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给高三
□ 刘怀志

又是一年高考到，又是一年分别时。
有些同学与老师相处已快一年， 更多同学已是两

年，甚至三年。 而今分别在即，如果说以往更多的是对
大家学习的唠叨，今天更想谈谈人生的建议。若能对大
家的人生有一点帮助，不胜欣慰。

健康。 这里的健康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更多的是
指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能让你照顾好自己，更好地尽责，
完成义务，而心理健康则能让你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
人，合理处事。

信心。信心是守住自我的防火墙，是开拓进取的保
证。 有了信心，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自信，
做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做个相信自己的狂热教徒。

宁静。 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切负面的情绪必然
衍生负面的情感。 智者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愚者面对
烦恼，陷入烦恼。修身，更多的是修心。修炼成强大的宁
静的内心，将无往而不胜。

尊严。 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 人生中有很
多东西不能丢掉，比如尊严、诚信。这固然理想化，但人

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
在于思想，在于每个人内心所坚守的东西。所以人应该
有尊严地活着，即使很落魄。

尽职。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能做出多大的
事业。现在老师会原谅你的几乎所有过错，因为孩子总
是要犯错的。但将来走上社会，老板可能不会原谅你的
一点错误，因为你有你的责任。 所以要用心做事，尽职
尽责，把事做对又做好。

价值。 一个人作为个体存在，只需对自己负责，但
人总是处于一个“社会网”中，所以要做一个对自己、对
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用的人。 雁过留声，人过留
名，我们要装点别人的生活，体现自己的价值。

终身学习。 人的肉体强健可以通过加强锻炼、合理饮
食、充分休息等达成，但精神的强大，必须通过学习，终身
学习来完成。 在学校里要学习，走上社会更需要学习。 所
以你们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思想，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这能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自我教育。 人要成长，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进行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激励。人生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没有彩排，所以人生不可能不留遗憾。 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激励，可以让自己困难时继续坚持，气馁时
打起精神，继续努力，百折不挠。

恋爱。 在大学里，工作之前，谈一场纯洁的恋爱，
无功利的恋爱。希望大家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遇见正
确的人。

旅行。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我们应该见识不
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叩问历史，拜访先贤，
探访名山，游览大川。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陪伴
你的人和看风景时的心情。

行善和尽孝。 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是行善，
二是尽孝。对别人的帮助能否适时地出现很重要，所以
行善不能等。帮助别人，你会收获很多，尽孝也是如此。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一种永远无法
弥补的遗憾和痛彻心扉的痛苦。

爱好。 爱好让人心有所寄，神有所养。 好处不言自
明，选择什么爱好自己决定，但要注意爱好应该是健康
的。爱好应有度，太过痴迷，人会物化，成为所痴迷之物
的奴役。过犹不及，不及不能成为爱好，过就犹如毒品，
人会被爱好绑架。

以上诸条，乃为我对大家人生的建议。前四条是为
了让大家守住内心的宁静，守住心灵的阵地。中间四条
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价值，发展自我，超越自我。 后四
条是为了能更好地体悟生命之美善，做到享受生活。

（作者单位系安徽砀山铁路中学）

迎接下一个明天
□ 陈 明

与你们相识是一种缘分， 与你们师生一
场似乎是命里注定。 6 月已经到来，我们走过
了一年的美好时光。

谢谢你们，让我尝试了很多次教学实践；
谢谢你们， 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课改的

路上；
谢谢你们，让我逐渐明白了教育的真谛。
小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的：有

喜悦的分享， 有心灵的沟通， 有对与错的较
量，有互勉和激励……

一年，我没有为了你们的分数加班加点，
也没有为了各项检查限制你们的自由， 更没
有禁锢你们的思想和个性。因为我懂得，教育
是为了人的成长，她有知识的收获，也有心灵
的放飞。

我一直觉得，你们都是优秀的，最棒的，
尽管有的人只能考十几分 。 除了分数 ，你
们———发展了友谊， 发挥了特长， 培养了兴
趣，懂得了道理……

临近毕业， 我远远地、 默默地守望着你
们，快快乐乐过完小学最后一个儿童节，满怀
深情地参与毕业联欢， 尽自己努力考完小学
的最后一张试卷。

不久，你们会跨入一个新的学段学习，我衷
心地希望：会有一个更优秀的老师教育你们，陪
伴你们成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习有多么重
要，你们终有一天会明白。

你们是飞翔的鸟儿 ， 母校只是你们停
息的小树林，遥远的蓝天在等着你们歌唱 、
狂欢。 走吧，朝着梦想，走吧，迎接下一个明
天！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县新丰中心学校）

和你一起毕业
□ 李素怀

不经意间我们都已长大，无意间我们收获了人生最
美的相遇。 三年如一日的时光流转，让我们牵手走向了
毕业的最后一刻，不舍是因为我们付出了真诚，留恋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流下过泪水。

三尺讲台，一方教室，留下了太多精彩的故事，让我
们的人生不断丰富饱满。孩子们，即将毕业，祝贺你们放
飞了梦想，感谢你们写下了传奇。

你们即将毕业，心里有太多的感慨和不舍，因为 3
年的时光我们都在成长，播撒的希望在路上依稀可见。3
年前，对我可能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因为一群调皮的你
们，让很多人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初识的那种抗拒，让我
们彼此都无法相容。还记得，你们打群架，连我都无法制
止，家长也不愿意管你们。 你们的放肆，让我哭过很多
次，但我们都没有放弃追求。因为我发现，梦想可以让我
们彼此看到希望。

也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我被你们折腾得无力疲惫
时，我放弃了和你们斗争，决定和你们一起成长，走进你
们，把自己变成一个调皮的学生。

青春正值年少 ，苦乐无常 ，芝麻小的事情也如天
塌下来，我也和你们一样，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谈论明
星，看韩剧。 上网打游戏，议论帅哥美女。 说起我的初
恋 ，你们总是刨根问底 ，问我当年暗恋的那个人怎么
样……

让自己成为学生，读懂学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
要让你们找到自己，完善自己，做一个有梦想、善追求、
肯努力的学生。我们一起参加社会实践，讨论现象，疏导
心理。因为我也是“学生”，所以我们之间少了隔阂，多了
信任，没了距离。走下讲台，坐在角落，除了感受成长，更
是体会幸福。

即将毕业了，让我们托起明天的梦想，踏上新的征
程，开始另一个梦想的跋涉。而我的梦想也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第二中学）

说再见
□ 杨月刚

“说再见，再见也许不会太遥远，伤离别，离
别也许就在眼前”。 同学们，我们就要说再见了，
1000 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共同走过。 高中只是你
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 高中的生活紧张而又充
实。 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求学阶段，你们洒
下了汗水，留下了耕耘的足迹。

同学们，就要说再见了，真的舍不得，作为老
师， 我见证了你们在人生重要阶段的成长过程，
我们曾经像朋友一样欢快地谈论生活， 谈论理
想；我们也曾像政见不同的敌对者，唇枪舌剑地
辩论过；我们红过脸，在一起流过泪，更在一起品
味过苦辣酸甜。 这也许就是生活吧。 我们从没有
过伪装，也不曾带过面具，展现的都是真性情。 快
要毕业了，希望我们仍能像以前一样，敞开心扉，
无所不谈。

同学们，就要说再见了。 你们当中有的要继
续深造，有的要参加工作了。 请不要忘记，无论走
到哪里，你们都是我可爱的弟子，都是我的孩子。
无论是遇到烦恼，还是有了进步，希望你们给我
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让我也能和你们分担一
些苦恼，或是分享一下成功。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
约定吧，5 年、10 年， 或是 20 年， 我们再聚一下
吧。 还是原班同学，不论地位高低，不论贫穷还是
富有，让我们还像现在一样，这就是简单的师生
关系，就是简单的同学关系。 共同体验成长的喜
悦，共同体验进步的快乐。

同学们，就要说再见了。 作家柳青说过，“人
的一生要走很多步，其中最关键的只有几步”。 高
中应该是人生当中的关键的一步，我已经努力陪
伴着你们走好了这一步， 接下来的关键几步，希
望你们能够走好。 望你们珍重。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阿实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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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玉珍 杨志红 整理香山夜话

毕业纪念册

教育新观察（21）

高中不只是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开始。千千万

万的考生或胸有成竹， 或心怀忐忑，在
两天时间里，他们将在一个没有硝烟却
激烈异常的“超级战争”中进行一场命
运的搏斗。

很多家长比考生还要紧张，他们不
仅提前为孩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更在
考试当天一路接送并全程陪同，考生在
考场紧张答题， 家长在场外紧张等候，
默默祈祷。

一些政府机构也神经紧绷，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尽可能地为考生营造良
好的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交通工具、
救护车进驻考场，考场附近禁止施工鸣
笛，甚至实行交通管制，等等，整个社会
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仿佛进入一种非
正常状态。

近年来，高考愈益成为社会的聚焦
点。有学者指出，高考不仅是一种考试，
也不仅仅是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
种文化、一种经济，有时甚至还会成为
一种政治。

高考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几
十年来形成的应试教育体制。在这种体
制下，高考分数成为衡量学生、教师、校
长乃至教育局长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
标准。

于是， 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学
生逐渐被变成一架“考试机器”。它的根
本任务就是取得高分，但不幸的是它总
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对于每一个
学生来说， 总有比他分数更高的学生，
至少总有更高的分数要求他去争取。这
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无止境的要求，对于

这一要求来说，他总是不能达到目标而
始终处于被否定状态。 当然，通常会有
一小部分取得高分的学生能得到教师
较多的肯定和表扬，但这种肯定同时在
根本上又是一种否定———“跟人家一比
就不行了”。

攀比总是无休止的，与更高的相比
自己总是被否定，这是真正的“恶的无
限性”， 它使学生无限深地陷入这种恶
的无底深渊而被完全吞没。这种想与别
人争高低的攀比使学生陷入了对分数
的盲目崇拜和疯狂追求。学生全神贯注
于自己的分数比别人“高”还是“低”而
遗忘了真正的学习，陶醉于“拥有的感
觉” 而失去了对真实内容的拥有———
“虚荣本即虚空”。

在这种体制下，高中教育的全部内

容都是围绕着高考， 一切为了高考，一
切让位于高考。 似乎没有高考，高中就
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作为基础教育的出口和高等教育
的入口，作为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高中阶段有着无可替代的
重要性。 高中的首要任务不是高考，而
是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强健他们的体
魄，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学会学习，
学会合作，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为成
为一个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高中校长开始
“跳出高考抓高考”，通过课改，带来升
学率的明显提高———初步实现了从血
色升学率到绿色升学率的转变。

这是高中教育开始回归其本质的
开始。

告别青葱岁月，告别同窗好友，6 月，是这样一个离别的时刻。曾几何时，我们也是学生，那些毕业的趣事与感动，仍旧历历在目。如今
身为教师，面对即将毕业的学生，又有如此多的话语想说……

《毕业生》
很多人知道这部电影

都是因为两首歌曲，《寂静
之声》和《斯卡堡集市》。 这
部电影是上世纪 60 年代
造就的经典。 在那个年代，
社会危机四伏， 战后出生
的那一代人与前辈明显出
现代沟， 他们与这个社会
格格不入， 有着青春特有

的懵懂与苦痛。
影片通过本杰明这个大学毕业生来表现当时

年轻人对传统生活的反叛，体现了青年人的成长及
对成年人社会的奋起反抗。 从这部电影，我们看到
了本杰明从一个冲动无知的男孩到一个懂得责任
和真爱的男人的成长过程，影片也直面了年轻人成
长中的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死亡诗社》
《死亡诗社 》的故事发

生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一
所名叫威尔顿预备学院的
中学里。 这所升学率不错的
重点学校以其沉稳凝重的
教学风格和较高的升学率
闻名 ， 作为其毕业班的学
生，理想就是升入名校。 但
新学期文学老师约翰·基廷

的到来，如同一阵春风，让学生看到另一个自己。
基廷带领学生们在校史楼内聆听死亡的声

音，反思生的意义；让男生们在绿茵场上宣读自
己的理想；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上，用新的视角俯
瞰世界。他自由发散式的哲学思维让学生内心产
生强烈的共鸣， 他们渐渐学会自己思考与求索，
勇敢追问人生的路途，甚至违反门禁，成立死亡
诗社，在山洞里击节而歌！

基廷的教育宛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留在
每个人心里…

《心灵捕手》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

教授蓝波在席上公布了一
道困难的数学题，却被年轻
的清洁工威尔解了出来 。
可是威尔却是个问题少年，
整天和好朋友四处闲逛，打
架滋事。 蓝波为了让威尔
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浪
费他的数学天赋，请了很多

心理学专家为威尔作辅导。
经过蓝波的不懈努力， 威尔渐渐敞开心胸，而

好友查克的一席话，更是让他豁然开朗。每个人都有
属于自己的特质，教师，不仅是一个教育者，更是一
个发现者。当我们用心去寻找时，每个人的特质便会
呈现出来。希望更多的教师能够如同蓝波教授一般，
为每个学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质与人生目标。

《兰迪·波许教授的最后一课》
兰迪·弗雷德里克·波许

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
算机科学、 人机交互及设计
教授。 2006 年 9 月，他被诊
断患有胰腺癌。 美国很多高
校在资深教授退休前都会为
他们安排讲授一堂面向全校
学生的“最后一课”，表达学
校师生对其的崇敬和感激，

让教授为自己的教学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波许虽然还没有准备退休，但是鉴于他的病情，他
在 2007 年 9 月 18 日做了题为 “真正实现你的童
年梦想”的最后一课。

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
后的讲座”。梦想贯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波许教
授用他最后的时间， 为其一生的梦想作出了总
结。 如今不知有多少儿童还存有梦想，有多少学
子还在为曾经的梦想奋斗。 在激烈竞争的年代
里， 我们是否该在教育中重新贯穿起关于人生、
梦想的启示，让孩子们在辛苦的学习中，停下来，
用心思考人生的意义。 （宋鸽 辑）

毕业时 ,我
们一起看过
的电影

□ 本报评论员 翟晋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