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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记

校园诗廊

成长故事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和进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愈
来愈快。在这种高压繁忙之下，作为
教师的我们，除了教书育人，还要学
会自己排解与日俱增的压力。教学之
余，在那些静谧的夜晚里，觅一本好
书，静下心来，在阅读中放缓脚下的
步子，安静思考，并藉此找回教育的
初心，这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难得
的享受。

雷夫曾说：“达到真正的卓越是
需要做出牺牲的，是需要从错误中汲
取教训同时付出巨大努力的，毕竟，
教育无捷径。”

也有人说，作为教育者，必须要
读两本书，其一是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其二便是雷
夫的《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我作为
教育经验尚浅的年轻教师，我渴望站
稳讲台，于是我拜读了雷夫的《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合上书，我在心底默
念：“是的，教育就应该这样⋯⋯”

信任——营造温暖的港湾

在 56 号教室里，这个班的每个
孩子都是相互信任的，这是雷夫为孩
子们营造的一个温暖港湾。在这里，

没有惧怕，没有超过常态的奖赏；在
这里，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
之间有的只是互相信任；在这里，他们
为了维护班级荣誉而共同努力；在这
里⋯⋯这一切都是雷夫对 56 号教室
的最好诠释，也是他的终极教育理念。

“教师爱学生，一个很重要的表
现就是相信每个孩子。”雷夫就是这
么做的，他相信每个孩子都具有巨大
的潜能。在书中，我看到了雷夫在工
作中的点点滴滴都建立在对孩子们的
爱和信任的基础上，他把每个学生都
看作是美丽的天使。

走进教师队伍伊始，我就问自己：
“如果我是一位学生，我会喜欢怎样的
老师？”读了这本书后，雷夫给了我答
案——孩子是一个健全的人，信任是
最好的方法。在工作中，如果我按照雷
夫的要求去信任他们，在给予他们权
利的同时，孩子们也会用实际行动告
诉我，他们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信任
同学，团结同学，关心同学。

身在农村学校，班里大部分学生
都是留守儿童。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大多心理敏感
脆弱，在学校更需要老师和同学的关
心和帮助。只要给予阳光，他们也会

和其他孩子一样，愿意成长为一棵茁
壮的大树，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
少年。

信仰——坚持教育的热情

朱永新先生说过：“一个理想的
教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不断地给
自己提出追求的目标，同时又要有激
情。对一个成长中的教师来说，平静
的 思 考 是 需 要 的 ， 但 更 要 富 有 激
情。”在 56 号教室里，雷夫他不是超
人，他也有挫败的时候。他会因为学
生的调皮而生气，他也曾在这条路上
疲倦和迷茫。然而，他对教育的信仰
点燃着他在这个行业的激情和信心。
他说：“如果我能如此投入教学，甚
至连头发着火了都没有注意到，那么
我前进的方向就是正确的。”的确，
雷夫他做到了，他真正的投入到了教
育事业之中。

回想书中的细节，雷夫让孩子们
变成“爱学习的天使”，培养孩子们
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孩子们懂
得为人之道，鼓励孩子们建立丰富的
精神世界⋯⋯他用 25 年的时间坚守
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间教室，教同一
个年龄段的学生，在他丰富的理想背

后是朴素的教育真谛——为了学生的
发展。我想，如果雷夫没有对教育的
信仰、对教育的热忱，他是不会如此
的执着、如此的安分、如此的踏实。

在入职以来的教学路上，我常常
为调皮不听话的孩子感到束手无策，
常因为达不到教学目标而苦恼迷茫，
在每天的忙忙碌碌中我似乎没有清晰
的教育理想可言。但同样在各种压力
下的雷夫老师却能在一间狭小的教室
里创造出无限的可能。读完这本书，
他的精神鼓舞了我，我愿拿出年轻人
的激情去拥抱未来，用更多努力去战
胜困难，用奋斗去取代苦恼，用信仰
去坚持教学。

投入——收获成长的喜悦

本书中有一幅“教室里的火”的
漫画插图让我印象深刻，雷夫老师主
动帮助同学点燃灯芯，并下决心帮助
她，好不容易将灯芯点燃，却始终没发
现自己的头发也着火了。全班同学看
到后都大声呼喊着：“老师，我们来帮
您灭火。”一个能如此投入教学的老
师，怎么可能会不是一个好老师呢？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好老
师。怎样算得上一名好老师？又如何

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我想，读了这
本书后我知道了答案：那便是全情投
入，给孩子们一个精彩的瞬间。我学
的是新闻专业，写作是我的擅长，然
而，中高年级的作文教学却是让我头
疼和棘手的事。如何让孩子们爱上写
作并乐于写作，这成为我渴望做到却
还未实现的梦想。在教学的路上，要
始终记得给孩子一碗水，而教师自己
就要有源头活水。要让孩子爱上写
作，自然先要勤于笔耕，了解写作之
法，掌握写作技巧，最终给孩子们一
个快乐的写作园地。

校园的树木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中不断长大，逐渐变得枝繁叶茂。倘
若孩子们是一棵小树，我愿成为太
阳，用阳光照亮他们前进的方向。教
书是件苦差事，但成果确是甜美的，
因为你丰富了孩子的一生。我的教学
生涯刚刚起航，未来的路还很长，虽
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但偶有惊喜。我
愿能用雷夫老师这样的信仰激励自己
不断前行，燃起教育的初心，回归教
育本身，眼里只留下一个个纯真可爱
的孩子。
（作者系永定区桥头乡中心校教师）

燃起教育的初心
—— 《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读后感

明鑫

每年的春节都是热热闹闹的，到
处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今年
的春节却显得格外的冷清，原本车水
马龙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整个城市
的空气似乎被凝固了。

原来，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正在神
州大地肆掠⋯⋯

我爸爸是一名火车乘务员，由于
疫情，过年都在上班，他都好久没有
回家了，天天坚守在一线。那天我和
爸爸视频通话，爸爸要我别在外面乱
跑，这次疫情传染性很强，把自己照
顾 好 别 让 家 长 担 心 。 我 点 点 头 对 他

说:“爸爸，您在列车上也要搞好防
护呵，要平安回来哦！”

我妈妈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每
天早出晚归，早上她会把要交待的事
情写在留言本上然后匆匆忙忙地赶去
上 班 。 晚 上 回 到 家 里 还 要 辅 导 我 学
习，给我讲解作业。我望了望妈妈慈
爱的脸，她比原来明显的瘦了。

“宅”在家的这段时间，一直都
是外婆陪伴着我，想着爸爸、妈妈工
作那么忙，我可不能让他们分心，拖
他 们 的 后 脚 ， 我 必 须 要 把 自 己 管 理
好，这样也算是为抗疫作贡献。于是

我根据学校发的停课不停学通知，为
自己量身定制了学习计划。

每天早读完后，我就会准时守候
在电脑前听网课，虽然没有在教室里
上课那么生动有趣，可我却听得津津
有味。利用课间休息，我会做眼保健
操或者远眺 10 分钟。接下来的时间
完成课后同步作业，把不太会的难点
和 难 以 理 解 的 知 识 点 ， 我 会 标 记 下
来，等妈妈回来后再给我讲解一遍。

学习之余，我也会帮外婆分担一
些家务，比如：扫地，擦桌子，吃完饭后
帮忙收拾碗筷和餐桌，整理自己的书

桌和书架，同时我也是家里的垃圾清
理工，一天的垃圾我会打包带走。

一天中最开心的莫过于体育课时
间 ， 只 有 把 身 体 锻 炼 好 才 能 打 败 病
毒。每天我和妈妈都会在楼下的空地
上进行跳绳热身，跳 200 个后，就打
羽毛球或篮球，也可以骑自行车或者
滑板车。周末天气好时，妈妈还会带
我去爬爬山，挖挖野葱，摘摘野花，
去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

闲暇时间里，我又摇身变成了一
位美食家，到了妈妈休息的日子，从
她 那 儿 学 会 了 做 手 工 凉 皮 、 鸡 蛋 煎

饼，学会了包包子和饺子，学会了做
馒头。

“ 鸟 欲 飞 先 振 翅 ， 人 求 进 先 读
书”。阅读也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给我
的生活增添了乐趣。我就像那夜晚的
萤火小书虫，用智慧照亮夜空。

因为疫情，我成长了！因为新冠
肺炎，让我知道了钟南山爷爷和李兰
娟奶奶七八十岁还冲锋在武汉那座英
雄城市，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奋力
在一线抢救病人，用他们所学的知识
为 全 国 人 民 筑 起 了 一 道 安 全 的 防 火
墙。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让
我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因为知识
就是力量，有知识才能强国。

（作者系张家界澧滨小学三年级 1
班学生 指导老师：屈金云）

在战“疫”中成长
伍书瑶

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已经过去很多
年了。至今，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颇
有感触。

那年深冬的一个上午，天空灰蒙蒙的
一片。我在另外一所学校上课，全校都在
上课。整个校园显得静谧，只听见某班学
生唱歌的声音。忽然，天空飘起了漫天的
雪花，纷纷扬扬，越下越大。鹅毛般的雪
花从空中飘飘洒洒，蔚为壮观。这是那年
的第一场雪，也是那年最大的一场雪。

在教室上课的小家伙们都齐刷刷地望
着 窗 外 少 见 的 鹅 毛 般 的 大 雪 ， 有 的 站 起
来，有的趴在窗口，都惊讶不已，啧啧赞
叹。课自然是上不成了，干脆就让这些小
家 伙 们 欣 赏 窗 外 的 飞 雪 吧 。 我 也 望 着 窗
外，看着这场久违的不期而遇的瑞雪。其
他 上 课 的 老 师 也 和 我 一 样 无 法 继 续 上 课
了，有的老师索性让学生到操场去看雪玩
雪。我也让学生去操场赏雪玩雪。顿时，
整个操场沸腾起来了，同学们仰着头，张
开双臂拥抱从天而降的雪精灵，小手伸向
天空接住飘落的雪花。大片大片的雪花飘
洒着，落在同学们的头上、眉毛上和衣服
上。一会儿，树上、房顶上就白了。这是
一场罕见的预兆丰年的瑞雪，更是一次同
学们难得的接触自然、体验寒冬、释放个
性的时机。我心里暗暗思忖：感谢上天的
赐予，感谢自然的馈赠，感谢这个雪花飘
舞的寒冬。

一会儿，就那么短暂的一会儿，还不
到半小时吧，雪渐渐地小了、小了，最终
停止了，天空依旧灰蒙蒙的一片。同学们
的欢闹声渐渐悄无声息，校园也恢复了上
课时的宁静。

飘舞的雪花才停，同学们的欢呼声刚
刚静下来，一场来自学校的对教师的追查
却开始了。学校认为，没有经过请示，教
师擅自停课，让学生到外面看雪，违反教
学常规。遂以“违反教学常规”为由，坚
持追查让学生出教室赏雪玩雪的老师，并
予以处罚。

笔者从教多年，以为，教师停下课来
让学生走出教室到操场看雪玩雪，无可厚
非。小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新
奇的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生在南方的人
对下雪格外好奇和欣喜，就是成人也不例
外。我倒觉得，那些让学生到外面看雪玩
雪的老师，理解学生的心理和天性，顺应
天时，因时制宜，具有一定的教学机智。
学生热爱自然、喜欢新奇，教师应遵从学
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适时地让学生走出
教室，亲近自然。可以想象，学生在赏雪
玩雪之际，拥抱了自然，展开了笑颜，纯
洁 了 心 灵 ， 陶 冶 了 情 操 ， 丰 富 了 校 园 生
活 ， 给 童 年 也 增 添 了 一 抹 值 得 回 忆 的 色
彩，这也是难得的极好的写作素材。下大
雪 、 又 是 一 年 中 第 一 场 大 雪 ， 学 生 的 心
思、注意力早就转移，不在课堂上了，教
师 不 顾 学 生 的 年 龄 和 心 理 特 点 ， 墨 守 成
规，硬生生地把学生关在教室里上课，学
校还追查“不守规矩”的教师，我以为，
这 是 缺 乏 明 智 的 ， 这 是 对 学 生 天 性 的 压
抑、好奇心的抑制，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终身发展，也有悖于儿童心理学和教
育学原则。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以生
为本”的今天，我们教育的方式方法，是
否有待反思和进一步改善呢？

难忘那场鹅毛般的大雪，难忘那次飞
雪中欢腾雀跃的场景，更希望教育工作者
和各位看官从那场鹅毛般的大雪和欢腾雀
跃的场面中受到启迪，领悟育人的真谛，
获得管理的智慧。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小学南校教师）

编后：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以生
为本”的今天，我们教育学生管理学生的
方式方法，是否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
是 否 遵 从 学 生 的 年 龄 特 点 心 理 特 征 去 要
求、教育和管理学生？教育方法管理模式
是否过多的束缚、主观与成人化？这些问
题无疑是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反思深思并
改进的课题。

难忘那场
鹅毛般的大雪

徐昌贵 邓青松

路径依赖法则，又译为路径依赖
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
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
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
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
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
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
断 自 我 强 化 ， 并 让 你 轻 易 走 不 出 去 。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
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由于用“路径
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
演进，道格拉斯·诺斯于 1993 年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认为，经济生
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
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
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
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理论对处于经济体制转
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显然具有现实的
意义，但万事理相通，本篇则要从成
长教育的角度，去思索路径依赖法则
给 我 们 带 来 的 现 实 启 示 。 具 体 说 来 ，
在孩子们的成长教育过程中，我们几
乎每一个亲历者都会面对两种“不愿
归”的路径依赖性，不客气地说，其

“ 物 理 惯 性 ” 的 韧 度 都 是 需 要 一 定 的
“力”去“切”断的。

一是成长中的孩子。这种依赖性
主要表现在习惯于生活习惯与生活技
能的“不愿归去”。“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早已不再是戏谑之语；“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也早已不再是古文里
的讽喻。这是这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写
照，而且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物
理惯性”俨然已经成为理所当然，孩
子们就认为打扫卫生忙家务之类的事
压根就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懂事的

“ 两 耳 不 闻 窗 外 事 ， 一 心 只 读 圣 贤
书”，埋头读书就是乖孩子，做家务有
什么必要吗？

二 是 望 子 成 龙 、 望 女 成 凤 的 家
长。在一部分年轻父母的思维导图中，
孩子就应该惟读书是要务。成绩好了
其他都无所谓，就如同老辈人的”一白
遮百丑”的奇葩审美观一样异曲同工。
更何况中考、高考又不考做家务⋯⋯应
该说，在成长教育这个规模弘大的人生
工程中，成长中的孩子一直就是教育的
客体，而父母一直处在施教的主体角
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盼望孩子长
大又不愿意孩子长大直至离开，期待
孩子全身心地扑在学习上，这都是属
于家长的路径依赖性。

孩子们因此而水到渠成地在生活
上形成了对父母的路径依赖，父母们
也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种双肩扛山的
物理惯性，但孩子们终究是要长大成
人的，他们终究要进入社会，面对现
实 ， 直 至 要 拥 有 属 于 他 们 自 己 的 生
活，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技能与生存本
领都不具备，将来又如何从容地面对
崭新的世界？

需要补充的是还有一种依赖，即
孩子对手机的依赖。这种依赖往往会
有 一 个 ” 正 当 防 卫 ” 的 理 由 ： 查 资
料，查做不到的题。事实上这些完全
都是可以避免的。一句话，一个上课
集中精力听讲的学生是不需要课后用
手机处理作业的，这种隐患不仅在于
让孩子懒于思考，更是直接打碎了对
手机游戏或网上聊天的自控力。

现象篇之十一

路径依赖法则
李炳华

像风一样读书
把书
翻得哗啦啦作响
我急切地想找到那曾经热恋般的
那句那段那章

像阳光一样读书
把那一页页一本本的语句
抚摸得发热滚烫
从中抽出的情诗一定是温暖的
我要送给心中那轮皎洁的月亮

像虫一样读书
把一个个字一行行话
狼吞虎咽地吞噬下去
书中所有的营养
是我行走和活下去的力量

像鱼一样读书
把书籍当作海洋
用知识指导方向
有强大的思想做成的翅膀
就能自由自在地游走、遨翔

像老师一样
读书
用最美的姿式
把书香
传递给世间所有人的
指间和心房

（作者系张家界天门初级中学教师）

读书
覃文化

教师随笔

寒窗夜话

“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
遏 。” 夜 深 了 ， 天 空 不 再 是 清 新 的 天
蓝，取而代之的是暗沉与稀稀散散的星
月。

明月挂在高空，是那般的皎洁，圣
洁的月光似一层薄纱笼罩住了世界。雨
后的泥地里有着一滩滩积水，月光活泼
地跳动着，一下，两下，闪啊闪的。低
矮的茅草屋，婆娑的树丛，几声夜莺的
吟唱，都仿佛被圣水洗涤过了，是那样
的柔和。

一阵微风拂过，树枝轻摇，透过枝
叶泄下的碎银也随之摆动。眼前的一
切，在月光的笼罩下显得纯静和祥和。
就像苏轼所写下的“庭下如积水空明”
一般。

月光笼罩着大地，万物就像被洗去
了一切污浊，一切喧嚣，一切繁华，只
剩下纯净与平和，让人不由得想起怀抱
孩子时母亲温柔的笑脸。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东坡
学士留下了他的伤感；“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青莲居士写下了他的不
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佛
王维留下了他的闲适⋯⋯无数才华横溢
的诗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但
同样皎洁的月光下，书写着自己的心
情，吟咏着如流水般清扬的诗句。

古人写过月，今人在写月，后人将
写月。月使一切变得温柔恬淡，它如水
般温柔，如雪般纯洁，抚慰着俗人的
心、失意人的心。“月光如水水如天”
月，像征着人们永远歌颂与追求的纯洁
与爱。

愿那皎洁的明月，永远不被乌云所
遮蔽，愿月光永远是世人最纯真的心
境。

（作者系长沙湘郡金海中学 1810 班学
生）

月光
邓语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