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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特刊·七封信

待春风，共赴一场花事 ——致教师

各位老师：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个春天

原有的节奏。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量，在

如此特殊的时期，与老师们聊些什么，我们

又能够做些什么？思来想去，提炼了一组关

键词：学习、关系、生命。

丰盈自己的“学习”履历

疫情是最难得的“人生大课”，在这一

段相对安静、相对封闭、相对稳定的状态

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自

己的学习。踏上工作岗位的我们，除了翻

阅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想一想自己已

经有多久没能安安静静、像模像样地坐下

来看看书、读读报、学学艺了？所以，我希

望老师们能够静下心来，通过学习寻找一

种不一样的适切。

坚持为己学习。今天做教师，我们需要

一些专业性学习：根据自己专业发展的需

要，读一点教育原理、课程通识、学科导论、

心理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升一下专业素

养；需要一些问题性学习：问题即课题。趁

这段时间，梳理一下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去系统地查查书籍、找找资料，看

看是否能够找到答案、寻得启示；需要一些

经验性学习：这堂课该如何备得更好？遇到

这些环节该如何处理？学生总是注意力不

集中我该怎么办？或许许多专家、学者、名

师早已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我们不

妨依葫芦画瓢，让这些“直接经验”在现实中

“折现”。

尝试天天学习。许多时候，我们看过的

书、学过的技能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烟，其实

它们都存在着，就在我们的气质里、谈吐间、

情怀中。总之，学习的人不一定是物质上的

富有者，但不学习的人一定是精神上的贫困

者。当有一天，学习真正成为我们精神、动

力、情致的必需品时，它自然而然便融入我

们每一瞬的遐想与期待中。

能够随性学习。学习是一个重复和积

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地勾

勒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学习无处不在，比如

在你的休闲中、消遣中、娱乐中。学习内容

也可以是广泛的。作为教师，我们要关注社

会与自然、科技与人文、诗意与逻辑……让

随机式的学习像呼吸一样自然，那么它便成

了一种最纯粹、最自然的享受。

守护一段温暖的“关系”

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共处时光中，视

觉疲劳让我们慢慢习惯于以放大镜去看待

身边的“细节”——父母一遍遍“爱的叮嘱”

变成了“烦人的唠叨”；爱人“无意识的担心

与询问”变成了“信任危机、故意找茬和挑

衅”；孩子因为好奇而产生的“无数个为什

么”变成了“不懂规矩、调皮与捣蛋”……所

以，在这时我们特别需要保持冷静，多一些

宽容。

同父母之间：“色难”不难。《论语》中“子

夏问孝，子曰：色难”。现实中，我们如何让

“色难”不难呢？孔子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事

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大致的意思是说：与父母相处不免会意见相

左，作为子女，我们可以进行委婉劝止。在

沟通中，有时我们想竭力去说明白一个道

理，但道理本身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自己的表达方式——好好说话是与父

母相处最重要的前提。

与夫妻之间：“懂得”不易。夫妻相处贵

在“懂得”。“懂得”需要心与心之间的相互坦

诚，需要情与情之间的彼此共振，需要生命

与生命之间的相互怜惜和珍重。所以，我特

别认同这一观点：成年人的生活当中，有一

种修养叫作遇事不指责。夫妻之间就应该

以退为进，遇事多体谅，示弱未必就弱。

和孩子之间：“尊重”尤重。特殊时期

给了我们和孩子亲密相处的时间，但反而

你会发觉孩子变得很“陌生”，你不知道他

们究竟想要什么。这时，建议你再也不要

以一名教师的身份去要求他们，反而要很

快进入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角色予以“帮

助”，让这种“帮助”从“尊重”开始，从简单

的拥抱开始。记住：你所有爱的前提一定

是以“尊重”为原点的。

感悟一场“生命”的缘起

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教授说：教育是为

生命奠基的事业。我们应该给自己补一堂

应时应景的生命教育——围绕“生命与安

全”去关联每一个空间中的隐性危机；通过

“生命与健康”去了解身体之外的机能反应；

基于“生命与养成”把丢弃的习惯和素养重

新温习；聚焦“生命与交往”去了解每一种沟

通对话的仪式感；审视“生命与价值”去反思

应尽的责任以及超越生死的理解……生命，

是一堂真正的人生大课。

存敬畏。疫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

们是该觉醒了，是该去学会敬畏生命与自

然，善待苍生与自己。当我们真正懂得生

命意义的时候，一定会倍加珍视自己，珍

视自己的身体，珍视自己的精神，给予生

命无比干净的守护。这时，所有关于生命

的理解都将随着我们的行有所止而再次

升华。

怀感恩。疫情之下，无数白衣天使为生

命逆行，无数党员干部、武警官兵冲到前

线。国家每一次铿锵有力的发声，每一次疫

情的即时通报和处理，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

强大，看到了国家医疗团队的专业和勇敢，

看到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团结与坚韧，我们

应该感恩这一切。

思奉献。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没

有别的东西奉献，唯有辛劳泪水和血汗。

疫情中涌现出一个个甘于奉献的英雄：有

清洁工老人捐出仅有的几千元积蓄；有明

星艺人奔赴前线做慈善，直至生病累倒；有

司机从车上扔给卡点人员一箱泡面就疾驰

而去；有防疫站总是莫名收到一箱又一箱

的口罩……我们的泪点一再被触发！其

实，我们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作为教师，

我们也可以为祖国做一些事——上好线上

课程，帮好困难学生，讲好抗疫故事，做好

人民教师。同时，把这次特殊的教学任务

当成挑战，不负学生与家长的期待，不负英

雄与韶华。

老师们，新型肺炎病例连日下降的数字

与蓬勃的万物、渐渐暖和的天气一起激励着

疫情下的我们。复工的人群已在陆续踏上

开往工作岗位的班车，公共场所也在秩序井

然中逐渐开放，那些鲜活的生活画面终将随

着春的脚步如约而至。老师们，让我们一起

等待春风，共赴一场花事。我想：此时的校

园，哪怕只有角落里的一枝烂漫，也见证着

所有的努力与坚韧，因为春天的花最能安抚

心灵。

奚亚英

2020年2月24日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

学校教育集团总校长）

□ 奚亚英

遇到危机，我们如何向孩子解释 ——致家长

亲爱的家长：

当危机来临，这是帮助孩子了解事件来

龙去脉的机会——让他们学习如何面对，如

何在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去帮助

别人。

作为人类的一员，很难保证我们遇到的

都是歌舞升平。当孩子小的时候遇见一些

令他们担心的情景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了

解“如何看待和转化它”。

我们或早或晚都要了解人类可能遇到

的这些事情。小的时候如果孩子有机会面

对，长大后他们会有更加理性的心理状态来

面对类似的事件。

2020年开年，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危机。比如印度和东非出现的蝗

灾令人难以想象，数以亿计的蚂蚱像沙尘暴

一样扑面而来。

我妈妈是农民，她童年的时候经历过

蝗灾。许久以后说起蝗灾的时候，妈妈依

旧舌头发麻，说着说着鼻子上的汗珠就冒

出来了。妈妈眼睛透出的恐惧的光，给我

的印象非常深。

妈妈说，那时候没有人号召、没有人组

织，村里所有人都拿着锣、拿着锅等，跑到

自己家地里头“哐哐哐”去敲。蝗虫害怕

敲打声，当你不停地敲击，可能那一片地

的粮食就能保得住——可是也不能敲几天

几夜不停啊。但你稍微停一会儿，你身边

刚才没有被先头部队吃掉的稻子麦子，可

能就被吃得只剩稻杆麦杆了。这意味着

到这一年冬天许多人会挨饿，因为粮食没

有收成。对过去靠自己家那片土地来保

障一家人生命的农民来说，那真的是太大

的危机了。

现在我们有钱可以买到粮食，但那个时

候买不到，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有钱也买不

到”，或者“压根就没钱去买粮食，下一顿就

没的吃了”的状态。可能我们和孩子有幸没

有处在危机之中，但是危机在我们身边发生

了。我们可以在某一天，营造一个温暖宁静

的氛围，让那个氛围跟危机不一样，但是一

家人要一起来讨论一下危机。

最好是在你家开会的那个桌子上铺一

块漂亮的桌布，上面放几个漂亮的玻璃碗，

洗一点红色的圣女果、草莓等好看的水果放

在里面。然后提前跟孩子说，我们今天晚上

要开一个家庭会议。

当大家坐下来以后，就跟大家说最近世

界上发生了蝗灾等各种不好的事情。可以

找来地图跟孩子一起讨论，给孩子描述事情

是如何发生的，在哪片沙漠里，等等。孩子

在这种情境下学地理，也许比在课堂上更用

心。也可能由于这次事件，孩子对地理会更

加感兴趣。

比如关于蝗灾，如果蝗虫把庄稼全部

吃光了，那么人们今年冬天可能就没有粮

食吃，所以人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的粮食，保

护自己的生存资源。这向孩子输入了一个

什么概念呢？就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必

须保存好我们的生存资源，保证自己和家

人能够活下去。

澳洲的大火牵动人心，好在已经扑灭。

我们可以跟孩子讲一讲，澳洲大火烧了多长

时间，火势是如何变大的；在火着起来的时

候，人们是如何去灭火的，经历了什么样的

过程，比如哪些国家派了哪些人，用了哪些

设备去灭火。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的品行特别高

尚，在危机来临时他们为了救助别人而献出

生命。但是他们的死亡是意料之外，或是迫

不得已的，所以要给孩子输入“在保护自己

能够安全的情况下去救别人”的理念。

在漫长的疫情期里，我们可以和孩子一

次讨论一个危机。讨论如果我在现场，我如

何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同时去帮助当地

的人们渡过难关。

在给孩子描述危机时，如果你的表情和

眼神都是平静的，不带有恐惧的情绪和故意

营造的危机情绪，你的孩子就会是平静的。

我们还要给孩子讲，人们英勇抗击危机

最终取得了胜利。就像童话里讲的“好人把

某条恶龙给消灭了”，或者“战胜了某个特别

傲慢的王子，自己娶了公主”这样的故事，给

孩子信心和力量。

我们跟孩子讨论，就是给孩子一个机

会，好像我们也参与了这场救助，我们要如

何想办法救那些人。虽然我们没在现场，但

是我们的心已经在同情危机中的动物和人，

已经在用心和智慧想办法帮助那些人。

这样做，孩子就在这场危机中学习了一

些人文的精神以及关怀、怜悯、智慧等。

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要跟孩子分享我

们的生活。在生活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

跟孩子一起分享、讨论。

我们许多人带孩子，在讲危机的时候第

一时间就讲如何去帮助别人，如何去救别

人，对一个小孩子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

是不可取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

把危机转化为学习的机会，引领孩子学习如

何面对危机，如何在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情

况下去帮助别人。

李跃儿

2020年2月21日

（作者系北京李跃儿芭学园园长）

□ 李跃儿

交出一份无愧于春天的答卷 ——致班主任

亲爱的班主任伙伴们，大家好！

庚子之年，立春之时，本是春光无限好

的时节，我们的身边却酣战不止——抗击疫

情，护我山河无恙，保我家国平安。

这场战役，我们在后方，但我们是教师，

更是班主任，是牵动几十个学生、数十个家

庭的数据核心：每日的通知、统计、汇总、上

传都至关重要，每一个数据都好似捍卫健康

新长城上的一块砖石，仔仔细细筑上去，踏

踏实实才心安。

我们是教师，是班主任。在学校，我

们是学生的依靠和怀抱。但此时却非彼

时，此时更胜于彼时——这个寒假，疫情

袭来，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与国家的大数

据相连，与党的政策温暖相连，与日常生

活学习相连，与有序、充实、扎实、健康、

收获这些美好的词语相连——有了我们，

每一个家庭都心安。

2020 年的寒假，学生虽然放假回家，

但他们在我们的心里却都没有走远。疫

情突如其来，让无数白衣战士奔赴战场；

硝烟升起，就像一声号角，让我们也一起

回到事关生命的大课堂，这是无论长幼共

同上的一节人生大课，主题就是：打好战

胜疫情这一仗！

亲爱的老师们，让我们告诉学生：面对

生命要敬畏、珍惜和感恩——当我们能够

安全地“宅”在家里一日三餐无忧或许还有

些无聊的时候，是那些“逆行的白衣天使”

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我们的这份安宁。我

们要告诉学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有那么多向着光明、向着使命、向着责任砥

砺前行的人，他们义无反顾“逆行”，为的是

千千万万人不在肆虐的病魔中倒下，他们

是和平时代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要珍惜和

感恩的最美的人！

亲爱的老师们，让我们一起上好这节

课吧！我们要告诉学生：面对疫情一定不

要小看了这个“宅”字，为什么一定要“宅”

在家里？怎样才能“宅”出时间的意义？

其实，无论对学生还是家长、教师而言，这

都是一次公共卫生教育，还是一次科普教

育，更是一次社会学教育。人与人、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一切都能

在这个教育链中找到好的素材，而这其中

难度最大、重要的是“人与自己”的教育。

我们要告诉学生：无论怎样都要努力去做

一个在时光中把握住自己的人，知易行

难，说的容易做着难，知行合一就更难。

一个“宅”字，就是一份浓缩人生的试卷。

疫情袭来，居家隔离需要十几天甚至还要

更长的时间，待在家中一隅，若是随心所

欲处处逾矩，则无外是吃一吃、睡一睡、刷

手 机 、看 电 视 、打 游 戏 、聊 段 子 、传 消 息

——看的听的聊的说的林林总总，话题不

出方寸，任一段大好时光，就此荒度难追

……我们一定要告诉学生：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宅”在家里，确实要循规蹈矩、立好

规矩、做好规划、认真践行、日课求精；要

能够洒扫庭除，心不能有积尘；要能够阳

光运动，身体不能有积尘；要做好阶段的

成长方略，学着做自己的主人——在 2020

年春天这个特别的环境中，一个能够完成

自我成长的人，是不会畏惧风雨的。

我们要告诉学生：国家国家，有国才有

家，我是一家之子一国之民，国事当前，匹夫

有责，国泰才能民安，人人守土有责。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们是距

离学生最近的教育者。我们要做好准备：

不犹豫、不彷徨，不畏惧、不退缩，义无反

顾做好教师的本分，引导学生做一个对生

命和自然心存敬畏的人，做一个对救死扶

伤的仁者心存感恩的人，做一个崇尚真正

英雄并敢于追寻的人，做一个能够在当下

善于把握好自己进而能够自我成长，将来

志在服务社会国家的人。

2020 的春天来了，这个春天注定极不

平凡。亲爱的老师们，让我们用心备课，

精心上课，带领学生，不负韶华，交出一份

无愧于这个春天的答卷！

万 平

2020年2月4日立春

（作者系特级教师，北京市东城区史家

胡同小学班主任）

□ 万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