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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城北小学 葛红蕾

我们学校是嵊州的一所名校，在

老百姓中口碑很好，毕业生深受各所

初中好评。学校声誉虽好，但教师中

却少有省级名师。原因是教师们守住

三尺讲台，不被外界名利打扰，觉得对

得起学生和自己的良心就满足了。

每天早晨，教师们早早地守候在

教室里，迎接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到来，

仔细地检查着一份又一份作业；中午

开饭时间已过半小时，食堂阿姨准备

整理收摊了，有几位教师才匆匆赶到；

傍晚，晚托班都放学很久了，好多办公

室还是灯火通明；教师们平时自发切

磋教学疑难点，交流学生情况，教研活

动开展得也是质朴无华……

当校长钱国园拿到一些评选机

会，提醒教师去申报个人荣誉时，很多

教师都以工作忙为由推辞，总是谦逊

地说：“校长，您让××老师去吧。”钱

国园的内心无法平静，想给教师们留

下点什么，于是，每学年一本的《身边

的教育故事》由此诞生，今年排印的是

第四本了。

这些故事在教师们之间被传阅

着、借鉴着，也感动着、勉励着教师们，

同事间的互助氛围更浓了，学校的凝

聚力更强了。

一、经验共分享，解决教育上的疑
难杂症

有的时候，好的教育教学经验就像

上天赐予的礼物，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

来，保存下来，不仅自己会渐渐遗忘，别

人也可能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因

此，书写是分享、借鉴和反思的前提，能

使教师的专业水平登上一级台阶。

陈山妹老师讲述自己制定了班级

三好学生评比规则八条，在应对家长

询问时就理直气壮了，而家长们也因

此心服口服。竹林云老师接手了一个

毕业班，学生特别活泼好动，各项常规

评比也不尽如人意，于是他想出了一

个笨办法，就是早读、午读、课间、做

操、排队、吃饭……无论什么时候都和

学生在一起，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

特点，发现问题及时指导解决。钱鑫

星老师趁“教室后面的扫把摆放得非

常整齐”，夸夸“这些扫把像士兵一样

特别有精神”，使“当天的值日生颇为

自豪地抬起头”，意想不到的是，接下

来几天教室扫把都摆放得非常整齐。

班级丢失钱物是使班主任们烦恼的

事，尹艺霞老师班里的小韩眼罩不见

了，尹老师让错拿的学生把小秘密告

诉老师，老师会帮他保密的，结果第二

天眼罩就回到了小韩的抽屉里。斯海

霞老师班里的一位小帅哥小金，看到

斯老师不满课堂沉闷，想帮助老师活

跃气氛，但又顾虑到会扰乱课堂秩序，

斯老师被小金的心意感动，两个人结

下了美好的师生情谊……

二、细处见师爱，撷取教室里的温
暖瞬间

好的方法能让教育教学问题消失

于无形，处处透露着教师对学生的爱。

有时候问题的解决未必是凭什么方法，

靠的是爱本身。爱意在教室里流淌，让

师生都浸润在这爱的教育里，很多的烦

恼、焦虑和压力都显得不值一提。

费洁娜老师刚迎来的一年级学生

中有一个不肯好好吃饭，费老师送这

位学生绘本，还说：“你就像是我10个

月的儿子长大后的样子，希望你能和

我儿子一样，吸收丰富营养，健健康康

地长大……”曾艳辉老师的抽屉里有

什么小秘密呢？一次性纸杯、一瓶紫

药水、一袋小奖品，每天总有学生忘记

带水杯，每天也总有学生磕破受伤，这

些东西蕴含着对学生的爱护、支持和

鼓励。何亚洪老师班上有个动不动

就挥拳头的学生，何老师和他“约法

三章”：第一，发脾气前深呼吸；第二，

转过身体，平复心情；第三，不理睬惹

怒你的人，离开现场。刘美红老师面

对没上过幼儿园的农村学生，从上课

怎么坐、书包怎么整理的一点一滴教

起。商张恒老师班上有个学生喜欢

上课脱掉鞋袜，商老师以和他开玩笑

的方式让他改变了……

三、抓住教育契机，潜心育人彰显
神奇魅力

如果没有一个契机，纯粹的说教

是空洞的。教育效果往往不是建立在

课堂40分钟的基础上，而是在课后一

秒钟的瞬间。也许多年以后，学生回

顾自己的小学生活，让他们印象深刻

的就是这些神奇的瞬间。

早上，尹蔡英老师胸前挂着值周

牌子站在校门口，一年级学生看见

了，非常好奇，尹老师以此为契机进

行行为习惯教育。林惠娣老师精心

获取的火龙果种子在来校路上不小

心丢失了，学生们得知后纷纷带来各

种植物的种子，桂圆、柚子、毛豆、宝

石花……林老师清理了教室窗台，摆

放这些花花草草。王永老师班上的

小中平时表现不尽如人意，问老师：

“我身上有闪光点吗？”王老师肯定了

小中有几次及时补交作业，是个有诚

信的学生。音乐老师马洪华在教《渴

望春天》时，发现学生兴趣不高，就让

学生开始搜集可以表现春天的音源，

第二节课时，学生们双手合起来模仿

布谷鸟的声音，抖动报纸来模仿春雨

淅淅沥沥，敲打饼干桶表现雨点落在

脸盆，更绝的是用夹子模仿蝉鸣。郑

伟娟老师把自己的香肠给了挑食的

小K，小K第二天又把自己的香肠给

郑老师，师生一人一半分享香肠……

四、享受稚嫩回馈，爱的收获就在
不经意间

爱的能力包括付出爱和感受到对

方的爱意。当教师们全心为学生付出

的时候，从未想过学生的报答，而当学

生一些稚嫩的举动传递出感恩的信

息时，教师们的心房突然被温暖了，眼

眶突然湿润了，于是获得了最大的满

足感和幸福感。

刘丽英老师让两位学生中午来办

公室背诵，迷糊间惊觉屋里空无一人，

刚追出去发现两个人在门口互相背

诵，他们解释，看到老师睡着了，舍不

得打扰。徐妃妃老师班里窗台玻璃破

了，有个像小刀一样锋利的缺口，听到

学生汇报前往查看，却见几块透明胶

带已将缺口交错裹住。何琳老师上音

乐课时，见“捣蛋大王”又在玩什么猫

腻，原来是他带来了一台小录音机，正

准备把老师唱歌的声音录下来，免得

几个班级的课下来嗓子哑了。戴炉英

老师刚接手的一年级学生，将她唤作

“妈妈”，有的将自己手中的窝头和老

师分享；还有的学生英语单元测验取

得了好成绩，送了一个大香梨到英语

教师办公室……

去年，钱国园发现《浙江教育报·

教师周刊》有教育叙事专版，于是鼓

励教师们投稿，陆陆续续有六七篇稿

件刊登出来了，如竺波兰的《有时，不

能物归原主》、鲁超锋的《学生同意我

把他的凳子拆掉》等，能将自己的教

学经验和教育情怀与同行共享，不仅

让作者们感到欣喜万分，倍感激励，

也激发更多的教师尝试用笔记录身

边的故事。

近日，丽水市莲都区太平乡中心
幼儿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采摘
节”。作为四季活动之一，孩子们在节
日中开展写生、采摘、艺术创作等实践
活动。图为孩子们将自己种植的南
瓜、茄子、豇豆等蔬菜送到交警叔叔手
里，感谢交警叔叔平日的付出。
（本报通讯员 蓝丹妮 张 卉 摄）

渡人者渡己

□罗树庚

李潼是台湾已故知名儿童文学

作家及填词人，他写过文章《老榕树

下读报纸》，描述自己从小学四年级

开始，连续七年，每个星期天下午，

为祖父及其老朋友读报纸半小时。

祖父感谢小孙孙为他读报，给

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快乐。李潼却

说：“给我读报机会的祖父，始终不

知道，他间接地帮助了一个作家的

形成。”

读报从表面上看，是小孙孙帮

祖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则是祖

父成就小孙孙。

本校推出一项新制度，规定每

位教师每天要练习书写粉笔字，写

满一块小黑板，以此提高“三笔一

画”能力。

谁来给大家提供书写内容和范

例呢？这件事自然就落到教导处副

主任马芸芸身上。

马芸芸每次提前一个月为大家

准备，每周的周一至周五，写什么内

容大有讲究：有时是名言警句，有时

要结合时政，有时依着时令选一些

经典诗词。内容控制在30个字左

右，马芸芸规范漂亮地将字写好，供

其他教师临摹。

马芸芸是一名数学教师，这项

额外工作，对于她真是既为难又

费力。

可没想到，几年下来，马芸芸的

话语风格在悄然变化，她写的教育

教学随笔、会议发言、评课总结文采

飞扬、佳句频出、诗情画意。

而且，她的粉笔字明显比学校

绝大多数语文教师写得都要好。

从马芸芸的事例里，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成

全自己，成就自己。

谚语云：“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佛说：“渡人如渡己，渡己亦是

渡人。”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

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

当教师，做教育教学工作也是

这样。有时候，表面上看好像是吃

亏了，但终会有一天，吃过的亏，受

过的苦，担过的责，扛过的罪，忍过

的痛……都会变成你的财富。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当教师的。

入职第三年，我从农村调到城里一

所特别好的小学任教。走进这所学

校的大门，右侧有一溜儿的墙报阅

读区，其中有一块是“每周要闻快

递”栏目。校长见我是个“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单身住校教师，就把这

块阵地交给我，要求我必须在每周

一师生进校园前更新内容。

说真的，偶尔为之，有新鲜感，

一旦变成长年累月必须定期完成的

工作，就变成了一种压力。谁能确

保每个周末没有一点自己的事儿

呀？更何况，这个黑板报是在户外，

冬天寒风凛冽，夏天骄阳似火，而且

必须在每周日傍晚前完工。

在别人看来，这么干有点不值

得，但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四年，出

了一百五六十期“每周要闻快递”，

没有中断过一期。

正因为出了四年黑板报，我练

就了一手漂亮的楷体粉笔字，练就

了良好的记忆力。更让我万万没有

想到的是，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另一

个城市工作，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

我在这所学校所做的点滴小事竟被

传为美谈，时常被人提及。

或许，主动承揽一些公益活、分

外事，是吃了大亏；但从长远看，未必

都是坏事。这些吃亏，会变成一种福

报；即使没有福报，也能得到某种锻

炼，使你成为更优秀、更全能的人。

我想为你吟诵美国诗人谢尔·

希尔弗斯坦的一首小诗《总得有人

去擦星星》。“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总得有人去擦

擦星星，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

鹰，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想要个

新的我们没有。所以还是带上水桶

和抹布，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是啊，“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你不选择，他不担当，我不行动，“星

星”就会“灰蒙蒙”。

（作者为浙江省小学语文特级教
师、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

讲述我们身边的教育故事

□本报通讯员 徐丹英

如果你的孩子写作业拖拖拉拉、粗

心大意，你会大吼大叫吗？

如果你的孩子调皮捣蛋，班主任经

常“请”家长到学校，你会生气吗？

如果你的孩子和隔壁班女生谈恋

爱，你会严厉批评他吗？

9月21日，一场以“管好情绪，不焦

不躁做父母”为主题的青春期孩子的父

母情商课开讲，主讲嘉宾为心理专家胡

慎之，有近500人聆听了这堂课。据

悉，本次活动由杭州市建兰中学家长学

校携手“开课啦”共同举办，超2000人

同步收看微信直播。

学生进入青春期之后，有些家长会

发现孩子变了：顶嘴，早恋，不听话，喜欢

打游戏……父母掏心掏肺说一通，孩子

却装作没听见；无奈之下，只能启动吼叫

模式，结果往往越弄越糟。甚至有家长

诉苦：“我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劳心劳

力，可常常问题没有解决，亲子关系还越

发紧张了，弄得我经常情绪崩溃。”

“我也不想对孩子大吼大叫，但当

时就特别生气，没法控制。”一位妈妈

这样说道。这也许是不少家长的真实

写照。

那么，家长为什么情绪易失控呢？

胡慎之从分析父母和孩子之间存

在的权力、依赖、取悦三种关系模式入

手，指出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边界，没

有把握孩子的心理，很多时候处于焦虑

愤怒的状态，一旦孩子出现与自己的意

见相左时，就觉得自己的权力被挑战，

有的父母甚至要打骂孩子。

不少父母用“养不教，父之过”这句

话鞭策自己，想成为完美的父母。可事

实上大多数父母都是普通人，做不到完

美，越想做完美父母就越会有焦虑感。

于是，对孩子严厉的要求很可能会转化

为对自己深深的失望。

我们总是觉得，孩子需要依赖父母，

但事实上，家长对孩子的依赖感也是非

常强的，常常要取悦孩子，小心翼翼地照

顾，把孩子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当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失控时，

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呢？

胡慎之建议，首先，要找到自己的

情绪反应模式，切断反应链条；其次，在

解决青春期孩子的问题时，千万不要孤

军奋战，要学会寻找支持资源，在必要

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还要学会信任

孩子，对孩子的错误延时反应。

有一位家长说，受原生家庭影响，

从小被父亲“棍棒教育”，因此在自己成

为父亲教育孩子时，也延续了上一代的

方法，希望“棍棒底下出孝子”。

胡慎之以自己与孩子的亲子经历

为引，建议这位父亲在情绪快要爆炸的

时候，有效运用同理心解决问题，设想

自己退回到还是个无助的孩子的时候，

那时的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应该

是安慰、支持和理解。

家长们还提出了一大堆“令人抓

狂”的问题，比如孩子有多年的拖延症

怎么解决？孩子习惯性拒绝合作怎么

办？胡慎之以自己类似的成长经历，分

享观点，一一解答，拉近了和家长之间

的距离。他还额外分享了自己与孩子

的“约法三章”：第一，要尊重别人和自

己；第二，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第三，

不要撒谎。

这世上有不急不躁不打不骂的父母吗？

成长之路 指点迷津

师训专场

我们种的
特别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