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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 寻找同路人

田希城 男， 山东省滨
州市滨城区第五中学小学部
一名普通语文教师兼班主
任。 爱好读书与写作。 任教 4
年，担任班主任工作 3 年，积
累 50 余万字的工作日记和
随笔，发表文章 10 余篇。

我在班内开设了管理课
程 、写作课程 、阅读课程 、电
影课程、经济课程等。 愿与各
位志同道合的班主任一同打
造出润泽师生生命的教室 ，
有志者请加入 “润泽教室联
盟群”QQ：217266907。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第五
中学小学部，QQ：419741187

张家海 男，中学高级教
师。 1995 年参加工作,先后担
任年级组长、教科室主任、校
办室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现
为湖北省枝江市骨干教师、宜
昌市师德标兵、宜昌市生物学
科优秀教师、湖北省生物学科
优秀教师。

我喜爱阅读， 也乐于窥
探点滴小事中揭示的内在本
质。 步入三尺讲台以来，教室
和办公室、 学生和同事都成
为我不断探索“真教育”的涓
涓细流和写作源泉 ，10 多万
字的教育、 教学以及生活感
悟由此而生。

如果您也爱思考、 勤动
笔、说真话、热爱教育这片热
土，我们就可能成为知音。 愿
在“教书好、好教书、教好书”
的理念中共同进步。

湖北省枝江市安福寺中
学，QQ：455939975

姚贺国 男 ，1982 年生
于杭州，长于杭州。 2005 年踏
上讲台，一直在杭州滨兴学校
任教中小学英语学科，近 4 年
来开始担任班主任工作。 任
教 9 年，无特殊成就。

平素喜欢读读写写，长于
泛读，枕着郑渊洁、杨红樱等
童话大师的作品长大， 受金
庸、古龙、梁羽生等大侠影响
甚多，最爱做梦，尤其喜欢看
网络小说，几乎将各大电子书
榜单一网打尽。 纸质书平均每
年阅读两百本以上，书摘约 20
万字， 另有记录班级日志、生
活日志及亲子日志习惯，因积
累素材而收获较多的文章发
表机会，期待和有读写习惯的
朋友一同成长。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杭
州滨兴学校，QQ：21402596

给教育打上鲜明的“王氏”印记
□ 王晓声

非常教师

有 100 个教师就有 100 种教育。 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本身所带有的个性如同模式下的学科特色一样宝贵。 本
期关注个性教师王晓声，看他如何给教育打上鲜明的“王氏”印记。

“走得太快的时候，要慢下来，等待灵
魂赶上。 ”这句话正适用于我的教育之路。
一路上，我发现：面对不少学习习惯较差、
学习效率较低的后进生，只要放慢脚步，用
足够的耐心等待他们赶上， 他们终会成为
最好的自己。

静候“铁树”开花
耕耘杏坛十几载， 遭遇 N 多懒童，然

历经循循善诱，必定能够“治愈”。可本学期
遭遇的懒童可谓顽劣不化，他见招拆招，几
乎只一招即化解我无数出击。有老师笑言，
等到娄梦自觉做作业，铁树都开花了。

面对“作业忘在家”这一屡试不爽的托
词，我说服自己从当下“效率第一”的困顿
中挣脱出来，进入慢的教育情境。 “你仔细
找找，真找不到老师打电话提醒你。 ”第二
天，拨开乌云见曙光，他交给我周记。 我随
意扫视，“签合同”3 个字跃入眼帘， 有意
思！全文虽有不畅之处，但感情真挚。于是，
修改懒童的周记， 再打印投稿，《我和爸爸
签合同》发表了！

送他喜讯与报纸，娄梦喜不自胜。然而
甜蜜随时间流逝， 越来越淡， 很快消耗殆
尽。 娄梦继续做他的懒童，继续编他“作业
忘在家”的故事。

“育孩子就像种花，要耐心等待花开。”
对这样一个从一年级开始就铁了心 “编故
事”的孩子，我必须用育花的心态等待他绽
放。 哪怕我细心浇灌、施肥，到了冬天他也
没开放。 不急，也许他正是一棵铁树呢，也
许正让我赶上他开花呢。

我为娄梦没做的作业列了一份清单，让
他选择今天能完成的作业。 第二天，作业如
数完成。 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直至他还清
了所欠的“作业债”。

机不可失，这个表扬是必须的。 直抒表
扬未免过于直白。 傍晚，我叫来娄梦，递给
他一封信， 让他转交给家长。 信中这样写
道：

您好， 娄梦前些日子时常未能按时完
成作业，而今他每天花时补完了所有作业，
这也是一种进步。特别是昨天的作业，字迹
端正，有很大进步。他潜力无限，只要坚持，
定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孩子肯定会禁不住好奇， 窥探这封没
有信封的信，相信看过后，他定倍受鼓舞，
再接再厉。

一个学期又一个月的“慢行”，我看到
“铁树”已枝繁叶茂，开花就在此了。

那天，我叫来娄梦对他说：“老师写了一
篇关于你的故事，现在这个故事还缺一个结
尾，你希望以圆满结尾还是遗憾收场？ ”

“圆满结尾！”娄梦的眼睛亮闪闪，坚定
地回答。

“那你帮老师续写主人公娄梦最后的
圆满大结局吧。 ”

他看了好久， 开始执笔为我续写故事
的结局：

“只有坚持，才能成功。 娄梦每天做完作
业，虽然有时感到累，但他不忘那句话，世界
上哪个人不是靠坚持学习获得成功的呢？ ”

“娄梦，这不是小说，而是个真实的故
事，愿笔下圆满的你与现实的你一致。 ”

直至学期结束， 懒童已成为娄梦的过
去，现在他正以崭新的姿态，以勤孩的面貌
展现在我们面前……“铁树”开花了，在这
春暖花香的时节。

等待“泉水”喷薄
倪岳， 属于对数学学习较为迟钝的孩

子。 然而这样的孩子总有偏“才”之处，课堂
上时常能听到他别样的感悟、精妙的分析，
只是迟迟不能在书写上体现。 我坚信倪岳
是一口蕴藏丰富水源的深井， 只待我缓下
脚步，慢慢引导挖掘，成为一口喷涌知识之
泉的井……

一次课间，翻开倪岳的周记，大堆张牙
舞爪的文字跳入眼中，正欲批上红叉，一个
温馨的画面如卷轴在脑海中慢慢展开 ：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
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
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 让他从从容容地把
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
慢慢来，慢慢来。 ”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
来》 渐渐抚平我急躁的心绪。 我静下心阅
读，发现字里行间闪着灵气与童趣，即使只
有零星标点点缀。我叫来倪岳，鼓励他边读
边加标点，同时在一旁指点他略饰文字，打
印投稿。第二周，习作《小狗专家》在绍兴县
报上发表了！惊闻倪岳大作发表，师生赞美
之词如潮奔涌。

然而，“一锹挖不出一口井来”，倪岳作
业本上的字仍然群魔乱舞。 “孩子，你慢慢
来！”想到此画面，我“端正”自己的心态，嘱
咐他：老师不急着收作业，希望他能认真用

心完成作业，重新来写。
傍晚，倪岳突然来找我，有些拘谨，他

请求我原谅并保证以后一定认真写作业。
我热情地塞给他一块月饼以示奖励。

第二天的语文课堂作业： 用简笔画画
下“我想感谢的东西”，并用文字作简要说
明。 课后批阅作业，我见到了倪岳“有史以
来”最工整的文字：

“我画了一个圆圆的月饼，这个月饼是
语文老师送给我的。我非常感谢这个月饼，
可惜它不会说话， 否则我一定要好好地跟
它说说悄悄话，因为它带着一份证明，带着
一份老师对我的鼓励和信任。 昨天的家庭
作业，我胡乱涂了一下，老师很生气。 我向
她表达歉意，没想到老师非但没有责备我，
还温和地对我说：‘来表示歉意也是需要勇
气的。 ’说着，把一个月饼塞到我手中：‘一
个月饼，奖励你的勇气。’这一番话，这一个
月饼，一定会让我终生难忘。我品味着这个
月饼，甜甜的、蜜蜜的，这是我吃过的最美
味的月饼。 ”

文字真情流露， 我把它打印投稿，很
快，习作《一个月饼》发表了。没想到我积攒
慢育的“无心插柳”再一次激发了倪岳蕴藏
的文才， 倪岳这口蕴藏丰富的深井终于开
始喷薄了……

现在我确信，教育是个慢活儿，它需要
教师擦亮双眼， 在慢的行走姿态中开发留
存于孩子心灵深处的“才”，直至他们自然
而然地流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富
盛镇中心小学）

□ 吕国飞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在我身边发生的教育故事， 不一定在
别的老师身边发生过。 教育是一件非常个
性化的事业，不管教学工具、技术如何，教
育最终还是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 因此在
工作中，我追求以我的个性化思想和方法，
做出教育的个性。

数学———美与文化

数学很美。 也许在他人看来，数学是抛开
课本后的无用之学，可是在我看来，世间的一
切表达都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完成。 比如，我曾
给毕业班的孩子们写下这样的文字：

“人的勤奋是加法，人的创意是乘法，人
的懒惰是减法，人的堕落是除法，人的高尚
是乘方，人的自私是开方……在你的人生中
会进行怎样的四则运算？ ……你走着周长，
活着面积，面积是定值时，你追求周长最短；
而周长为定值时，你渴望面积最大……在人
生路上，你首先要建立一个坐标系，横轴是
品德，用来定位你的人格；纵轴是修养，用来
定位你的建树，这样，人生的四个象限就不
愁都是你的！ 梦想和现实往往不能平行，它
们是错落在你人生时空中的异面直线。 你当
然能找到它们之间的最短距离。 公垂线是你
展开的手臂，它的意义在于你努力着……真
理就这样简单！ 追求简单吧孩子！ 你是最出
色的！ 你们可以不记得王晓声，但你不可以
忘掉他教授你的数学知识，他给你的文字叫
《人生哲学的数学原理》……”

年轻教师向我请教为师之道时， 我首
先告诉他，要做一名有文化的教师。 母校校
庆时， 数学系领导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们
作报告， 我的话题是 《数学教师的数学人
生》，但内容是从呼吁做“有文化的数学教
师”开始的。 我教数学，始终坚守“数学是文
化”的理念。 文化是一种力量，它包括行为
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它是
人们长期创造的产物， 是历史形成的沉淀
物。 我不会把数学作为单纯的技术传承给
学生，我告诉学生数学“有理、有力、有趣、
有用”，数学是世界观、是方法论。

数学是文化， 这是我坚持得最彻底的
理念，决非哗众取宠，也不怕人讪笑。 我心
中的数学有王者之气、恢宏之力；我眼中的
数学有哲理之魂、美育之灵；我手中的数学
有变通之巧、浅出之道……我动心、动情去
讲，学生自然会手为心动，智被情启。

作为数学教师，我不比学生高，所以我
鼓励学生提出把我“挂”在黑板上的问题。
我在数学面前是渺小的， 我很少展示自己
在数学面前的“聪慧”，而是不着痕迹地暴
露我的“愚蠢”，用我的“愚蠢”激发学生创
造，这是我的授课之道。

接受挑战———“双班”班主任

2003 年， 我在学校首开一人身兼双班
班主任的先河。

记得高一报到那天， 家长的眼睛和说
话的语气里都透露着对我的怀疑和不信
任。 有位家长走到我面前，加重语气问我，
您是两个班的班主任？ 我答是。 他问，以前
有这种情况吗？ 我答否。 他问，为什么？ 我

答，您的孩子很出色，学校认为给您的孩子
半个班主任足够了。

学生进了教室后， 很多家长还在两个
班的外面“流连忘返”。 我先到八班后到七
班。 面对脸上写满好奇的孩子们，我讲了如
下的话：“欢迎同学们来到一高， 欢迎同学
们有机缘走到这个班。 同学们已经知道，我
做两个班的班主任，你们会问为什么？ 我今
天不解释， 明天不解释……我至少要用一
年的时间给你们解释其中的原因！ ”说完，
我就离开了教室。

新生入学教育的一周中，我采用分、合
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以“你是谁”“你干什
么来了”“你将来要干什么”“你现在该干什
么”“我是谁”为题召开了主题班会。 开班会
的时候， 我把两个班的学生全部召集到阶
梯教室，借鉴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让大家提
出问题，我来回答。 我特别要求同学们把家
长的疑虑告诉我， 允许他们代表家长直接
向我发问。

学生们的发言非常踊跃， 所提的问题
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一位学生问我， 您是自己要求还是学
校要求您带两个班的？ 我回答，我如果要求
做市长，肯定得不到任何响应。 “自己要求”
和“学校要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种
要求都要放在自己的良心上掂量， 最终要
变成你们的强烈要求。

一位学生问我，两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如
何开展？会不会厚此薄彼？我回答，我们是一
个大班， 只是分坐在两个不同的教室而已。
七班、八班只是教室的序号，我心中所装的
是没有班级序号的你们。 我的身体在另外一
个教室，我的心却和你们在一起，请你们用
心去感受它！ 得“厚”者，你可能有些方面做
得不好，我给你的引导会多些；得“薄”者，你
所有事都做得出色，使我操心更少些。 所以，

“厚此薄彼”正是我的工作技巧。
总之，我和学生之间，经历了思想的交

锋、观念的冲突，以及心灵的碰撞与情感的
磨合，我喜欢他们，他们也接纳了我。

3 年后，这两个班的高考成绩分列年级
组一、二名，重点率遥遥领先，其中八班被
评为市三好班级。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 七班的
英语成绩在高二上学期的期中考试中突然
走低。 我调查了原因，是他们对新任英语老
师有成见， 老师布置的作业总不能及时交
上来。

一天早上， 我悠闲地站在七班的讲台
上，很“隆重”地对学生们说：“现在，我作为
班主任，宣布一个任命：王晓声毛遂自荐做
我们班的英语学科的常务副科代表， 我批
准了！ 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并支持他
的工作！ 王晓声的直接领导是科代表赵昊
琛， 由他直接指派王晓声每日定时收齐英
语作业……”而且，话不是说说，我真这么
做了。 还真有效，他们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
了。 这就算是在平素，我不能用文字一一赘
述的所谓教育机智吧。

其实，在一高的教师群体中，我是最普
通、最平凡的一个，普通平凡得不忍心沾上
一官半职，但“班主任”还是让我有“主任”
的嫌疑。 我知道自己是努力型的笨人，不想
把“教师”倾斜成谋生的职业，而是要把它
挺立成事业！

“理性教育”———爱心不能承受之重

我的严苛是出了名的， 但是这种严苛
不只是针对学生。 因为我首先把它加在了
自己头上，苛刻地鞭笞自己：“修炬”成精彩
的数学教师，用数学教师的精彩，积淀班主
任的底蕴。

教育离不开“情”、“理”二字。 而“情”的
软弱，有时不能松动个别学生心田的硬土，
这时，你只能为“情”所困。 如果教育单一个
“情”字了得，那么，为什么纪律、约束、规范
还会尖锐地冲突着那个“情”字？ 所以，教育
要把“理”摆在正中的位置，学校的规章制

度就是具象的理。 正是由于“理”有着沉稳、
坚硬、冷静等金属的质感，它敲打在学生身
上才会铮铮有声！ 这样，我们教育的人才不
会出“格”。

为什么我不选择亲和非要选择严苛 ？
因为我有自己的特质，“满脸肃杀、表情僵
硬、孤高自傲”。 学生称我的脸“泛着金属
的光泽”。 但学生也知道， 我的脸不是金
属 ，它有血有肉 ，血和肉能不粘连着情和
爱吗？我要做的，就是把教育的“理”，动情
地弹在学生的心“弦”上，使这个“理”不成
为“空谈”！

王晓声，不是注定要与众不同。 教育很
拥挤，我善于“钻营”，硬是挤出了一个能容
纳我个性的角落。 24 年的教学之路证明了
什么？ 一个弱者，如果能在他的弱质中注入
一种精神， 那么他展示出的也可以是一个
强者的形象！

从 2002 年开始， 我向学生宣传自己下
苦功的蠢劲儿，始终把汗水洒在学生周围，
把努力摆在学生面前。 “没有努力，你什么
也做不成；没有流汗，你什么也干不好！ ”
———这是我经常提醒学生的话， 并且严苛
地执行着“努力”和“流汗”的标准。

严苛不等于不容忍错误。 错误是成长
的基础，我所用的严苛，是师生两点之间的
直线，是最短的教育，却能使学生沿正确的
方向走最长的距离。

曾经读到这样一段话 ， 我感触颇深 ：
“在结婚之前， 我没有孩子， 但我至少有 5
个教育子女的方案；结婚之后，我有 5 个孩
子，却连一个教育子女的方案都没有！ ”此
话恰恰道出了我初为班主任时的尴尬。 孩
子们性格迥异，那些预想的教育“套路”完
全派不上用场，孩子越多越没有方案。 班主
任做多了又何尝不是如此。 每带一个班都
要重新探索、重新思考，每一轮都有不同的
感悟，根本就找不到可以搬来的万能法宝。

当班主任这么多年， 我总是会被少数
几个比我还老的班主任所鼓舞， 找到我还
很 “青春 ”的干劲 ；我更会被多数比我 “青
春”的班主任所激励，找回我丢在“成熟”中
的热情。

王晓声，辽宁省葫芦
岛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特级教师，辽宁省优秀班
主任，东北三省十佳数学
教师，辽宁省数学学科带
头人，辽宁省首批名师工
作室主持人。

王晓声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