

因而我对书籍有着一种特有的情愫。

我想将这种情愫传递给更多的人，让

书去影响并改变他们的生活。”章红玉

这样叙述她的公益情怀。

今年1月份，章红玉在社区门口租

下了店铺，简单装修后，将这几年积累

下来的儿童书籍搬进了图书室。“租金

加上装修等费用6万元左右，以后每年

还需承担近2万元的租金及水电费

用。一开始也经历过心理挣扎，后来

想想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而

如果能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读书，回报

就是无价的。”这种想法成了支撑章红

玉继续前进下去的最大动力。

“3月份图书室开放后，起初大家

误以为是书店。”章红玉笑着说，“小读

者都特别爱惜书籍，开放3个月来，没

有书籍减少或损坏的情况发生。”

章红玉说：“图书室吸引阅读者的

同时也迎来不少爱心志愿者。比如，

有时候晚上我有事，不能到图书室管

理，社区的保安以及一些志愿者都会

主动来帮忙照看图书室。”章红玉的公

益图书室在奉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

注。“有人想直接捐钱给图书室，但我

做的是纯公益，所以婉拒了。不过我

们非常乐意接受好的儿童读物。”章红

玉笑着表示。

在公益图书室里，章红玉还装上

了投影仪，定期播放国内外的经典儿

童影片。“除了阅读、看电影，我和几位

热心家长正计划在图书室定期开展读

书会。孩子们到这里来除了可以阅

读，还可以通过游戏等方式拓展兴

趣。”章红玉说，“目前我能力有限，只

能在社区开办公益图书室。其实，农

村里的孩子更需要这样的图书室。我

希望更多的热心人能投入到这项公益

事业，为孩子们培养阅读爱好献出一

份爱心。”

□周 红

童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龄阶段，

有自己独特的任务。童年除了要向外

延展，还要向内积累。一个人内在的力

量强大了，才能很好地把控自己，未来

才有可能处理好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才

能在人生事务中获得主动权。

想要达成这些教育目标，就要珍惜每

一次的教育契机。与学生谈话的机会无

处不在，主题教育谈话是班主任们常用的

方式。可是单纯、空洞的说教，只会让学

生听得只打哈欠，更会从心里抵触。

做老师需要智慧。“扯闲篇”是我喜

欢的一种教育方式，寻找合适的契机，

运用巧妙又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开展教

育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改正不良的学习、

生活习惯等。“闲篇”扯得好，我们的教

育生涯无时不处充满着惊喜。

午间“闲篇”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不少体现在餐桌上。我常常喜欢

坐在教室里吃饭，因为吃着聊着，学生和我的距离也在不

断拉近。我的那些个“闲篇”也就是这样开始扯的。

这一天，我又端着饭菜坐进了教室。班级的“挑食鬼”

凑过来看看我的饭菜，嬉皮笑脸地说：“周老师，你今天的

菜比我好！”“是吗？”我已经听懂了他的意思，“你那个干菜

蒸肉我喜欢，要不咱俩换换？”嘴上说着不好意思，但是他

很快与我交换了菜盒。“周老师，今天我们聊会儿吗？”聊了

几次，“精灵鬼”好像有些摸到我的“门道”了。

“嗯，不过今天，我是有个问题要请教大家！”我改变了

进入话题的策略。“什么？”听到老师有问题要请教，大家的

兴趣一下子来了。我接着咬了一口干菜蒸肉，“味道还不

错。”孩子们听了，笑了。在宽松、放松的环境中，我开始慢

慢进入主题。

我：我家邻居最近请教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孩子

回家不肯马上做作业？

生（七嘴八舌的状态）：我也是……我妈妈也常常这样

批评我的……

我：那大家放学后回家马上做作业吗？

生：不做。（大多数举手示意）

我：那你们一般做什么？

生1：一边吃零食，一边看课外书。

生2：我要出去玩一下，边吃边玩。

我：哇，大家都是这样边吃边做作业的啊?

我心里暗暗想，怪不得最近的作业本上，总是有油脂、

饼干碎屑什么的。

生1：这样可以节约时间。休息15分钟后就能做家庭

作业了。

生2：我更节约，一边做作业，一边吃点心。

……

我：大家这么珍惜时间啊！可是，周老师认为15分钟

太急了，你起码可以先休息30分钟再做。

生：真的啊？（兴奋、满足地笑）知道了。

我：不过听了大家的安排，最让我担心的是一边吃一

边看书不利于消化，一边吃东西一边运动更有害于健康。

若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大胆地跟老师或家长说

“这是不科学的！”

从“回家后就马上做作业吗”这样一个很简单随意的

话题开始，引领着学生们一步步展露出他们学习生活的

“实况”，从而很有说服力也很自然地提醒学生养成科学的

学习、生活习惯。同时，又鼓励学生去纠正长辈或教师可

能犯下的错误，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正气和个性。这个

闲篇扯得挺自然，收效也很好。

课间“闲篇”
一次，班级里来了几位实习老师。下课了，我听到几

个孩子和他们在闲聊，就不自觉地加入了他们。

有位学生提到自己的外公如何威名远扬，创立了一家

很大很出名的公司。看着他那洋洋得意的神态，再看看周

围的同学一副羡慕得快流口水的样子，我显得很随意地跟

三位也瞪大了眼睛的年轻实习老师聊起了天：“你们都是

哪里人？”

“哦，周老师，我是……”

“那么，程老师，你听说过他外公的公司吗？”

那位年轻老师遗憾地对我摇摇头，无辜地看着我。

“喔，没听说过真遗憾！”随着学生们哈哈的笑声，我对

着那位学生说：“程老师是衢州人，你外公的公司也在衢

州。她没听说过，说明你外公的公司还得发展。”

我发现那个孩子的脸通红，眼睛不敢看着大家了。

我抬起他的头，慢慢地说：“你外公年纪也大了，他创

下的基业的确了不得！但是当今社会，讲的是高科技，是

“互联网+”，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你外公的公司，一定需

要长大后的你去开拓啊！”

只见那位孩子满脸羞愧，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周围聚

集的孩子越来越多，于是我转向大家：“家里人有成就，并不是

你可以骄傲的资本，你要得到受人尊重的地位，要看你有多少

作为。”接着我跟孩子们聊起了他们长大后的不同志向。

对学生的思想、习惯及态度上的缺憾，教师如果能因

势利导，摆脱“说教腔”，用一

种比较自然的方式予以引

导，那将使学生得到实实在

在的教育。有的时候，扯一

扯“闲篇”，是获得教育成功

的润滑剂，您不妨一试！

(作者系杭州市天长小
学班主任、省德育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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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一教师办起公益图书室

守望树下，是美好的课堂，更是玩耍的乐园。

在“万万的田田圈”

这群乡村教师这群乡村教师，，““变变””成了诗成了诗

关关注注

每个孩子的毕业证书封面上，都
有超超老师给画的个人画像。

作业本自己设计，铅笔盒、笔筒
自己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