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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陪伴每一个学生成长

小学校里也少不了各种故事，尤其是师生之间的感人故事。2018年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
局师德演讲比赛中，老师们诉说了师生之间的精彩点滴，分享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

作家毕淑敏读小学时曾是小合

唱队的成员。一次歌咏比赛训练

中，音乐老师听到毕淑敏唱歌跑调，

对她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现在我把你除名了！”但后来为了保

证演出队形的平衡，这个老师又把

毕淑敏叫了回去，并提出要求：“你

可以回到队伍里，但只能干张嘴，绝

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回忆这段经历

时，毕淑敏说：“虽然比赛拿了很好

的名次，但我却从此留下了再也不

能唱歌的毛病。”

相信毕淑敏的这段经历并非个

例。我想，每一位教师都有可能面对

类似的教育场景，如果是你，又会如

何选择呢？

我，一位 90后教师，在工作的第

三年，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 Q 同学。

犹记得初一刚入校，就有家长提醒

我：“这位Q同学智力有点问题，您要

多加留意，我家丫头小学被他打过好

几次，孩子们都很怕他，他不适合与

正常孩子一起学习。”我错愕之余也

难免压力倍增，心想这到底是一个什

么样的学生？

果然，开学第一周，Q 同学的问

题便以燎原之势开始爆发：上课时浑

身上下不停挠痒，课间在整栋教学楼

里来回疯跑并找其他班学生打架，因

为害怕同学和老师的目光，他拒绝从

前门进入教室，当我试图跟他沟通交

流时，他仰头痛哭并高喊“斯巴达万

岁”……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有些措

手不及。

于是，我请来 Q 同学的家长，促

膝长谈。通过沟通我才了解到，Q

同学从小就患有严重的病症，他的

语言系统也发展得相对迟缓，直至

小学四年级，他才勉强能含糊不清

地吐字发音。这使得他从幼儿园开

始便遭受了同学异样的眼光和老师

特殊的对待，种种“麻烦”和“意外”

让他与老师、同学之间竖起了一道

厚厚的屏障，他开始变得不信任任

何老师。面对久久不愈的病情，家

长带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但都

无济于事。

这一切成了他父母的心病，也触

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我开始思考如

何让大家接纳他、包容他。

记得一次数学课，铃声响后，我

看到 Q 同学还在教室后门外徘徊，

不敢进来，便让学生将教室后门打

开，示意他从后门进入，并要求所有

学生目视前方，尽量不给他制造心

理压力，可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迈

过心理上的这道坎。也就是在那节

课上，我开诚布公地与全班学生就

Q 同学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了

共识：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关注或

关心他，我们只需要像对待其他人

一样平等地对待他，更耐心地给予

他应有的包容、尊重与关爱。有了

这次约定，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学生

用特殊的眼光看待他，也不抵触与

他沟通交流，慢慢地 Q 开始融入集

体。此后的日子里，我抓住每一次

表扬他的机会，让他和我一起批改

同学的家庭作业，帮助他建立学习

的兴趣和信心；当他在运动场上为

班级斩获荣誉时，我告诉他“我们班

有你真好”；当他有表达欲时，我会

用心聆听他的内心世界，告诉他有

理想就大胆去追；当他成绩取得进

步的时候，我鼓励他上台公开发表

演讲，他的一句“不要满足于当下，

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燃起了班

级其他学生的斗志……

如今的他变化惊人，不仅自律自

强，拥有自己的社交圈、运动爱好及

奋斗理想，成绩也由最初的 200多名

跃至年级 100 名左右。他渐渐树立

起强烈的责任心，不时给班级建言献

策，甚至有其他同学发生矛盾时，他

还会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并进行沟

通。这样的他，已然成为班级一股强

大的正能量。

我不禁感叹，教育者真的需要生

命在场。我将继续用心凝视他们，用

爱唤醒他们，将他们作为我生命中的

重要他人，指引我在育人之路上不断

反思和蜕变，成就幸福的教育人生。

（作者单位系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中学）

在我们教师队伍中，既有刚步入

工作岗位、活力十足的新生代教师，

也有经历多年历练仍砥砺前行、无怨

无悔的资深教师。“铁打的营盘流水

的兵”，他们都在忙碌中迎接和送走

一批又一批孩子。

在光谷第一小学马菁老师眼中，

这些孩子就像一束束微光，照亮了她

前行的路。而她，也在不离不弃的追

逐中，让一些微弱的荧光焕发光彩。

记得一天放学时，马老师听到路

队里“大嗓门”小野说学生小灵正准

备离家出走。这个消息让大家震惊，

要知道，小灵可是公认的优生啊，怎

么会选择离家出走呢？马老师核实

情况后，当机立断找到小灵和她的父

母了解情况。

原来，成绩优异的小灵却有许多

难以言说的心酸……在家里，妈妈的

要求过于严苛，使得小灵的心理压力

很大。一次做试卷时，妈妈发现小灵

不听自己的要求，双方发生争执，矛盾

激化后母女俩甚至动起手来……这

件事让小灵备感委屈，从此以后，妈

妈再批评她时，她就觉得没必要待在

家里了，于是想离家出走。

眼看小灵这束微光稍有黯淡，马

老师赶紧又深入了解孩子的家庭。

原来，小灵的父亲长期不在家，可一

回来就指责妻子没有教育好孩子，小

灵的妈妈一气之下也当着全家人歇

斯底里地说：“我也要离家出走！”曾

经看似和睦的家庭硝烟四起，马老师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决定把解决家

庭矛盾这个额外工作变成当务之

急。马老师在反复观察、分析中发

现，小灵动不动就说要离家出走，其

实也是因为缺少一些感恩的心。

如何让孩子重拾那颗感恩的

心？马老师鼓励小灵参与班级管理，

体验管理中的乐与苦；下班后带她回

家，辅导她完成作业并与她谈心；双休

日领着她参加公益活动，学会付出和

感恩。同时，马老师还引导孩子的父

亲像恋爱时那样去关怀、呵护妻子，去

肯定、点赞孩子妈妈对家庭的贡献。

多少个夜晚，多少个休息日，多少次促

膝交谈，这期间的无数次感动、苦恼、

惊喜、艰难……马老师自己都数不清

了，而她笔记本里的观察记录却如影

片般帧帧清晰，幕幕情深。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马老师的努力下，小灵一家

人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帮助小灵家庭的故事，只是马

老师“点亮微光”工作常态的冰山一

角。马老师深深地懂得：一颗感恩

之 心 ，是 每 一 个 人 人 生 幸 福 的 基

石。班上孩子表现出的种种“异样

行为”及家长们种种“爱的变形”，就

因为缺少一颗感恩和互相理解的

心。所以，马老师创造了各种体验

活动，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懂得感

恩的人。比如，她在班上发起“日积

一善”的捐款活动，为养老院、患病

的孩子、灾区长期捐款；她每学期带

领学生和家长一起去养老院陪老人

聊天，给老人剪指甲、表演节目；她

带领学生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人儿

童捐衣、捐书、捐款……马老师就是

通过这些活动，在大家的心中播下

善良的种子，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

受付出的快乐，引领他们慢慢领悟

人生的意义。

马老师总能在求索的道路上点

亮微光，而孩子们的依恋也常常温

暖着马老师：“我不要毕业，您到哪

里，我就到哪里”……在孩子们心

中，马老师不只是生命中的过客；而

在马老师心中，孩子们绝对是最长

情的陪伴。那些孩子一次次出现在

她的笔记本中，出现在她的工作心

得里，出现在她的反思案例背后，出

现在她的报告文稿里，更深藏于她

的脑海中。

这就是马菁老师“若有微光，我

心向往”的教育之路，在孩子的陪伴

下简单生活，真心付出，宽容并感

恩，知足而快乐。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第一小学）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曾说过：“善为

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这些都是为人师者

的职业操守，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教师还应是一个“疯子”，一个为教育、

为学生“着魔”的人，只有这样的老师，

才更有可能创造教育的奇迹。

在光谷四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醉心教育，像着魔一样痴迷于自己的

工作，他们甚至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

做学生的造梦者，也做同人的引路人。

2017 年秋，刚入校我就听闻光谷

四小“汉字风云会”的辉煌硕果。能培

养出这样优秀的学生，该是何等厉害

的老师？后来终于知道，这位引路人

就是我校大名鼎鼎的詹智梅老师。从

3 月 19 日接到大赛任务，到 6 月 25 日

带队到河南参赛，历时几个月，詹智梅

老师运筹帷幄，精心部署，对孩子们进

行严格而又科学的训练。从时间安排

到人员分工，从题库选择到书籍购买，

从教师培训到家长会议，从礼仪训练

到应答技巧，从学习习惯到思维方法，

事无巨细，她都亲力亲为。这样高强

度的工作占据了她大部分时间，每天

晚上到家时已是 7 点半，筋疲力尽的

她总是吃点东西后又开始了“遥控指

导”。她和孩子们通过网络交流，确保

他们晚上学习的效果。每天晚上孩子

们学到10点半，詹老师就一直陪到10

点半。在叮嘱孩子们休息之后，她自

己则继续查找资料，工作到凌晨是常

有的事。她说，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

影响她对孩子们的辅导。

詹智梅老师就是以“拼命三郎”的

精神和重视细节、注重方法、保持热情

的“工匠精神”，进入了“不疯魔，不成

活”的痴迷状态。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带领的光谷四小汉听队力挫全

国其他 35 支队伍，在浙江卫视《汉字

风云会》总决赛中一举夺得全国团体

总冠军，并包揽了个人赛前三甲，为学

校、为光谷乃至武汉市、湖北省赢得了

宝贵的荣誉，也把光谷四小学子的形

象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光谷四小，像詹老师的“工作狂

们”还有很多。我看到，数学教师姚

远、舒笋、湛楚雷等应人民教育出版社

邀请，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积

极参与教材解读书籍的撰写工作，他

们面对人教社、市教科院的高标准、严

要求，一遍一遍修改甚至推翻自己的

教学设计等，他们常常匍匐在电脑前

工作至凌晨；我看到，青年教师冯仁

格、杨丽娟、巴文莉开启头脑风暴，带

领五年级学生积极备战“世界头脑奥

林匹克竞赛”，一次次修改剧本，调整

思路，与家长学生一起购买材料，制作

道具，布置场景，周末常常泡在学校，

终于在全国大赛中崭露头角；我还看

到，体育组老师们无论严寒酷暑，每日

坚持两练，从不间断。滂沱大雨之中，

他们酣畅淋漓；炎炎烈日之下，他们挥

汗如雨。高强度、长时间的坚持，加上

规范科学的训练，足球队一举夺得

2017 年“光谷杯”中小学比赛冠军，网

球队也获得 2018 中国网球精英赛武

汉站团体第三名。

他们是“拼命三郎”，激励着我披

荆斩棘、全力以赴；他们是“能工巧

匠”，指引着我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他

们对教育教学的狂热痴迷，在一点一

滴地感染着我，感染着四小每一个人，

也必将感染所有热爱教育的同人们。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第四小学）

飞速发展的光谷实验中学是光谷

教育的一个缩影，我感动于光谷教育

人身上焕发的昂扬斗志和永不枯竭的

激情。

5 月 26 日是一个星期六，虽是初

夏，但已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下午3时

许，骄阳炙烤，光谷实验中学从门房到

问道楼沿路，年轻教师们头顶烈日向来

宾问好，他们正在迎接来自台湾的作家

张晓风。一个小时后，报告厅座无虚

席，忙完接待任务的青年教师悄悄站在

报告厅两侧，双颊带汗，精神抖擞，虔诚

聆听。我依稀记得他们在入职典礼上

“请把重担交给我”的誓言。

曾几何时，青年人刚入杏坛貌美

如花，3个月后“花容失色”；曾经誓言

铿锵，继而“偃旗息鼓”。看现在，运动

场上，他们与孩子们一起奔跑；放学路

上，与学生低声细语；深夜里，伏案写

作……如同现场在座的青年教师一样

青春与智慧同在，梦想与汗水齐飞，迅

速成长为教育的中坚力量，这也印证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勉励，“立

鸿鹄志，做奋斗者”。

风雨三十载，他们也一直在路

上。江芳是学校教龄超过 30 年教师

中的一员，她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学

校年会上翩翩起舞。还有 3 年就退

休，学校想减轻她的担子，建议她不再

担任班主任，听到这儿，江老师杏眼圆

瞪：“广场上扭大秧歌的，没有几个人能

跟上我，让我再带一届，我要让孩子们

看看老奶奶也有春天！”平凡的语言因

境界不同而有动人的力量。邱国胜从

教35年，课余依旧带两个学生社团；沈

占力是教坛常青树，其孝道也感动大

家；姚爱荣退休前还负责两个班的英语

教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好老师。

习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

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

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一批又

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在今天

弘扬师德的日子里，我们理应给这些功

勋教师深深鞠躬。

7 月 21 日，时值假期，酷暑肆虐。

晚上9点半，学校会议室灯火通明，新

学期工作筹备会正在进行，白天大家

都要外出学习，唯有晚上才能聚齐。

会议进行到深夜12点，我们注意到已

经身怀六甲的谭晓娟副校长不断调整

坐姿，讲述着新学期的构想。再三劝

说下，她才艰难撑起身子，颤颤悠悠地

在我们的护送下回家。我们身边有多

少可敬的女教师，她们孕育着家庭的

希望，也孕育着学生的未来。

我一路寻找，平凡的光谷教育人

正砥砺前行，一种激情在我的心中激

荡。小而言之，那是不忘教育初心，坚

守育人职责；大而言之，就是“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实验中学）

若有微光，我心向往
□ 叶丽莎

从孩子们的世界走过
□ 杨 思

生命是一首乐曲，演奏着奉献与

激情。2013年我来到光谷，成为一名

光谷教育人，在美丽的武汉市光谷第

三小学开启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用“心”经营班级。作为一名班

主任，我坚持用“心”有“度”管理班

级，建立了自己的特色班级“向日葵

大家庭”。在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

孩子们都亲切地称我为“杨妈妈”，家

长团结一心，学生乐观向上。班级在

不同年段的各项活动有序开展，特色

活动层出不穷，形成了特有的班本特

色课程。接手新班级，我主动“出击”

去爱学生，始终本着与学生一起成长

的态度管理他们，同时也管理自己。

在我们班级，我实行了“和学生一起

做”的策略，我们一起大扫除，一起阅

读书籍，一起练习书法，我和孩子成

了最亲密的伙伴。

用“情”专注教学。为人师很重

要的一方面便是教学。关于教学，我

始终坚守“教对、教会、教出学科味”的

理念。课堂教学，我狠抓备课与反思，

刚刚工作时对教材不熟悉，把握不准，

每次备课，我结合网络的资料、前辈老

师的备课内容和教参，相互借鉴再提

炼出自己的东西。课堂上，孩子们总

会有这样或那样有趣的见解和一些激

起教师内心涟漪的事情，课后我会用

红色的笔记在备课本上。闲暇时翻开

看看，孩子们那些充满灵性、稚嫩的回

答别有一番趣味。有时候，我也要记

录自己上课时的一些小瑕疵，以确保

下次“教对”。20 余本手写教案都是

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特别乐意做的事情还有听课，

听本年级的课，听不同年段的课，听网

络名师的课。作为语文教师，我有时

还去听数学老师的课，每一次课，我都

会找到自己能够学习的地方，也会写

写自己不一样的感想。每学期坚持听

课100余节，通过积累，我也执教了各

级各类的竞赛课、展示课等。

用“诚”见证成长。工作期间，

我坚持以“诚”换“成”，每天在完成

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坚持“一天一好

事”，有放学后一个人去操场捡垃圾

的经历或给办公室老师杯子添满水

等一些很小的事，我心里会有满满

的幸福感，因为能感觉到自己是被

需要的。在需要中学习，在需要中

成长，最多的一学期，我担任 3 个部

门的干事。

如果大家问我，在学校最开心的

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心无

杂念地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因为在别

人眼里无所不能的自己，只有在孩子

面前可以什么都不会。我是那个看

到虫子吓得大叫的杨老师，是那个被

孩子们宠着吃饭送到嘴边捶背揉肩

的杨老师，是那个悲伤时不用伪装可

以写在脸上，孩子们会发现并想尽办

法哄好的杨老师。反正，我就是那个

自己的事情自己不操心，孩子们“操

碎了心”的杨老师。

我一直坚信，在有爱的教育环境

中才能有效地开展教育活动。一个人

的成长在精、在韧、在诚，但更重要的

是集体的力量。在这里，我坚定了自

己前行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昨天的

我在身后看着，今天的我在途中努力

着，希望明天的我在前边笑着。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第三小学）

不疯魔，不成活
□ 魏飞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