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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
□ 张志荣

学思习行·廊坊一中

2013 年，我毕业了。 没有太多犹豫，我再一
次回到了廊坊一中，只是这一次，身份由学生变
成了教师。 虽只离别 4 年，却发现，她既存有我
离开时的影子，又似乎焕发了另一种光彩。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息， 转眼间我成为一名
教师已经一年光景了，在这一年里，我真切体味
到了初为人师的诸多滋味， 而这滋味又融汇到
3 个词上：勤奋、反思与爱。

万事开头难。虽然做了许多准备，但是当我
真正踏上讲台，面对那一张张求知的面庞时，方
才感受到身上的责任。 我的一言一行都将在学
生眼中、心中划过并烙下印记。 因此，我不敢有
一丝懈怠。

记得 2013 年 12 月， 我有幸参加了学校组
织的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大赛， 那时的情景和
感受，至今仍历历在目。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当时的感受，那就是“紧张”。 紧张的来源有许多
方面，一是对“优质课”怎样上还处在懵懂状态；
二是在参赛教师中，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 虽然
紧张，但同组的教师给予了我最大的鼓励。 开课
前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商量开课的篇目，讨论教
学设计……他们毫不犹豫肯定我的创新， 也毫
不留情地给我提出意见。

比赛那天，我顺利完成了课程，收获了许多
肯定，也听取了前辈们的各种建议。 这一次，让
我觉得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也同时提醒着我，每
一步都要仔细地，勤恳地认真走，才能继续向前。

反思， 是来到学校后听到最多也是被公认
为最有效的成长经验。 那么，对新教师来说，反
思该怎样进行？ 首先，确定反思的内容。 新教师
需要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包括教材解读与设
计、教法与学法的选择、课堂细节的处理等层面。
其次，制定适合自己的反思计划。 凡事要有心、
用心，通过与老教师的交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我选择用这样几个问题来反思教学：这节课，
我投入感情了吗？ 孩子们在课堂上有精彩的生
成和碰撞吗？ 这节课的目标都实现了吗？ 这节课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如果重新来教这节课，我会
怎样修改？ 最后，如何保持反思的持续动力。 一
日反思易，日日反思难。 对新教师来说，保持反
思动力的关键在于“发现”。 每一次反思都是一
个自我发现的过程， 从每一个问题中寻找到答
案，继而完善自己，修正自己。 当我们看到每一
次成长过后全新的自己，怎能不继续坚持？

至于“爱”，这个无时无刻不被提及的词语，
我在进入教师这个职业中， 才更完全地感知到
它的意义。曾经，我也是学生。所以，我深刻地知
晓台下那些孩子的渴望和期盼。

初为人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我的数学课
教学内容繁重，课上与学生交流的机会不多。但
是，我仍愿意利用课间时间和他们说说话，在闲
谈过程中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 他们有单亲家
庭的孩子，还有家庭贫困的孩子，每每看到他们
坚强的目光，我都忍不住想去抱抱他们，夸夸他
们。 当然，班里也有非常有“棱角”的学生，但我
欣赏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负担或是扣上“问题”
学生的帽子。 因为我懂得，理解、尊重和信任在
师生关系中的重要性。给予便有收获，学生们回
馈我的不只是每次进步的成绩， 更是每每与我
亲近的感动。

在这一年里，我顺着“捷径”一路走来，少了
初来乍到时的许多不安和困惑， 多了几丝淡定
与从容，学会了与学生融洽地相处，更懂得了在
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勤奋和真心。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廊坊一中）

如此湛蓝

《教师成长周刊》
征稿启事

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成长，更为不
易。 而正是这样不易，更凸显了教师作为一
种精神存在的不凡意义。 书写，既是一种思
考，亦是一种责任。 亲爱的教师，《教师成长
周刊》愿成为您的挚爱友人，相伴左右。 投稿
信箱：zgjsbjscz@163.com。

� 1 身边：记录成长途中，那些影响你的
人、物、事，那些有爱的学生、同事、同行者，
2000 字以内。
� 2 队队碰：“一个好汉三个帮”， 成长离
不开集体的力量，好的集体是个人成长的孵
化器。 可以投稿，也可以提供新闻线索。
� 3 教育妙招 ： 寻找教育达人的有趣妙
招，让教师的工作轻松 、高效起来 ，1500 字
以内。
� 4 且行且思：一路前行，从未放弃对梦
想的追逐，从未停止对教育的反思，1500 字
以内。
� 5 种子力量：关注师范生，关注新教师，
让教育种子在新生力量中生根发芽，1500 字
以内。
� 6 非常教师：关注普通教师的不凡之处，
寻找特立独行的个性教师， 欢迎教师自荐或
提供新闻线索。
� 7 我的“不乖”学生：“不乖”意味着突破
与创新，读懂“不乖”学生的另类价值，1500
字以内。
� 8 回音：寻找有着相同精神尺码的同路
人，注明个人简介、征友要求以及联系方式，
500 字以内。
� 9 心情晴雨表：今天，你的心情如何？ 关
注教师心理健康，帮助教师管理情绪，晒出你
的经历与经验，1500 字以内。

10 教育故事：从讲述中捡拾智慧，在回
忆中厘清梦想，1500 字以内。

□ 杨晓斌
我的“不乖”学生 突破与创新

“咣咣咣”，老槐树上的钟声悠扬响起，沸腾的
校园瞬间安静了下来。 初二年级的学生们伸长了
脖子，盯着教室门口，期盼着新来的语文教师闪亮
登场。 此时，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青年教师大步
流星地跨入教室，师生互致问好后，他拿起粉笔在
黑板上飞速地写下了 3 个大字：张锡鹏。 这 3 个字
虽是信手在黑板上写的，却写得神采飞扬、潇洒漂
亮。 接着，他缓缓地介绍道：“我叫张锡鹏，本学期
将和大家一起共享语文的妙趣……”

教室里出奇的静。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他那饱含激情的诵读，好似潺潺泉水，叮咚悦耳。
就连班上那几个小淘气，也好像被磁石吸引着，没
有了往日的躁动。 此后我们便情不自禁地喜欢上
了这位张老师，也迷上了语文课。

这是发生在 1980 年 8 月开学第一天的情景，
至今已 30 多年， 但却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就连此刻拿起笔， 还会不由想起张老师教我们写
毛笔字的情形：他拿着毛笔蘸了蘸水，在黑板上写
下一个“永”字，并告诉我们，只要练好了这个字，
便会写字了。 这是第一次有老师用水来教我们写
字，真是既卫生又经济，让我们新奇不已。

午饭间时， 张老师的办公室里常常飘出二胡
或者风琴的声音，引来学生趴在门缝儿、窗台“窃
听”。 张老师索性把门敞开，甚至还会洋洋得意地
唱上一段，我们便情不自禁地拍红了小手。 得悉我
们喜欢音乐，他便经常教我们唱歌，从此校园里便
常有歌声荡漾， 那时候真是感到心儿都在愉快地
飞翔。

写作文时，张老师告诉我们要袖手于前，疾书
于后。 只有在审题、立意、选材、遣词造句等方面做
好准备，胸有成竹，才会疾书于后，写出一气呵成
的文章。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被张老师作为
范文在全班品评，并附上评语：颇有小说的神韵！
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然而赏识的赞语并非我一人
的专利，每每作文讲评，总有几人得此殊荣，也总
见他们“喜不自禁”的样子。 张老师喜欢给我们讲
故事，但常常讲到“要紧处”又戛然而止，此时附上
几乎颇为“扫兴”的话：“预知后事如何，自己去读。
今天的作文题是用优美的语言加以大胆的联想复
述我讲的故事。 ”这么一来，大家不但有兴趣去写
作文，还要惦记着那“未完”的故事，也便多读了许
多的书。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给我们讲“老虎拜师”的
故事。 讲到老虎学会了本领想把猫吃掉的时候，他
话锋一转板起脸说：“我可不怕被你们吃了， 我没
有留绝招，我是尽我所能，把本事都传给你们了。 ”
引得大家一顿哄笑。 可没想到的是，后来他调出我
校，这节课竟是他给我们讲的最后一课，我和小伙
伴们为此还流了不少泪。 多才多艺的神秘光环，炉
火纯青的教学技能，渊博的文化知识，幽默风趣的
张扬个性，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形成了张老
师无穷的魅力，诱惑着我们沉醉到知识的海洋。

30 多年过去了， 当年学习的知识早已残缺模
糊，而张老师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仿佛扎根在
我的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中心校）

无穷的魅力
□ 张福长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小明， 着实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但同
时，他又是其他孩子“控诉”的主要对象。由于父
母常年在外，在奶奶的代养下，难免留下骄纵的
习气。 这不，课间活动时，眼瞧着小明在班里又
跟同学打起来了， 我还在苦苦思索更好的处理
办法。 待走近他，忽而，计上心来。

“学校下个月要举行文明礼仪演讲大赛，给
咱们班两个名额，老师希望你能参加。 ”话一出
口，便让站在一旁等待“疾风暴雨”的小明一脸
愕然。

看他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便故意逗他：“不
愿意？ ”

“愿意！ 愿意！ ”
“那么，参加比赛，你觉得自己需要准备什

么？ ”
“老师，我觉得自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

是不知道怎么改正。 ”小明小声地回答。
时机成熟，我话锋一转：“想改吗？ ”小明使

劲点了点头。 “老师这里‘出售’文明礼仪的知
识，你需要哪方面的内容呢？ ”我一本正经地说。

小明有点茫然，随即是片刻的沉默。 “同学
们都说我经常骂人，我就买‘怎样跟同学相处’
吧，10 块钱够吗？ ”小明认真地掏出钱看着我。
我笑着说：“我卖的东西不用付钱， 是用表现来
支付的。 如果你能自觉运用的话，我免费赠送；
如果你丢之脑后，要返还 3 倍的文明常识，并取
消比赛资格。 ”

小明迟疑片刻， 高兴地对我说：“我一定做
到，老师您就放心吧！ ”于是，我把一张写有“得
到帮助要谢谢，弄坏东西要说声对不起……”等
常用文明礼仪用语的纸条送给了小明。

之后的日子里，看得出来，小明在努力着，
其他孩子都觉得他像变了个人似的。 最让人惊
讶的是，在文明礼仪演讲大赛中，他意外地拿到
了一等奖，拿到奖的时候，小明别提多高兴了。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谁知有一天，小明领
着一群孩子涌入了我的办公室，将我层层围住。
“发生了什么事？”我惊恐地问。小明笑着说：“老
师，我的转变同学们都看在了眼里。他们觉得自
己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都来‘买’您
的知识了。 ”“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虚惊一场。
可是这么多孩子怎么一一统计他们的需求呢？
看着小明激动的样子，我的心里便有了主意。接
着， 我当场宣布由小明来担任我的 “商品经纪
人”，将其他学生的问题“订单”统计后一起交给
我。 孩子们兴奋极了，围着小明说个不停，小明
一本正经地维持着秩序， 还不时提醒大家小声
点儿，不要影响他人。

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我想，这笔“大买卖”
我是做定了。

下午，小明就拿着大家的“订单”来找我了。
我一张张读着，小婷写道：“老师，同学们的作文
水平都有了提高， 可我还是落在了后头， 怎么
办？ ”看完，我在纸条上写道：“读书是世界上门
槛最低的高贵举动。今天，你读书了吗？”小君写
道：“妈妈总在我面前夸邻居家的孩子经常做
饭，让我很没面子。 ”我写道：“父母养育我们不
容易，我们应该常怀感恩之心。哪怕帮妈妈刷刷
筷子洗洗碗。 今天，你做了吗？ ”……

现在，我的“生意”是愈加火爆了，订单内容
也涉及到方方面面。 每当看到小明拿着“订单”
来找我的时候，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高兴。真是
一个小计策，换来新天地；一桩小“生意”，师生
共“致富”。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马埠小学）

□ 张长栋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小订单 大生意

湛蓝，这个名字让许多听到的人不禁会心一笑。
而这个身材绝对属于超级浓缩精华的小男孩， 一度
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苦不堪言，欲哭无泪，与他的名
字截然相反。

是湛蓝成绩不好吗？ 不是！ 论成绩，湛蓝同学绝
对属于班级中的佼佼者。你听他上课回答问题，口若
悬河；你看他的作业，本本满分；你瞧他的考试，科科
优异……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湛蓝口若悬河的
内容 90％与课堂无关， 可他面无愧色， 讲得唾沫横
飞，俨然一副“说自己的话，让别人听去吧”的决绝姿
态；湛蓝那些满分的作业也只有 10％的上交率，且每
本作业都体无完肤，随时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湛蓝的“事迹”远不止这些，更要命的是，他根本
无视我们这些“俗人”的目光。 你表扬，他含笑不语；
你批评，他也含笑不语；你与之谈心，他还是含笑不
语。但是一转身，他依旧我行我素，真是“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也正是如此，湛蓝，让我们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座位风波
这不，排座位时，他便“愤世嫉俗”地怒吼：“凭什

么让我和喻同桌？ ”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沉默
的喻，不用他抗议我也明白，这是两个多么迥然不同
的孩子啊。

抗议无效，湛蓝只好接受与喻成为同桌的事实。
很快， 他便发现他们俩成了课堂的焦点———我常常
停留在他们面前，较之其他人，实在是明显的“厚此
薄彼”。

起初还为个人超强魅力暗自窃喜的湛蓝， 没过
几天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老师“厚”的是他眼中不

足挂齿的喻，“薄”的是他这样的“精英”。
上课时，湛蓝和喻同时举手，我斜一眼胜券在握

的湛蓝，满面笑容地请了战战兢兢的喻来回答。尽管
喻说得结结巴巴，有时候还不着边际，但我总是百般
引导，让他光荣而体面地坐下。湛蓝在那一刻总是眼
神惊讶，满脸失落，满目羡慕。

最让湛蓝受不了的， 是我对喻那些铺天盖地的
表扬， 而且我一般采用固定句式：“下面我要表扬湛
蓝———”闻听此言，湛蓝一脸喜色，谁知我话锋一转，
“———的同桌喻”。 三番五次，湛蓝不断经历“满怀希
望———极度失望———莫名尴尬”的煎熬后，忽然开始
与他曾经不屑一顾的喻较上劲了。 我一表扬喻坐得
好，湛蓝就会努力把小腰板挺得直直的；我一表扬喻
按时交作业，湛蓝便会抢在他前面来交；我一表扬喻
团结同学， 湛蓝便开始当起同学们发生矛盾时的调
解员……

坚不可摧的湛蓝，唯我独尊的湛蓝，在迈开步子
追赶，想扭转这“厚此薄彼”的局面。 他使尽浑身解
数，要来改变我。 他哪里明白，在这个奋力向前的过
程中，他自己已经被悄然改变了。 而面貌一新的，还
有浑然不觉的喻。

希望他最终能理解：在这场“厚此薄彼”的较量
中，他和喻一样，都是我厚爱的孩子。

沙 泳
“你快去看看，你们班那孩子怎么啦？ 睡在沙坑

里谁都叫不起来！”刚跨进校门，校长就亲自来找我，
一副纳闷的样子。 “是湛蓝，是湛蓝！ ”周围的学生纷
纷向我汇报。 “哦，不急，别吵他！ ”在湛蓝的百般“锤
炼”下，我居然也临危不乱了，这真是教学相长啊！

远远地，我站在梧桐树下悄悄观察着他。 初时，
湛蓝仰面朝天躺在沙坑里， 坑旁围观的同学窃窃私
语，他置若罔闻。初春的太阳洒落在他脏兮兮的小脸
上，他双腿打开，双臂伸展，大写着一个“人”字……
尽享这“幕天席地”之感。也许阳光太过晃眼，湛蓝一
翻身，面朝沙坑趴下了。我正想上前提醒他不要被沙
迷了眼， 他的动作却让我忍俊不禁。 只见他划动上
臂，蹬开双腿，做起了蛙泳动作，还别说，挺标准的。
那些因手刨脚踢而四处飞落的沙粒，终止了他的“沙
泳”进程。

但这停顿只是很短暂的一瞬。湛蓝又有了主意：
脱下外套，手脚并用，很快把自己埋在沙里，只剩个
脑袋呼吸。这期间，不断有人驻足观看，议论纷纷，但
湛蓝一副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

再后来，湛蓝分别玩起了沙画、挖城堡、抛沙等
与沙有关的游戏。 直至上课铃声响起，才骤然惊醒。
只见他不慌不忙站起身，裹挟着满身风沙，风尘仆仆
地奔教室而去。 而铃声，也惊醒了在一旁观察的我：
居然，我呆看湛蓝的表演如此之久；居然，我违背了
初衷，不想就此事批评湛蓝；居然，我也想躺在沙坑
里，学学“湛氏”沙泳；居然，我想，将来养个孩子，也
让他如湛蓝一样在沙坑尽情一游……

天空为何如此湛蓝？ 是因为太阳光的七色波长
不一， 大气中的尘埃及其他微粒散射蓝光的能力大
于散射其他波长较长的光子的能力， 所以天空显现
出蓝色。 没有颗粒尘埃，我们难见天空蔚蓝！

湛蓝，初看你，看到你身上的尘埃和微粒，忽视
了这些散射出的蓝光魅力。我愿是这深沉的海水，一
点一点，映出你的蓝！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实验小学）

创意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希望从儿童绘画中揭示“好老师具有哪些特点”，读
者可就“儿童眼中的好教师”这一主题组织儿童进行绘画，并可投稿至《教师成长周刊》邮箱，
注明：儿童画投稿。

投稿要求：由儿童独立完成，不做修饰，并请儿童配以短文解读，字数不限。儿童画作品
请拍摄电子版，图片要求清晰端正，文件大小不小于1MB。

童心绘师 儿童心中的好老师 来自江苏省太仓实验幼教中心娄东幼儿园 5
岁的顾晓源认为，“好老师是可以和我一起快乐做
游戏的朋友。 她对着我们笑，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好朋友”（辅导教师：沈宁）。

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