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凉荫荫
喜欢树荫，莫过于夏季了，特别是

在乡村。一片树荫，就是一片清凉，就是
一片愉悦的心情。 “绿树阴浓夏日长”，
夏日，是不能没有浓荫的。

乡下人，都喜欢在自家的大门前栽
几棵树，树大了，就遮下一片片的树荫。

溽热的夏天， 太阳高高地照着，火
辣辣地炙烤着地面，一有闲暇，乡下人
就会跑到树荫下纳凉。 三五一群，聚在
一起，有男人，也有女人。 女人们闲不
住，手中总是拿着要干的活儿。

年老的女人，喜欢搓麻线，挽起一
条裤腿，苍老松软的皮肤，掀起红颜垂
老的褶皱；瘦瘦的腿骨，镌刻着岁月曾
经的坎坷，麻线一根根地搓着，麻线拉
得很长，像她们生命中走过的一个个漫
长的日子。 年轻的女人，大多做着刺绣
活儿，五彩的丝线，极像她们多彩的青
春。 一针一针地绣着，动作很慢，很舒
缓，把女人特有的细腻和美丽，都绣进

一张张刺绣里了。
男人们懒得很 ，裸着背 ，闲闲地

坐着或躺着 。 年老的男人 ，喜欢坐在
一条小板凳上 ，手里总是握着一根长
长的烟袋 ，吧嗒吧嗒地抽着 ，眼睛望
着前方 ， 像是总有思索不完的问题 。
你从他们的眼睛里 ，看不到岁月的光
影 ，只看到一片苍茫 ，一切 ，似乎都被
隐藏了 。 他们 ，在吧嗒吧嗒的吸烟中 ，
咂摸曾经的岁月滋味 。 年轻的男人 ，
则喜欢躺在草席上 ，睡个午觉 。 田间
的劳作 ，太累了 ，荫下纳凉 、午睡 ，是
他们消除疲劳的最好方式 。 梦中 ，也
许还生长着郁郁葱葱的庄稼 ，也许还
流淌着果实的芬芳 。

风吹过，树荫晃动，斑斑驳驳，离离
如残破的怀想。 乡下人的那种荫下纳
凉，就成为一种动感的风景。

学生时代，我住在乡村。 每年暑假，
众多的日子里，我都会于中午，到村西

那片小树林中纳凉。
村西的小树林， 是一片松树。 松

树，树叶稠密，树荫也遮得厚重。 浓荫
匝地，斑驳细碎，清凉如水。 我拖一领
草席 ，拿一本书 ，用一块平整的石块
做枕头 ，就躺在松树林荫下 。 我静静
地读书 ，细碎的光影 ，在树叶上晃动 ，
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 ，又像一些碎碎
的往事影像 ，感觉迷离而又美妙 。 读
到书中描写自然景象的语句 ，我就情
不自禁地联想到眼前的情景 ，有一种
身心相融的快乐感 。 读得累了 ，我就
仰躺在草席上 ， 透过树叶的缝隙 ，看
遥远的天空 。 看天空中醉意的蓝 ，看
天空偶尔有一片白云飘过 ，看一只鸟
儿端坐枝头 ，把自己的脑袋 ，扭来扭
去 ，孤芳自赏 ，嬉戏动人 。 有时候 ，一
枚干枯的松针 ，会脱离枝头 ，飘呀飘
呀地落向地面 ，那样的柔 ，那样的逸 ，
如痴如醉的情味便油然而生 。 松林

中， 总是溢着一种淡淡的松香 。 那种
松香，有一种鲜鲜的味道，让人想到燃
烧着的松脂。 松林中，也有蝉，但并不
多，叫声稀落，很难形成那种排山倒海
的声浪气势。 不过， 倒也别有一番情
味 ， “知了知了 ”的 ，声音拖得很长很
长， 把一个个中午， 拖入绵绵的困倦
中，于是，我枕着蝉声睡去了……有时
候 ，骤然风起 ，涛声阵阵 ，就让人想到
“松高有风一声秋 ”的诗句 ，人便在夏
季里，嗅到了秋的味道。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叫人喜
欢的事”，其一就是“荫下纳凉”。 看来，
夏日浓荫，人人喜欢。 纳凉是一回事，更
重要的，恐怕还是夏日浓荫给人们“遮
下”的那一份闲散，那一份快意。

夏日长长，一片树荫下，人们，可以
得一份凉爽，得一份清闲，得一份人生
的小自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 路来森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陈玉芳 湖北省远安县河口
中小学教师 。 2009 年 ，她以资教生身
份到校工作，资教期满后留校任教，连
续 4 年考核优秀，先后获得湖北省“优
秀资教生 ”等荣誉称号 ，并于 2013 年
11 月赴英国伦敦学习。 在新课改的浪
潮中 ，她用心去爱 、去尊重学生 ，放手
让学生自由成长。 她用努力与坚持不
断践行着自己的教育梦。

爱好：旅游、手工、阅读。
教育理念： 心灵的沟通胜于知识

传递。
人生格言：语言代替不了行动，行

动才是最响亮的语言。

筅 阳光教师

“真爱梦想”行动 72

誗梦想课不仅让孩子们点
燃梦想，而且让他们发现自己，
寻找美丽。 下期将与你分享孩
子梦想去远方的故事。

我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 夏 燕

2013 年 8 月，我满怀好奇地参
与了梦想课程的培训。 在这个过程
中，我感到无比快乐，仿佛又回到了
童年。 之后， 我带了 4 个班的梦想
课，选了《家乡的特产》这门课程。

初次接触这门课， 我很踌躇。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上课模
式后，面对梦想课 ，我变得有些无
所适从，只能勇敢尝试。

为了让梦想课更有意思，在上
第一堂课前， 我反复研读教材，思
索梦想课的理念，想办法让学生在
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分享 ，在分
享中交流，在交流中创造。 为了让
课堂更真实，我走遍学校附近的几
个村落，了解当地特产 ，向本地教
师请教，向当地农民询问。 经过一
周的准备，我终于对本乡的特产有
了初步的了解。 到第一堂梦想课的
时候，我既兴奋又紧张。 幸好，前期
的准备给了我很多信心，课程在活
跃的气氛中，有序地完成了。 孩子
们的欢呼声，也给了我继续前行的
动力。

之后，每堂课前我都会积极准
备，并且利用周末 、休息时间去收
集各种本地特产 ， 展示给孩子们
看。 当学生提出苎麻（本地特产）被
周围环境污染时，我就带着他们走
访产地。 看到周边原本纯净而美丽
的小河， 如今已散发着恶臭时，我
和孩子们都感到痛心。 虽然，目前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是在孩
子们的心中已经留下烙印———一
定要改变家乡的面貌。

在上课的过程中，从孩子们的
话中，我发现他们更向往外面的世
界。 家乡贫穷而落后，这样的观念
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为了改变他
们的想法，我在课堂上播放了家乡
仙女山的风光视频，让孩子们明白
家乡也是富饶的，有自己独有的特
色 。 当孩子们看到那美丽的风景
时， 看到家乡特产如此丰富时，他
们渐渐地开始喜欢自己的家乡。 一
个叫白云飞的孩子在作文本上写
了一篇名为 《美丽富饶的家乡》的
文章， 真切表达了对家乡的赞美，
我把这篇作文推荐给报社，并在学
校公开展示。

而我也在教学中重新认识了
我任教的地方 。 看到孩子们的变
化，我由衷地感谢梦想课 ，是梦想
课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家乡，热爱
自己的家乡。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达县碑高
乡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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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本书和解

□ 肖 阁

十年语文追梦路
———读吴春来《十年非常语文梦：孤舟话语》有感

筅 感悟书香

□ 莫景春

筅 书讯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大地燥热，我

的心早已蓄满了烦闷和不安。 这时，一本
书在我眼前一亮，如同一道长长的闪电，
在奏请雷雨的到来， 然后让我穿行在密
匝匝的雨帘中， 洗濯着我那烦躁郁闷的
心。 那就是吴春来老师寄来的《十年非常
语文梦：孤舟话语》。

这本书是他十年呕心沥血、 殚精竭
虑之著。 读之如一杯香茗，香远益清，一
读再读，如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读这本书，让我远在洛州，也能遥望
到潇水之滨那个风度翩翩的才子， 看到
他为圆语文梦，假扁舟一叶，不辞辛劳，
为“直挂云帆济沧海”而义无反顾、勇往
直前， 让我为之动容。 追寻在他的孤舟
下，品味他的字字珠玑、篇篇溢彩，让我
再次感受到了他那“读点书，写点字，游
点山，玩点水，做幸福的教书人”的潇洒
人生。

读吴春来的书，就是在读他的语文
教育人生。 十年语文梦，见证了他对教
育事业的热爱， 在三尺讲台默默坚守，

一路走来，荆棘丛生，坎坷不平，钦服之
余不禁叹曰：何其孤也？ 而又何其执着
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
索”，这可谓他的人生真实写照。作为一
线语文教师 ，整日在学校忙碌 ，可吴春
来却凭借着对语文教育事业的一颗赤
诚之心，在工作中挤出时间，不断反思，
在反思中出真知，在反思中彰显生命的
价值 ， 让生命在平凡的坚持中不断超
越，收获着幸福。 苦心人，天不负，潇水
之滨终于又出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
名师。 特级教师王鹏伟如是说：有这样
的青年做语文教师，是语文教育事业的
一种“偏得”。

课改十年， 语文是什么？ 业界众说
纷纭，林林总总。 吴春来老师在教学实
践中给出了我们这样的答案 ：“在我心
中，语文，它是清风明月的诗意人生，它
是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它是诗人出塞
的豪情 ，它是剑客跃马的痴狂 ，它是悲
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它是仰天出门的洒
脱身影 ，它是精神的图腾 ，它是生命的

绝唱。 ”如此的真知灼见，触摸着语文的
生命质感， 也形成了他的生命语文观：
上课， 上的是生命。 用教师的激情点燃
学生的激情 ， 唤起学生的生命体验，语
文课堂才能实现生命的狂欢。 上课，要
生动 ，要入心 ，要自然 ，要大气 ，不要拘
泥于技巧， 要营造课堂的语言场， 艺术
再现文字的生命情气，让学生置身于生
命方舟 ， 于文学与人生的精神海洋遨
游。 多么鲜灵生动的语文观， 富有顽强
的生命力，他在不断的打磨中、拼搏中、
追问中、 呼唤中， 塑造了一个晶莹剔透
的自我，一个光彩熠熠的自我。

与吴春来老师同行， 感悟他的教学
艺术追求，品味他的语文教学之魂，一路
灿烂，一路芳香。 行走在他的十年语文追
梦的路上， 让我倍感语文人蟾宫折桂的
艰辛， 也让我看到了他以热爱和信念铸
就的灿烂人生。

读《十年非常语文梦：孤舟话语》，如
品一杯茗茶，馨香绕怀，久久不忘。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洛南县灵口中学）

筅 书 事

有一本书，我对它爱不释手，也恨之
入骨。

我生性散随，无拘无束，崇尚自由，
于是不知不觉地迷上了庄子： 喜欢他的
率真自我，喜欢他的淡泊名利。 这一切仿
佛是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有朋友送我一本王少农先生写的《庄
子梦蝶》。在这个流行解读经典的时代，王
先生的解读别具一格。 质朴灵动的文字，
一如庄子那样空灵隽永，将道家那种崇尚
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娓娓道来，像是一股
清澈的泉水，冲洗着世俗的灵魂。

一有时间， 我便捧它在手里精心品
味，如痴如醉。 久久地待在阳台上，让丝
丝阳光轻轻洒过，让缕缕清风慢慢拂过。
陶醉其间，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蝴蝶，翩
翩飞舞。

于是，我更是沉溺在自己的随性中，
游山玩水，钓鱼种花，乐乐陶陶，除了认

真上课之外，什么职称论文职位，犹如过
眼云烟，毫不理会。

直到有一天 ，“某某人已经调到某
某重点中学！ ”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消息，
在乡下的校园里迅速传播开来，也犹如
一颗炸弹“轰”地在我头脑里炸开。 回过
头来想想，一起分配来的几个同事都在
不经意间纷纷调走，或改行，或升迁，唯
独自己整天沉浸在庄子的逍遥中原地
踏步。

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之中， 看到同事
们得意洋洋地回来看望老朋友的风光，
我无法安静了，想想自己博览群书，也发
表过一些小文章， 曾经是同行们眼中的
佼佼者，怎能甘愿“沉沦”？ 朋友把我的
“堕落”归罪于摆在桌上的《庄子梦蝶》，
急急大呼：都是庄子惹的祸。 说着，冲到
桌前就想把书丢掉。 可我毕竟是爱书之
人，赶紧抢下，把它扔到书柜的一角，狠

狠地关上柜门， 发誓要重新找回从前那
个雄心勃勃的我。

职称高， 是在单位受尊重的最起码
条件。 于是，我重新捧起外语书，整理旧
论文，努力修改，四处投稿；同时不断阅
读文学书籍， 内心深处那颗潜伏着的文
学心又勃发起来， 每天不停地把自己的
心情书写出来，鼓起勇气投给各大报刊。

功夫不负有心人。 高级职称如愿以
偿地得到了，小文也接二连三地发表了。
文学界的朋友关注了， 教育界的领导关
注了。 我找回了原先信心满满的自己，调
到了更好的学校。 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俨然成为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

然而，“成功”之后，一种无形的压力
和焦虑却在层层地压榨着我。 一天早上，
对镜洗漱， 发现原先一头浓密的黑发竟
然夹杂着几根白发， 眼角的皱纹也多了
几条。 想想自己才过不惑，但这几年竟如

此衰老：心里总想着作品发表了没有？ 那
点投资什么时候才有回报？ 是不是需要
换房或者买一部新车？ 一颗心整天在脑
里飞来飞去，没有清净的时候，忙得忘记
了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面对镜中如此苍老的自己， 我感到
了莫名其妙的恐慌。 想想这些年，自己很
少有闲情再往校园那条小路走走了，更
不用说乡下那幽静的池塘， 鱼竿扔在角
落，早已落满灰尘。

而我自己也变得患得患失。 这样的
生活太累了，让人如何消受得了？

想到这些，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那
本曾经让自己迷恋的书———《庄子梦
蝶》。 它静静地躺在书柜的一角，满身灰
尘，书皮有些发黄，一副孤零零的样子，
很是让人心疼。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它，不
断地抚摸，像是遇到失散已久的亲人。

（作者单位系广西河池高中）

中国教师报千校阅读联盟行动计划 2014
千校阅读联盟，是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记

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

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3. 为阅读成效显著的成员校量身打造观摩研讨会、现场会等推广活动

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40 13810009700 冯永亮
010-82296732 13681266846 解成君
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主题注明“阅读联盟”）

《十年非常语文梦：孤舟话语》
吴春来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创意生活：打破枯燥的两点一线的教育生活，为课余生活添加靓丽的色彩。 谈谈你对
教师新生活的设想。

流行工坊：你对穿衣打扮的时尚理念，谈谈你对当下流行事物的理解。
美食地图：美食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种文化。 分享当地的特色美食，阐释美食背后

的文化内涵。
私家厨房：谈谈你的美食理念，美食印象，创意菜肴（具有教师特色:简单、省时、美味、

保健，有自己的创意或理念）。
行走天下：以教师的眼光看天下，在旅行中，体悟生活，反观教育。
健康密码：在繁忙的工作中，如何保持健康的活力。 分享你的健康理念、运动方式和养

生要诀。
修身养性：插花、剪纸、刺绣、钓鱼……各种爱好，不仅丰富了教师的课余生活，也能让

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好的心态，反哺教育。 分享你的特色生活。
科技达人：教师不仅要会教书，更要紧跟时代。 分享你的小创造，以及对教育生活的改变。

生
活
版
—
——

截稿日期：2014 年底
邮箱投稿：zgjsbjssh@vip.163.com，投稿时请注明相关栏目名称

读
书
版
—
——

书香校园行：展示学校特色的教师、学生阅读模式，阅读课程，
阅读活动，激发师生阅读的困惑与创意小策略。

阅读现场：分享教师阅读课的设计理念，师生阅读中的感悟。
阅读之星：征集酷爱读书的教师，分享自己的阅读历程，展示

阅读对教师成长的影响。
深度阅读：深度解读图书背后的内涵，反观自我的教育人生。
另类阅读：人文社科的阅读也不可或缺，分享你读过的好书。
书虫手记：分享你与书的小故事。

2014 教师生活周刊征稿

筅 季节絮语

夏深，天门吐雾，清凉习习，阳光碎
金般撒在山道石阶上。 回眸来时路，忘
了远近，猛然发觉自己竟已置身陶潜的
世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深呼吸， 一股快活的
“仙气”自心底升起。 我开始追逐着光，
追逐着光后的世界。

这座被誉为湘西第一神山的天门
山，是张家界最早载入史册的名山。 天
门山，原名为嵩梁山，三国时吴帝孙休
来到山下，见千米高绝之处峭壁忽然洞
开，玄朗如门，便视之吉兆，天门洞开之
说就此流传。

初入湘西，越陌度阡，一路风光无
限。 山脚下水田交错，红泥袒露，林荫
别径，曲涧泉鸣，一排排依山傍水的灰
色屋舍， 虽不及见过的青瓦白墙那般
生动明丽，却彰显出湘西特有的风情。
那土溜溜的吊脚楼， 虽没有想象中的
诗意美俏，却沉积了苗家的千年底蕴，
多少年来安然不动， 将人情冷漠的尘

世隔离在外。 走近吊脚楼，游人络绎，
如我这样来寻找武陵源梦的人， 看来
还是很多的。 厌倦城市喧嚣的人们，变
得越来越怀旧，怀念那些曾经的淳朴，
同时也感叹时光的流逝。 一路走，一路
叹 ，“湘西土匪 ”、“赶尸 ”、“苗女放蛊 ”
等故事， 都为湘西这个美梦披上了一
件件斑斓的外衣，灿烂若锦。 而我，带
着亦惧亦喜、若即若离的心情，如在梦
中探索。

待我一路 “梦游”， 顺天梯登上天
门， 再一次回头崇敬地看向山下的苗
寨，看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守着这片寸
土寸光阴的山水， 守着自己的世界，从
不变味。

一步步走进天门， 感觉天空在不
断缩小后又不断放大， 天门尽头是什
么，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正在时
空的洞中，也许需要心的穿越，方能见
到那吉兆之光。 环视，只见团团云雾缭
绕翻涌，时有道道霞光透洞而出，那洞

口似远似近 ，瑰丽神奇 ，宛如幻境 ，似
蕴藏天地无穷玄机。 不论是谁来了，都
会迷路。

暮色四合， 仙山峡谷渐次亮起灯
火， 一场湘西民族特色的表演即将开
幕。 突然音乐响起，气势磅礴的山水舞
台在唯美绚丽的灯光特效下呈现，令人
感觉仿佛置身神话。 如这般，以天门山
壮美瑰丽的奇峰险壑为背景，通过顶级
配置的灯光、音响、舞台机械、数码影像
等设施，导演的一出舞台戏，是我从前
想都不敢想的。 索性下山，坐在山水实
景剧场里过一回眼瘾。

山下雾岚飞烟，飞瀑流泉，如梦似
幻， 待我坐下时， 已转入下一场剧目：
《新刘海砍樵》。 这部戏取材于湖南花鼓
戏《刘海砍樵》，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修
炼千年的白狐仙，向往人间生活，一日
樵夫刘海来到天门山砍柴，两人不期而
遇， 一段感天动地的人狐之恋就此开
始。 当山寨吊脚楼及所有钢玻设计的舞

台一时齐亮，木门在晨曦里推开，配合
着动听的桑植民歌，劳作的汉子、打情
骂俏的婆娘、 快乐单纯的樵夫猎人、美
丽多情的洗衣少女，纷纷出场，如此丰
富的音乐文化元素和表现形式，令人叹
为观止。 这是一出古老的传奇爱情故
事， 更是一场魔幻视觉的舞台盛宴，构
成了一幅完美的湘西风情画卷。 天门灵
光，今日总算在现实中闪现，我深信天
界祥瑞之象，会因这深厚的文化底蕴而
长驻人间。

这一天正好七夕，朋友问我在哪度
过？和谁？我说在天界，和一群可爱的狐
狸。 朋友深疑不信，我固执地强调，是真
的。 真的，记得《聊斋》里描述的那个故
事：心知为狐，而恋其美。 于一个初来湘
西的人而言，她值得我如此愚妄执迷而
又激动不已。 一如那樵夫刘海迷恋千年
白狐， 我愿意这样一个短暂的心灵之
旅，能在我身上终得圆满。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瑞金市壬田中学）

心向天门
□ 邓丽娜

筅 行走天下

时光幽暗，岁月无情。 不知何时，父
亲的脸颊被岁月雕出了千沟万壑，乌黑
的头发也被霜雪染白， 似乎一夜间，父
亲就步入了耄耋之年 ，脚步蹒跚 ，拄杖
而行。

一天晚饭后，我陪父亲去散步。 经
过一处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时 ，车
如流水，川流不息 。 父亲几次迈出脚 ，
每次都缩了回来。 我望过去，正好他扭
头看我。 瞬间，如一枚锋利的针刺入我
的心房———父亲眼中的畏惧胆怯竟然
是那样浓烈，我的心疼痛不已 ，眼角潮
湿了。 我挽起父亲的手臂，扶他慢慢过
了马路。

从广场出来 ， 当走到台阶前的时

候，父亲踟蹰不前，回头望我，他是在向
我求助啊！ 疼痛如潮，再次在心中汹涌，
努力忍着欲夺眶而出的泪水，我大步上
前，用力搀扶着父亲的胳膊。一步，一步，
每一步我都走得稳稳的；一步，一步，每
一步父亲也走得稳稳的。

七八个台阶，我们走得极慢，小心翼
翼。 父亲笑呵呵的， 一副满足安然的样
子。 悲伤如网，从头到脚把我罩住。 那个
意气风发、敏捷矫健的父亲到哪儿去了？

儿时，父亲经常让我坐在他摊开的
掌中，用另一只手抓住我的后背，高高托
起，举到空中，我咯咯地笑，粉嫩的脸便
绽放成了一朵洁净的莲。

那时，父亲的手掌是那样大，大得像

一艘船， 能把我摆渡到任何一个我想到
的地方；父亲的手掌是那样有力，能把我
托到任何一个我想到达的高度。

上小学了，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哥
哥如蛰伏的虫子， 早早在村口的大树后
等着父亲下班。 当父亲拐过村口， 我和
哥哥一跃而起，从树后猛地闪了出来，如
打劫的强盗 ， 伸长手臂 ， 高声喊着 ：
停———停———

父亲笑呵呵地停下， 然后把车子支
好，把我抱起放到车的前梁上，哥哥如小
猴子一样灵活， 早就自己爬上后座。 父
亲载着我们，飞快地踏着车轮。 有时候，
他会故意双手松开车把， 尽管是短短的
一瞬，我也捂住眼睛大声尖叫，哥哥则会

紧紧地搂住父亲的腰。 父亲虽然口中嘲
笑着我们胆小，但速度却明显慢了下来。
最后，他干脆下了车，推着我们慢慢走。
夕阳的余晖洒在父亲身上， 像给他披上
了七彩霞衣。 夕阳下， 父子三人的影子
被拉得很长，很长……

流光不返，一切近在咫尺，却分明远
似天涯，无法触及。

所幸，上苍厚待我，还给我机会来弥
补曾经的疏忽， 还给我时间来陪伴风烛
残年的父亲。我握紧了父亲苍老的手，握
在手中，就像小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
握在他的掌中一样。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
第六小学）

流光不返
筅 两代之间

何秋光 “儿童数学思维训练
游戏”系列图书出版

本报讯 近日，国内首套专为 3—
7 岁儿童进行系统数学思维训练订制、
编著的数学益智类读物“何秋光思维训
练·儿童数学思维训练游戏” 由接力出
版社出版。该丛书是著名幼儿数学教育
专家何秋光从业 40 余年、 研究儿童数
学思维训练 15 年以来首次公开的教学
实践成果，通过将儿童数学和思维游戏
有机结合，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数学。

同时，“何秋光儿童数学思维训练
大讲堂”将继续推进全国巡讲，同款教
育软件也于近期上线。

自此，“何秋光思维训练”丛书开启
了图书出版、线下课程培训、线上教育
软件三方联动的出版营销新格局。

（冯永亮）

《中国百年老校Ⅰ》出版
本报讯 由中国老教授协会编审

委员会精心编著的《中国百年老校Ⅰ》一
书，近日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百年老校Ⅰ》精选了北京、上
海、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陕
西等地的百年老校， 反映了这些学校与
时俱进的先进教育思想， 引领时代潮流
的办学历程，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荟萃
了这些学校百年来的教育教学经验，教
科研成果，优秀教师的风采，以及培养的
杰出人才。

历经百年而不衰的中小学，必有其
不可替代的价值，有其独特的文化。 这
些学校是一部中国普通基础教育发展
进程史的缩影。 阅读这些百年老校，就
是在继承前人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晓雄）

《军经》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华兵学创新论

坛暨巴湘军事哲学论著《军经》出版座
谈会”在北京举行。 巴湘，知名文化学
者，“湘子”经学创始人。 作为“湘子”经
学系列之一的《军经》，是一部重新阐释
兵学的探索之作，论述了兵学的原初与
内涵。

据悉， 巴湘的最新法学论著 《法
经》，将于近期出版。 （冯永亮）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 ，不必
焦急，他们都有各自的花期。 ”近日，我
偶然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同样滋味的话
虽然也见过不少，但联想起邻居孩子的
经历，心中有些思虑。

邻家独子 ，自小聪慧 ，两三岁时便
能背唐诗几十首。 邻居得意，常常让孩
子在邻里面前将所会诗句统统背诵一
遍，其中不免有炫耀的意味。 其后更为
孩子报早教、少儿奥数、英语、作文补习
班等。 遗憾的是，近日回家，我听说那孩
子上了初中便读不进去书，毕业便去外
地打工了。

伤仲永般的唏嘘过后，作为教师的
我不禁思索 ： 我们会与一颗颗种子相
遇，而从一颗小小的籽粒到一朵花一只
果，这颗种子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 作

为育种者的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
和方式去参与这一过程呢？

阅读吴蓓撰写的 《请让我慢慢长
大———亲历华福德教育 》 给了我一丝
启迪。

作者在书中说“现代的教育就像化
学农业，给植物各种化肥促长，一年长成
的植物，在化肥的作用下 ，三个月就长
熟，但它们的根、茎、叶健康吗？ 有谁关
心过它们真正的需要？ 有谁知道它们的
痛苦？ 我们只看到孩子考试多少分数，
却不知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赋
予了孩子太多的希望与梦想，按自己臆
想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最终导致了儿童
负担过重这一社会问题。

针对这样的弊病，华德福提出了另
外一种教育方法。

华德福强调顺其自然地教育孩子，
强调教师与孩子共同成长， 让孩子从生
活、交往、劳动 、活动和游戏中 ，获取知
识。同时，比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孩
子对人类、自然的感情，强调孩子人性与
人格的发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但是，目前在校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坐
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课，他们既缺少与教师
的交流，也缺少与同伴的交流。 而华德福
认为学校的公共场合，如餐厅、休息室、走
廊等，应比教室的地位重要，即人的自由
交流空间比课堂学习的空间更重要。

于是，他们教学生学做针线活、木匠
活、编织、照顾植物、做饭菜等。 在华德
福学校，厨房都是敞开的，学生随时可以
进去；“老师必须每天擦灰尘、 扫地、收
拾、拖地，让孩子看到老师的日常劳动，

这样孩子才会模仿， 才会有要做事情的
动力……”“老师做事时， 要创造一览无
遗的工作过程， 让孩子随时轻易加入进
来，并且要保持平静的心情进行工作。 ”
为什么一定要教师保持平静的心情呢？
因为华德福相信， 孩子会模仿教师怒气
冲冲的样子。

此书，会让所有对中国教育有期许的
人感到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
是自然的赐予， 我们应当为他们松土施
肥，悉心照料，然后保有足够的耐心和信
心，等待他们自然而然地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给予适度帮助，但要小心翼翼，不打
乱他们成长的自然节律，这才是我们约会
一颗种子的得体方式。 就像托尔斯泰说
的，所有美好事物的成长都是缓慢的。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襄垣县一中）

约会一颗种子
筅 心香一瓣

□ 张燕峰

□ 杨旭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