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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那是

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

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

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

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

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这句话用来描述疫情下的感受，

尤为贴切。这个世界上虽有许多人可

以用光为你照亮前进的路，却没有一

个人能代替你走过这段茫茫的夜路，

走向真正光亮的明天。

走进光的世界，我们看到生命、生

活和生态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

与现实相处、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相

处、与世界相处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敏

锐洞察、理性分辨、从容应对，你需要

思考以下问题：

“意外”之光
在“奔走”与“留守”之间共御

孩子，你所面对的是你出生以来，

从未想到也不曾预见的场景：城市分

级管控，学校延期开学，街道空荡寂

静，社区封闭管理；原本定好的旅行取

消了，原本约好的聚会搁浅了。人生

的脚本不是童话，计划会被打乱，生活

会被调频，有些剧情无法提前预约，有

些故事不会如期上映，这个世界永远

充满不确定性。

在意外面前，没有局外人。鲁迅

先生那一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值得你们铭记。在

疫情面前，有一群人选择了“奔走”，奔

向“抗疫”一线，他们的样子就是中国

的样子。但也有一群人选择了“留

守”，“留守”在家，不聚餐，不拜年，与

祖国一起共克时艰。

在意外面前，危机亦是契机。海

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是一种由

“死”出发而执着于“生”的逆向思考，

努力在不确定中寻找一丝确定，可以

让步履更从容。四眼碶小学开放“预”

课程第一天，我鼓励你们制订一份阶

段性计划表。有了目标，便有了路径，

更有了一个“可视”的标准，做有担当

的四眼碶学子，行力所能及之事。“身”

留守，“梦”启程，为你们点赞。

在意外面前，改变世界的绝不是

疫情，而是在疫情中人类对整个世界

秉持的态度与回应的力度。对于疫情

的阻击，四眼碶的孩子不仅有坚毅乐

观的精神，也有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敦

本务实的行动。你们坚持戴口罩、勤

洗手、不出门，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

时，自编洗手歌、录制“抗疫”助力微视

频、编写手抄报、手写书信、创编童谣，

向家人和亲朋好友宣传疫情防护知

识，共同筑起维系健康安全的第一防

线。身“留守”，“心”飞扬，童心合力，

一“碶”为爱发声。

在意外面前，祸福也相倚。在这

个加长版的寒假中，出现疫情是坏事，

但你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父母聊聊

天；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洗洗衣服，让

妈妈做一回“自由女神”；为家人拍一

些照片和视频，留下光影中的温馨时

刻。这段时光里，不仅有生活的烟火

味，更有人世间的真情味，“身”留守，

“情”永存。

“英雄”之光
在“伟大”与“平凡”之间共振

孩子，请记住他们。他们可能是用

生命呵护生命的白衣天使，可能是始终

坚守岗位的普通民众，可能是撑起家庭

的人父人母，可能是安享晚年的祖辈恩

亲，可能是刚刚步入社会对未来心怀憧

憬的血气青年……他们主动请缨，逆行

而上，穿梭在生死线上，以血肉之躯抵

挡病毒的肆虐。艰难时刻，能为万众以

命相搏的人，时代必将铭记。他们，是

当之无愧的“全民英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做英雄的

机会，有些人，有些故事，在远方，也

在我们身边。“无法冲锋陷阵的教师，

唯有守护好自己的职业”，在这个特

殊时期，碶小的教职员工躬身入局，

干在实处。

正月里，学校整个行政班子成员

开始了“战时”办公状态。我们打破时

空的阻隔，用网络搭建起一座“空中校

园”，分析各种问题和风险，梳理各种

防控和预案，对接各类信息和数据，研

究非常时期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

组建了若干联络与攻关小组。

四眼碶的“硬核”班主任也走在前

列。他们每日严谨细致地与家长沟通，

及时推送各种准确信息，帮助消除恐慌

与焦虑；及时上报各种疫情数据，服务

市区整体防控推进。面对随时变化的

疫情，面对不断变化的表格，他们一次

次致电，一次次联系。

疫情面前，前台、后台都是舞台。

四眼碶的学科教师把“寂寞”的宅居生

活变成了能量满满的网上教研；从“情

境带动”到“问题驱动”，从“工具撬动”

到“平台互动”，一节节“自己学习”“自

主学习”直至“自动学习”的微课诞生，

这个对许多人来说“史上最闲”的假期

是每个四眼碶教师最忙碌的假期。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一场疫情，

让原本并不起眼的口罩、酒精成了新

年的奢侈品。碶小的家长总在最危急

的时刻心系学校。一条微信，一个电

话，只道出一句简单的话语：“我为学

校准备了一些口罩。”

世界上哪有什么超级英雄，不过

是无数人都在发光，然后萤火汇成星

河，照亮苍穹。孩子，也请你记住他

们。成长简历不能复制，但国士风范

值得学习，这些远处和近处的碶小榜

样，将自己的奋战视为使命。他们，也

是当之无愧的“全民偶像”！

“真相”之光
在“暂停”与“重启”之间共生

在疫情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身边

有许多所谓的“真相”，它们经过加工、

包装和炮制，混淆视听、动摇人心。

探寻真相，我们要学会按下暂停

键。当信息杂乱、是非难定时，不信

谣，不传谣，请你勇敢地按下暂停键，

基于证据阐述结论，冷静分析进行甄

别，表现出理性的力量和负责的态度，

是未来公民的必备素养。

探寻真相，我们还要在重启中不断

追问。你是否追问过，为什么要实事求

是、坚持真理，诚实的意义何在？为什

么要挺身而出、临危不惧，担当的意义

何在？为什么要同心同德、同舟共济，

团结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敢于作为、

不为所欲为，敬畏的意义何在？

暂停，是你们在为自己答题；重

启，是你们在为未来打样。也许这些

不能给你的期末考试加分，但这些都

会让你更好地感受科技的力量、决策

的关键、人性的多样以及人生价值取

向的丰富。当然，这样的思考属于

我。亲爱的孩子，我说给你听，是我想

与你交流。但我不希望你只是被动地

接受我的想法，一张安静的书桌来之

不易，不能只安放没有思想的头颅。

你的人生决定着你应该有自己的思

考，那里才有你生命和价值的光。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四眼

碶小学）

清光绪末年，湖北黄冈熊氏有一

幼子，极其聪慧。这个孩子不仅在聆

听历史故事时非常专注，而且在学习

《三字经》、四书等典籍时也非常聪

敏，表现出惊人的记忆能力。孩子的

父亲发现这点后，便嘱咐他“含蓄为

佳”，不用仅重视记诵。遗憾的是，在

孩子 13 岁时，父亲生了重病，因无法

支持孩子继续学习而深感遗憾。故

而，父亲在临终时嘱托孩子：“穷于

财，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

和意志。”这种“贫贱不能移”的大丈

夫品格让孩子泪流满面，他因而立

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

不敢废学。”这孩子就是熊十力，他因

此誓而终身学习，奋发向上。

熊十力在父亲逝世后历经苦辛，

却未曾一日废学。他虽然加入了日

知会、同盟会，还在黄冈军学界讲习

社主持宣讲工作，宣扬《春秋》、孟子、

王船山、黄宗義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

民权主义，但在政治活动之余始终未

曾废却读书之事，并经历了从“慨然

有革命之志”到“革政不如革心”的转

变。他虽然也认为书院模式不失为

儒学教育的好选择，但他更主张儒学

要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生根，则需要转

换学术范式，既要有研究、传承，也要

有转化、创造。他还认为蔡元培“兼

容并包”式的办学，在当时的世情下

是难有收效的；而旧学致力于记诵与

文辞，新学勇于破坏、轻于宣唱，均无

法起到救国救民的作用。因此，他

“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

熊十力的教育经历十分丰富。

他不仅做过乡间启蒙教师和中学国

文教师，而且担任过北京大学的讲

师，还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浙江大

学等高校任教，并到中央大学、武汉

大学讲学。他把教育理念同自身的

生命、自己的哲学融在一起，无论顺

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着对教育的热

情。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

文化理想：“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

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

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

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

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

惟自救而已哉！”

正因如此，熊十力教育思想的

宗旨是“明示本体”，即通过运用自

身的量智与性智，激发刚健、精进、

创造的生命力。在熊十力眼中，人

的生命与宇宙之大生命是一体的，

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生的丰富意

义，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故而，他

非 常 重 视 对 心 的 涵 养 。 他 教 导 学

生：静坐、读书、教课、吃饭、穿衣等

都是事，人们并不需要离开生活中

的事务去养心，心的存养本身就表

现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熊十力的教学内容是“日

用工夫”。他带给学生的是具有丰富

内容的人文教育。他于《复性书院开

讲示诸生》中明确指出，教学所教“决

非高远新奇之论，更不忍为空泛顺俗

之词，只求切近于诸生日用工夫而

已”。因此，他对人才的培养倾向于

以“通才”为教育目标。他主张将西

方哲学纳入书院的研习范围，虽然要

以证会的方法为主来学习中国哲学，

但对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的训练也

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基本观点是：

“中西学术，离之两伤，通之两美。”

在教育方式上，熊十力注重言传

身教，注重对学生的感召与启发。例

如，他在北大任教时就打破“师生蚁

聚一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前往家

中，采用更为随和、自由的讲论模式，

并随时指点学生立志、读书、自省、做

人。在学生眼中，熊十力是非常热

情、非常健谈、非常直率的。他不仅

鼓励学生发表新见，不必与教师雷

同，而且处处为学生的实际生活考

虑。他主张书院应该给毕业学生授

予研究院同等资格，不要使学生将书

院视为畏途。他还主张书院要效仿

现代大学制度、扩大办学规模，其教

育目标更接近于培养现代意义上具

有儒家气象的哲学家，而不仅是传统

意义上的“儒”。他的教学研究直接

影响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弟

子。弟子们受熊十力精神和人格之

感召，在学术上深思践履，开启了现

代儒学的新篇章，于学界影响深远。

在我看来，熊十力还有一个很特

别的地方：他是当时少有的不藏书的

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过

得充实而丰足。他的人生境界已经

超出了世俗与物质的层面。他远离

声名，甘于平淡，始终以光风霁月的

人格美感染着学生，也影响着无数的

后来者。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熊十力：教其本心，育其真性
□ 杨 阳

教育家影像

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几位知己，

实乃人生之幸运；一所学校，能拥有一

批好教师，实乃学校之荣光。从走上

三尺讲台到成为一名好教师，是一个

蝶变的过程。在教育路上，我们每个

人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或深、或浅、

或大、或小、或直、或弯。所以，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精彩故事。

“听老教师讲那过去的教育故

事”，过有故事的教育人生，就是江苏

省江阴高新区长山中心小学开展的

新一轮师德师风主题活动。活动旨

在把学校里那些中老年教师身上发

生的励志故事在年轻教师中传播，把

“敬业、精业、乐业”的工作精神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

作为这项活动的策划者，第一场

开讲由我抛砖引玉。为了分享自己

的教育故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精心进行准备。寻找初为人师时的

公开课照片、担任 6 年完小校长的活

动照片、开展全国少先队观摩活动的

精彩视频等，精心制作了课件，图文

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工

作以来，虽然我的工作环境不断变

换，职务也一路上升，但我对工作的

虔诚、膜拜、敬仰之心一直没变。职

场就是道场，工作就是修行。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我的故事就是这句名

言的一个注脚。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第二场开讲的是即将退休的

老教师刘燕。往昔艰苦岁月的回忆

让许多老教师无比动容，并产生强烈

共鸣；她的故事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

画卷，也让年轻教师感动难忘，并深

受教育和启发。

55 岁的教师范凤英讲述了自己

成长中的“珍藏版”故事。特别是在

她做班主任工作期间一些好的经验，

值得年轻班主任学习、借鉴。当听到

她对那段鲜为人知的 8 年图书管理

工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时，大家对

她又多了一份尊重和钦佩。通过她

的故事讲述，大家也了解到图书管理

工作的艰辛和烦琐。在演讲的结尾，

范凤英激情沛然地寄语年轻教师：

“理想会激发精神，精神会凝聚力量，

你们要把教师这份工作当作自己喜

欢的事业去干，让自己的青春在三尺

讲台上燃烧，用自己的信念、热情、智

慧，培植学生的理想、兴趣、习惯，成

为学生的筑梦人。让我们一起成为

‘教育梦’的守望者！”

简陋的校舍、斑驳的墙壁、漏风

的窗户，还有凹凸不平的黑板，这些

都是岁月的见证；破旧的教学用书、

发黄的荣誉证书，还有白炽灯下奋笔

疾书的身影，这些都是历史的回忆；

搪瓷杯、残旧的风琴、露天的舞台，还

有漫天飞沙的操场……这些都是江

阴高新区长山中心小学“听老教师讲

那过去的教育故事”里独特的场景。

岁月永恒，正是这些往昔的故

事，成为教师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鲜

活的记忆。虽然如今已经告别了那

个特殊的年代，告别了往昔清贫的生

活，却永远告别不了那段令人刻骨铭

心的教育情怀。

听完老教师的教育故事，每一位

教师都非常感动。有的即兴发言谈感

受，有的年轻教师表决心，有的则在教

育教学中默默行动，效仿着他们。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老教师是学校的

宝，他们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只有平实的话语；没有故作深刻的说

教，只有平凡的生活。然而，每一个故

事都有一种无形的魅力令人动容。从

这些感人的故事中，我悟得了这样一

个道理：我们怎样对待工作，工作就会

给你一个怎样的回报。

你暮气沉沉地对待工作，工作

就会还你一个老人；你热情洋溢地

对待工作，工作就会还你一份青春；

你温温吞吞地对待工作，工作就会

让你变成温吞水；你对工作漫不经

心，工作就会让你懊恼烦心；你对工

作敷衍了事，工作就会让你沮丧灰

心；你认真对待工作，工作就会还一

个美丽的你！

精彩故事，讲述精彩人生。一个

个精彩瞬间折射出教师的教育智慧，

一段段历程凝聚着教师的教育坚守，

一个个教育故事彰显着教师的教育情

怀。每一个短短几十分钟的讲述，与

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故事，而

是他们几十年来在教育岗位上积淀的

“永不停歇、追求发展、追求卓越”的精

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工作精神，更是

生活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

看到了学校教育的美好未来。

“听老教师讲那过去的教育故

事”，过有故事的教育人生，这是一档

怀旧栏目，当人走过的路比未来的路

长时，人生就自动进入怀旧模式，希

望这个栏目能受到越来越多教师的

喜欢、关注和参与，这将作为我们学

校德育工作的保留栏目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江阴高新区

长山中心小学）

致少年的你：微光也能点亮苍穹

治校方略

过有故事的教育人生 □ 顾海英

湖北省洪湖市
实验小学赋
□ 许世一 尹广东

洪湖实小，傍洪湖岸畔，处长

江之滨。襟江带湖，水天一色；杨

柳掩映，花团锦簇。书声琅琅，花

朵四千迎旭日；春光融融，园丁二

百育栋梁。

洪湖实小，水乡特色。荷花为

洪湖之市花，清莲乃校园之文化。

崇莲尚美，超然有为。黉宫园内，

莲歌悠扬；塑胶场上，莲舞翩翩。

学莲品，传正人之道；塑莲娃，育天

然之才。

洪湖实小，实验为本。夯实基

础，勇于创新；提升质量，课改先

行。抢抓机遇，打造攻坚团队；更上

层楼，推崇科学管理。课题频出，开

教学之先导；教案创优，探教艺之精

深。杏坛摆擂，国有新秀脱颖；学海

探珠，市有花蕾绽放。莲师垂范，风

清而气正；学子受惠，品端而绩优。

“注·提”实验，全国推广；“立体”实

验，专家推崇。

洪湖实小，发展全面。红、绿、

蓝，三色教育齐抓；德、智、体、美、

劳，五项教育并进。培养兴趣，寓教

于乐。陶笛入课堂，专家传艺；足球

进校园，外教授课。诗联扬国粹，奇

葩千朵；翰墨颂新风，雅韵两行。足

球“莲宝”，出彩荆州绿茵场；舞蹈

《青莲》，夺冠黄鹤美育节。

洪湖实小，不负关爱。“关工”基

地，湖北首家；楹联示范，牌匾高

挂。“五老”情深，传洪湖之精神；四

有新人，追绮梦于摇篮。历峥嵘六

秩，培桃李万千。凤朝九天，志在高

远；鹏飞万里，心系维长。

学校，兴千秋之伟业；育人，载

百世之丰功。昨天灿烂，已昭杏坛；

明日辉煌，更伫朝阳。

—————

注：红绿蓝三色教育为：红色传统

教育、绿色环保教育、蓝色理想教育

“五老”为：老教师、老模范、老

专家、老干部、老战士

—————

（作者分别系湖北省洪湖市作

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洪湖市

诗词楹联学会原副会长）

晒校赋

□ 刘光霞 方 芳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

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

年号漆园老人，著名哲学家、思想

家、国学大师，著作有《新唯识论》

《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