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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功绝技筷子功绝技

近日，江山市文苑幼儿园举行第二届书
香阅读节启动仪式，借助《西游记》中的故事
开展“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等游戏活
动。图为幼儿在“流沙河”游戏中用筷子夹
取散落的物品。

（本报通讯员 刘阳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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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春

在许多人看来，我是一个不务正

业的教师。一有空不是伏案备课，也

不是改作业批考卷，而是在球场上挥

汗如雨，或是在大树下眉头紧锁地和

学生下棋……

我在阅读方面也很不“专业”。

身为科学与数学教师，案头却堆满了

诗歌、小说、历史、哲学书籍，或者韩

语、日语等教程，要找出一本数学、科

学教参反而有点费劲。

我的观点也许有很多人不认同：

中小学教师没必要成为“专家”，做个

知识结构比较完备的“杂家”或许更

有利于教育工作。

因此，我在学习与阅读方面“食

性”很杂。这种随性竟时常给我带来

一个个小小的惊喜。比如，在“如何

与异性交往”等敏感问题上，我就有

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引导学生，带

他们到文学园地里去看一看。

第一位帮助我做早恋工作的文

学巨人是莎士比亚。有人说：“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此

我深表赞同。比如，我看莎翁戏剧

《仲夏夜之梦》，脑海里就不时会出现

育人灵感。

一次班会课上，我与学生们分

享在英国旅游时参观莎翁故居的照

片，还特别介绍了《仲夏夜之梦》这

部名著。

讲完故事梗概后，我问学生是否

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莎翁笔下的“魔

汁”——小精灵迫克将它滴在熟睡中

人的眼皮上，他们醒来后会爱上睁开

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不论是帅哥美

女，还是猪八戒母夜叉，爱得如痴如

醉，无可救药。

就如剧中美丽的仙后，在睡梦中

被迫克滴了“魔汁”，醒来后竟然爱上

了一头奇丑无比的驴。

学生们听后大呼离谱，认为现

实世界里没有什么“魔汁”，莎士比

亚这般胡编乱造简直愧对戏剧大师

的称号。

我轻轻地摇摇头，开始了我的

“文学评论”：“同学们，莎翁能被喻为

‘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可

不是浪得虚名的。他的作品将人物、

情节和语言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完美

结合，富有表现力。最重要的是，他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认为戏剧是

反映人生一面镜子，要‘给荒唐看一

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

自己的形象和印记’。所以那些看似

荒诞不经的情节中，正蕴含着他对人

性的深刻洞察。比如，你们觉得世界

上没有‘魔汁’，而我却要说，这‘魔汁’

有个科学术语叫‘性激素’，暗喻人类

童年性意识沉睡，青春期到来性意识

觉醒；在‘魔汁’的作用下爱上醒来第

一眼看到的对象，暗喻早恋的盲目

性。莎翁在告诫我们，需要学会用理

性克制盲目冲动，如果听凭‘魔汁’摆

布，就有可能爱上‘蠢驴’，甚至自己

变成蠢驴都可能浑然不知。”

我的评论一下子挽救了莎翁在

学生心中的形象。大家静静地聆听

着，思考着，后来在各自日记里都表

达了对大师的崇敬。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解读

是否能得到莎翁首肯。但即使远离

他的本意也无妨，毕竟一千个读者可

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一个班主任

用文学作品来助人成长，其出发点是

善意的。

早恋，无疑是时常困扰家长和班

主任的一个教育难题。但何为早

恋？几乎没有人能给出准确定义，包

括我自己。连什么叫早恋都不知道

却要做学生的情感导师，有点勉为其

难。好在我爱好文学，除了英国人莎

士比亚，另一个允许我站上他肩膀的

巨人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是2006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帕慕克给我的教育灵感，不是他

的作品，而是一段成长的故事。

在学业最为紧张的高中时期，学

生们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着。帕慕

克却在此时爱上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富

家千金。文笔一流的帕慕克抑制不住

内心热情，给女生写了一封又一封情

书，还不时花钱买小礼物送给她。

父亲发现了儿子的早恋行为，直

言不讳地质问：“告诉爸爸，你喜欢的

姑娘叫什么？”

帕慕克不敢回答，也不敢抬头看

父亲，只是静静地等着父亲大发雷霆。

父亲却平静地劝道∶“还是到此

为止吧，听爸爸话。”

儿子见父亲态度温和，胆子渐渐

肥了起来，为自己辩解∶“爸爸，可我

们是真心相爱的呀。”他觉得自己是

在为神圣纯洁的爱情辩护，心底油然

升腾起一股豪气。

父亲坚定地摇摇头：“你现在要

好好读书，不能早恋。”

“早恋？爸爸，我已经19岁了，是

一个男子汉。而你，当年只有17岁不

就和妈妈好上了吗？”他自认为抓住

了父亲的话柄，情绪越发激动起来。

他说的是实情，但父亲并没有妥

协，而是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你说的

没错。但你知道吗？我17岁的时候

已经是酿酒师，有能力养活自己心爱

的姑娘，所以才与你妈妈谈恋爱。而

你呢，一个里拉都挣不到，你有能力

养她吗？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没

有能力养家，就算五十岁了，谈恋爱

也叫早恋。这就是一个不懂爱情和

不负责任的巨婴。”

帕慕克的桀骜之心被父亲的话

震慑，不再吭声。他知道自己涉足感

情还为时过早，于是将注意力转移到

学习上，一举考上了土耳其最好的公

立大学，并扎实地打好了让其日后大

放光彩的文学基础。

学生们静静地听着故事，明白了

什么叫早恋，什么叫爱，什么叫责任。

我们一线教师经常会陷入诸如

学生早恋等各种教育困境。之所以

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我认为原因之

一就是学习和阅读缺乏广度，越专业

越局限，导致教育思路越来越窄，自

己将自己逼入死胡同。

有人说，很多工作要看讲故事的

水平。因此，看一个教师会不会搞教

育，很多时候要看他会不会选故事、

讲故事、用故事。

□德清县禹越镇高桥中心小学
郭洪明

那天语文课，我在讲完练习卷上

的阅读题后，学生们都开始订正起

来，小睿却呆坐着，连笔都没有动。

我瞥了一眼他的练习卷，发现错

处很多，就问道：“怎么不订正？”

“我的修正带用完了……”他用

迷惘的眼神看着我。

“难道你就不能向同学借一个？”

“我跟他们借过，但是没人借给

我……”小睿一脸委屈地回答。

“真是这样吗？”我问他的同桌

小骏。

小骏尴尬地朝我笑笑，算是默认

了小睿的话。这让我有些诧异，因为

在我看来，同桌之间因为交流较多，

一般来说感情都应该很好。

小睿是我今年新接手的这个五

年级班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小男生，学

习成绩较差，字很潦草，经常被我点

名批评。而且他的性格比较懦弱，动

不动就会眼泪汪汪。

开学初，他的家长就曾向我反映，

小睿经常被旁边的几个女生欺负。

经过了解，我发现，虽然这算不

上校园欺凌，但确实存在着挖苦、嘲

笑等情况。我教育了这些学生，并要

求大家帮助他。

但通过这次小骏的表现，我发现

我的教育非但没有帮到小睿，反而让

他更加被孤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于是，我决定改变教育方法。

我借口要挑选两名负责任的学

生帮忙给教师办公室倒垃圾，不少学

生都举起了手。因为他们都知道，帮

我干活有“小费”，我会随手给他们一

些水果、点心、小包零食。

在众多的应征者中，我选定了小

睿和小骏这对同桌，让小骏负责“厨

余垃圾”，小睿负责“其他垃圾”，并

要求他们每天放学前将垃圾桶清理

干净。

两人都拍着胸脯说，保证完成任

务。一开始他们干得还不错，完事后

照例会得到我的夸奖和奖赏，每次他

们都是高高兴兴地走出办公室的。

可过了一个星期，我发现连续几

天只有小睿一个人来倒垃圾。

有一次他拎起两个垃圾桶正要

走出办公室，我就叫住他询问。

“小骏让我帮他干一下！”小睿如

实回答道。

看着这个学生忠厚老实的样子，

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心

疼。很明显，他不明白小骏是在利用

他的善良。

“你把东西放下，去把小骏叫来！”

小骏进来后，我问他愿不愿意继

续负责倒垃圾，他斩钉截铁地说愿

意。我告诉他，既然愿意，就不应该

把自己的任务推给小睿，他点点头表

示同意。

小骏倒完垃圾回来，我看到办公

室里正好有几个香蕉，就给了他两

个，并交代他分一个给小睿。

从这之后，他们两个各司其职，

一切如常。

那天，小睿放下垃圾桶正要出

门。我让他等一下，从办公桌上拿起

一个桃酥饼递给他。

正当他喜滋滋地想品尝的时候，

我笑眯眯地说道：“这么好的东西，你

是不是应该分给你的兄弟一点？”

听了我的话，小睿先是一愣，然

后把手里的桃酥饼一掰为二，兴奋地

跑去找小骏……

其实，桌子上还有好几个桃酥

饼，我为什么不多给小睿一个呢？

我考虑到，如果我给小睿两个

饼，小睿分给小骏一个，在小骏的眼

里，这一个饼是老师送他的礼物，是

自己应得的。但如果是从小睿那里

分得的半个饼，那么意义就大不相同

了，能加深小骏对小睿的好感，从而

促进两人的友谊。

果然，不久后的一天，小骏走进

办公室，拎起了两个垃圾桶：“郭老

师，今天小睿的垃圾我去帮他倒，英

语老师还在让他背单词呢。”

我无比欣慰。这半块饼的策略

竟然如此奏效。

不仅如此，后来我还经常看见

小骏在辅导小睿写作业，当有学生

在说小睿坏话的时候，小骏也能仗

义执言。

现在，小睿的朋友渐渐变多了，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变得开朗自

信，再也没有动不动就哭鼻子。

让他分给同桌半个饼

□杭州市湖墅学校 沈晨波

作为特殊教育教师，我会遇到

各种类型的特殊学生，有的冷若冰

霜不讲话，有的情绪涨幅如同过山

车，有的动若脱兔满场跑……

嘉嘉上学年转入我校九年级。

和以往我遇到的孤独症学生不同，

他第一次见我就热情地打招呼：“老

师您好！我叫嘉嘉！”之后每次见

面，他都会大声说：“老师您好！”

我有点疑惑，这么愿意社交的

学生，怎么会患有孤独症？

某一天，他无意间经过我的办

公室，说想加我微信。我想鼓励他

多社交，于是就给了他我的微信

号。那天下班后，我发现微信里有

一连串消息——“在不在”，它们全

部来自嘉嘉。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

结果他回复：“怎么这么晚才回我？

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发

的消息。”

我耐心地回答：“老师才刚回家

呢。有事可以联系教师，但不用发

这么多消息哦。”

我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没想

到，嘉嘉的“毅力”超乎寻常，之后我

几乎每天都会遭受他的微信“轰炸”。

一开始我进行冷处理，嘉嘉见

我不回微信，就直接拨打微信电话：

“老师你有空吗？”“老师生病了

吗？”……问个没完。

以往我都会鼓励孤独症学生多

说话，可面对不按常理出牌的嘉嘉，

我一下子蒙了。我去班里提醒他：

不能如此频繁地联系别人，会打扰

别人的生活。

可他反问道：“时间那么多，你

就不能多回我几条消息吗？”

我开始暗中观察，同时通过班

主任与嘉嘉爸爸取得联系，了解他

的生活情况与过往经历。

嘉嘉父母是企业管理人员，经

常需要与别人进行电话沟通，而且

出差较多，出差时都用微信与嘉嘉

聊天，嘉嘉也渐渐习惯用微信沟通

交流。他在家缺少父母的陪伴，电

子产品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嘉嘉不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拒绝沟通”的社交

障碍，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渴望得到别人的

关注。在以前的小学，他“见谁就说”，得到回复就

变本加厉地聊。久而久之，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被孤立的嘉嘉不想上学，于是转到我们学校。

嘉嘉喜欢帮教师和同学做事，但是每次都想

得到回应，得不到就死缠烂打。我觉得，应该让

他懂得沟通的边界。

利用生活适应课“爸爸的一天”，我展现自己

下班后在家照顾孩子的场景：给孩子喂饭时，“叮

叮叮”手机响，孩子不肯吃饭；哄睡孩子时，“叮叮

叮”手机响，孩子被吵醒哇哇大哭；开车时，“叮叮

叮”手机响，差点和前面的车追尾……看到这里，

学生们都很气愤，觉得打电话的人不对，有的还

说要打110报警。

嘉嘉一声不吭。我当着大家的面问嘉嘉怎

么看这种行为，嘉嘉尴尬地说：“这是不对的。”

最后我教育大家：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联系他人

才是恰当的行为，随便打电话会影响他人的生活。

当天晚上，嘉嘉没有再打电话给我。但我很

清楚，他肯定会再次打过来的。

果然，两天后那个熟悉的铃声又响了。这

次，我直接打开摄像头。“喂，你好，是嘉嘉吗？”我

主动微笑发话。

“是的，老师您好。”嘉嘉有点不知所措。

我镜头一转，展示我和孩子共同阅读的场

景。“老师正在和宝宝一起读书呢，嘉嘉有什么

事吗？”

“那个，老师，我现在在外面玩，看到一辆大

卡车，想让你一起看看。嘿，宝宝你好。”嘉嘉发

现自己影响了宝宝读书，有点不好意思。

我还是微笑回答：“哈哈，很有趣的卡车。不

过嘉嘉，老师和宝宝在看书，没时间和你打电

话。嘉嘉，以后有事找老师，可以在微信上给老

师留言。老师如果有空就回复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得到回应，嘉嘉很高兴。

“嘉嘉很棒。老师继续和宝宝读书。我们跟

哥哥说再见。”我和孩子一起在镜头前挥挥手。

“老师再见！宝宝再见！”嘉嘉开心地结束

视频。

从那之后，嘉嘉逐渐用发文字、发视频的方

式和我联系，减少了打电话的次数。

嘉嘉马上要进入职教段学习，虽然不合理电

话的次数减少了，但他在家依旧是手机不离手。

我在职业适应课上发现他很喜欢咖啡制作，

这是理想的可替代行为，也可以为他未来的职业

发展作铺垫。于是，我再次联系嘉嘉父亲，嘉嘉

父亲恍然大悟，十分肯定我的建议，表示会留出

更多时间陪伴嘉嘉，甚至买了一台咖啡机让其在

家练习。

现在嘉嘉已经是学校职教段的学生。在校

期间，我经常去品尝他制作的咖啡，并夸奖他的

咖啡越做越好。得到教师的表扬，嘉嘉信心倍

增，学习上有很大进步。

现在嘉嘉还是偶尔会给我发微信消息，分享

他的生活，我也给予其积极的反馈。今年过年我

给他发微信问候时，他告诉我新年心愿是：毕业

后去瑞幸当咖啡师。

站在文学巨人肩膀上和学生聊早恋 学
生
对
我
的
微
信
密
集
﹃
轰
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