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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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关于女孩的亲密谈话
□ 岳晶霞

学思习行·廊坊一中

校园里, 每当看到孩子们三五成群结伴嬉
戏的身影时，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羡慕。 这是
多么好的年纪！

当然，这其中也偶尔可以看见两两出行的
男生女生，并不逾矩，只是彼此的眼神里充满
了欣赏与爱意。 有人说，这是“早恋”，然而在我
看来，恋爱不分年纪。 “早恋”一词明显带有长
辈一方的否定性感情色彩，实际上，据相关机
构调查显示，在中学阶段没有发生过感情的人
很少。 因此，无论家长如何粗暴制止，学校如何
三令五申，仍旧无法有效“遏制”。

虽然不必制止，但看着一些孩子因为感情
上的问题而情绪不稳定，作为教师不能袖手旁
观。 相较于男生，女生在处理感情问题上更容
易情绪化，也更加敏感。 因此，我们几位女教师
决定跟所有高三女生来一次“女人间”的亲密
谈话。

经过近一周的共同“备课”、精心准备，在
一个明媚的下午，我们请各班男生到操场上去
锻炼身体，把女生们留在了教室，然后两两班
组合，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

“做自尊、可爱、美丽的女生”是这次交流
的主题。 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音乐，我们向学生
展示了这样一段文字：能成为太阳，就不做月
亮；能成为月亮，就不做星星；能成为大树，就
不做灌木；能成为灌木，就不做小草。 随后，我
们出示了近 6 年的高考统计，统计显示各省市
高考状元中女性占到 50%以上。 在如今的社会
职业中，女性担任高层管理者的曲线也在直线
上升。

看着这些激动人心的数据，女生们讨论起
来，有些人甚至开始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 也
有女生提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这样优
秀的女强人，在家全职也很好。 ”我们对此做出
了肯定。 有的教师说：“当然，人生有不同的选
择。 但是无论你的职业选择如何，我们都要成
为最好的自己，而不要依赖他人的帮助。 ”接下
来，我们又向女生们出示了在第九届全国妇女
代表大会提出的“可爱的新女性”的概念，并请
学生谈一谈对新女性的理解。 有人说：“新女性
不应只是在厨房中快乐的小女人，她应该是走
钢丝的能手，善于在家庭和事业间寻求平衡。 ”
还有人说：“新女性应该是知识型、 学习型的。
自信、从容、美丽，活出真我！ ”

女孩们热烈鼓掌，从女生们的表情和神态
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她们听进去了。

随着交流的进行，我们轻声问：“你们有过
喜欢的男生吗？ ”不少女生轻轻点头。 “爱情是
幸福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作为女性，你
们有着漫长的人生。 处理一段感情，不要只关
注当下的感受，更要把它放在你的人生中去评
估，这份感情是否值得付出。 ”说到这里，一个
女生站起来说：“老师，感谢您的这番话。 我曾
经为了一段暗恋的感情彷徨纠结过， 现在想
来，倘若把这份感情放在我的人生中，它就变
得微不足道了。 我要成为自信、自强的女生，为
自己的人生负责。 ”

说到这里，我们的眼角也湿润了。 教育需
要爱，也需要智慧。 男孩女孩间的那些事儿，那
些渴望、爱慕，那些烦恼、忧伤，都是青春的必
然，教师的责任便是用爱和智慧将那些“剪不
断理还乱”的情绪转化成成长的营养，促使青
春绽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廊坊一中）

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坐在办公桌前批改学
生的作文。 曾几何时，我把这项语文教师独有的
工作定义为痛并快乐的事情。 在文字中，我可以
与学生的心灵近距离接触， 从他们真实的表达
中收获成长的感动。 因此从初一起，我便要求这
一届学生每天练笔。

初三下半学期，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我让
他们暂停了每天的随笔练习， 只保留每周一次
的作文训练。 可是不知为什么，随着中考临近，
在评改学生作文时， 我的心情愈来愈像风潮过
后的海面平静无澜了。 眼前一亮的作文越来越
少。 是他们写得不好吗？ 不，他们努力记住各种
作文写作的技巧并运用娴熟， 碰到熟练的题目
时， 有些学生的作文甚至可以被收录进优秀作
文选。 但我此时却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

很快，又迎来了一次作文评改。 这次的题目
是《那一刻，我流泪了》。 不出所料，我读到许多
学生为母亲递的一杯牛奶而感动万分， 若干个
“我” 在努力付出后获得优异成绩时喜极而泣。
相似的题材、语句使我的欣赏神经麻木了。 评阅
了若干篇作文后，我的眼角还是干干的。 我的心
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下一篇是小 W 的作文。 小 W 是个让我欢
喜让我忧的学生， 他成绩中等， 聪明但不太勤
奋，总有自己的想法。 读到他的作文时，本想草
草翻过，却不想竟被深深地触动了。 他在作文中
这样写道：

望着路两旁依次亮起的路灯， 我又陷入了
沉思。 过了一会儿，我问身边的朋友小涛：“你要
是这路灯， 你愿做最亮的一盏， 还是最暗的一
盏？ ”他说：“我愿做最普通的一盏，因为最亮的
一盏最容易坏，最暗的一盏最容易被换掉。 ”我
摇了摇头说：“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想做最亮
的一盏。 ”

……
学校提优课安排表出来了， 我被划成了 B

类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最近一段我学习很
努力，老师们都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正当我雄
心勃勃准备冲刺时，这个名单将我“成为最亮的
一盏灯” 的梦想彻底击碎了……那个晚上我躺
在床上，泪顺着我的眼角无声的滑下来。

读到小 W 落泪的刹那,我的眼角湿润了。且
不说学校这样划分学生层次是否合理， 也不说
深深刺痛他自尊的力量多么无情， 单单是我自
己这段时间的作文教学方式就让我懊悔不已。
这才是真实的眼泪，是从心底流出的，而不是人
工制造的！

半年来，我要求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从五
个不同的方面准备中考作文。 我还“勤快”地给
各种作文进行分类， 诸如 “奋斗类”、“奉献类”
等；指导学生写作时也尝试总结“写作模式”，比
如“片段拼贴”、“立意高远”等；如果学生有一两
篇得意之作， 便鼓励他们以此为蓝本应对不同
题目反复写。 在此过程中，我分明感到了某些学
生并不买账，但多数学生还是认同了我的“考场
八股文”的训练。

随着时间推移， 训练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我却有些惴惴不安，我知道自己正在离提
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正是那么多
作文不能真正打动我的原因。 对成绩的追逐蒙蔽
了我，使我不再关注学生真实的想法和朴素的真
情，小 W 的作文给我敲响了警钟，他的泪水让我
懂得了任何工作都没有捷径， 作文教学更是如
此。 真实和真诚永远是作文教学的生命！

剩下的时间，我将把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
不再“禁锢”他们的思维，不再束缚他们想象的
翅膀，期待再次与他们的心灵亲密接触。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通州区次渠中学）

那一刻，我流泪了

每当忆及心中的好教师， 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
在小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位老师， 他也是最令我敬佩
的同事———刁庆勤。 他是我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教语
文。 那时的他 40 岁出头，一年四季总喜欢穿着一件
蓝色的旧中山装，朴素而简约。 正如他的穿着一样，
他的笑容也是那么质朴和真诚 。 当我们调皮闯下
“祸”时，他并不像其他教师那样摆出怒发冲冠、横眉
斥责的姿态， 而是满面笑容地耐心听我们辩解和申
诉。 在调查了解情况之后，他也不急着表态，而是笑
着摸摸我们的头，这笑容饱含着信任和宽容，让所有
的矛盾都烟消云散。

对我个人而言， 刁老师给予的关爱更加难忘。
五年级下学期，那时候自行车已经走进了不少农村
家庭，公路上、村子边时时看到大人、小孩学骑自行
车的场景。 我因在一次暮色中“练车”被别人撞断了
左腿，在家卧床治疗。 当时离毕业考试（小升初）不
到两个月，父母担心我的学业会落下，因而焦急万
分。 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刁老师犹如及时雨一样，他
和数学老师一起每日按时到家给我补课，不停地给
我打气，鼓励我坚强地面对挫折。 两个月后，我以优
异的成绩考上了沈高初中，那时，我最想感谢的就
是这两位老师。

后来，当我师范毕业分配到母校任教时，得知刁

老师已经调到一个农村教学点工作。 那个教学点学
生少，只有两个教师，几间破瓦房和几十张破桌凳。
这个差点被撤并的教学点面临严重的师资不足问
题。两个教师中的一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还需补充
一个教师。 校舍破旧，条件简陋，路途遥远，有谁会愿
意去呢？ 刁老师主动请缨，要求调至教学点工作。 他
的这一举动在当时轰动了全镇， 成了教师们茶余饭
后的“谈资”。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爱表现，想“出风
头”。 面对同事们的种种评论，他依旧只是笑笑，并不
在意。

就这样，刁老师来到了五一村教学点。 看着破旧
的桌椅， 摇摇欲坠的校舍， 他决定带头捐款修缮校
舍。 他的行动感动了全村人， 村民们也纷纷捐资捐
物。 暑假期间，刁老师带领村民们换屋顶，刷墙壁，铺
地面，平操场，清杂物……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几间
崭新的校舍呈现在孩子们眼前。竣工的那一天，村民
们买来鞭炮庆祝，孩子们开心极了，仿佛过节一样。
而此时的刁老师由于长时间冒着烈日劳作， 身体累
垮了，硬是被村民们“请”进了卫生院进行治疗。 躺在
病床上打点滴的他，依然时时关心着他的教学点。

在五一村教学点工作的 5 年， 刁老师兼教多门
学科，坚持复式班教学，工作量严重超负荷。 在他的
不懈努力下， 教学点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镇学校的

前列，学生的成绩在全镇也处于领先地位。 村民们都
为有这样的教学点和这样的好教师而骄傲， 谈及刁
庆勤老师无不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

后来，因为生源极少，五一村教学点停办，刁老
师调到了镇中心小学工作。 在后勤岗位上，刁老师依
旧干得“风生水起”。 每学年他负责的课本、图书运送
和分发管理工作毫无差错， 为一线教学提供了优质
的服务和充分的保障。 教室的电灯坏了，他是“电工”
查线路、换电灯；教室的黑板剥漆了，他是“漆匠”买
涂料、刷黑板；教室的门窗桌椅坏了，他是“木匠”买
木料，巧修补；学校的水龙头坏了，他是“水管工”进
行维修；校园的花草树木疯长了，他又是“花工”修枝
条、剪枯叶……每学年下来，刁老师都为学校节省用
工、材料等费用近万元。

今年暑假，在学校财务室，我遇见了已经退休 8
年的刁老师。 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依然保持着那
份憨厚的笑容，朴实而温暖。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亲
切地对我说：“庆军，你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
要努力工作， 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沈高教育做贡
献……” 我使劲地点头， 我懂得刁老师这番话的分
量，因为刁老师在用行动给我做出榜样，我也默默地
告诫自己“唯有更加努力方才对得起这份期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沈高中心小学）

他用行动树立榜样

□ 宋庆军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代课是件美差事
我目前工作的学校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虽

说师资没有紧张到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状况，但教师
们的课务却也着实不算轻松。 所以，一旦有同事请
假，大家就会很紧张，生怕代课任务安排到自己头
上，毕竟，加上原有的课务，一天时间就如同一个五
集连播了。自打负责学校教务之后，面对类似情形，
我总是左右为难，如何将任务妥善分配真的不是件
容易事儿：张三老师今日课程已经够多，再摊派上
去真是于心不忍； 李四老师的课表上虽有一个空，
可他并没任教这个年级，再说他的教学风格进高年
级的话会有点困难。 权衡再三，在没有两全其美的
情况下，只好对自己说：“自己上吧！ ”一学期下来，
代课节数总遥遥领先于同事，这种情况至今已有数
年，而我也逐渐感到，代课其实是件美差事。

多代课为我塑造了任劳任怨的形象。对于代课
是件美差事的说法，其他教师很难认同，所以最初
安排代课颇有“求爷爷告奶奶”的味道。 所谓“喊破
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校务公开栏的统计表上清晰
地显示了我代课节数的增长，加之我到不同的班级
代课从不敷衍，这一切均被同事们看在眼里。 数周
之后，当一些代课任务不得不安排到其他教师身上
时，我发现同事们已不再推脱，推而广之到其他工
作安排，也是如此！

多代课还拉近了我与学生的距离。 有的教师
临走前会安排学习任务， 此时代课的我便承担辅
导的责任，语文我不怕，数学难不倒，调皮学生出
馊主意，拿个英语单词来考我，我便将错就错带他
们去查词典，结果在学生的眼中，王老师“真是神
了”。 更多时候，因为教师临时走得匆忙，前往代课
的我就得自行安排内容。 我最擅长的是高年级班
会，借着胡侃神聊的机会，将学习体会与做人的感
悟跟学生探讨，学生终于发出了“多接触才发现外
表严肃的王老师拥有一颗热情的心”的感叹。 而到
一些比较“黏糊”的班级，我就做课外读物的使者，
安排他们读书或听书， 以至于有一名同事的孩子
总是在饭桌上期待地问她：“妈妈， 王老师什么时
候再来给我们代课啊？ ”

众所周知，学生“亲其师”，才会“信其道”，能被
更多的学生接纳，是很多教师的理想。 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多代课，让我被更多的学生所了解和熟
知，行走在校园，“王老师好”的招呼声日益增多。

在学校，临时代课通常都是额外的任务，所以
代课是件苦差事， 但额外的付出带来的往往又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从这个角度看，代课不失为一件
美差事，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梓山完小）

□ 张 娜

我的“不乖”学生 突破与创新

□ 高东艳
教育故事 从讲述中捡拾智慧

□ 王辉庆

且行且思 一路前行

不完美的绚烂
伴着悦耳的铃声 ，我拿着课本走向教室 ，远

远地，看到了在走廊转角处探出的小脑袋。 我笑
着迎上去， 伸出手拉起了那柔软的小手 ，“你又
来接我了？ ”

“嗯，我来接你上课。 ”轩顺手拿过了我的课本。
“下次上课能不能在教室里安心等着老师啊？ ”
“好！ ”
于是，我松开手勾起了小手指，聪明的轩也伸

出了小手指，“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哈哈。 ”
我和轩开心地走进了教室。

好奇是孩子的天性。 “老师，你和轩说什么了？
你们怎么那么开心啊？ ”其他孩子羡慕地问道。 我
看了轩一眼，故作神秘地说：“这是我俩的小秘密，
不告诉任何人。 ”轩眯着小眼睛不住地点头“嗯，
嗯！ 谁都不能说。 ”

这节课，我带领孩子们一起学习《月亮船》，这
是一首 3/4 拍子的歌曲，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有时会把握不住三拍子的节奏。 这时，轩突然说：
“老师，我会唱。 ”这可真是破天荒，他是第一次这
么主动。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示意大家都安
静下来。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
尖……”虽然轩唱的并不是特别动听，但我觉得已
经足够了，不由附和着打起了节奏，接着，班里所
有孩子都一起唱了起来，那情景很美，很美……

这节课似乎格外短暂，下课时，我拿着课本准
备离去，可爱的轩竟然又跑到我身边，勾了一下我
的小手指，然后趴在门口看着我离开的背影。虽然
是一束小小的注视目光， 我却感觉是那样的幸福
与温暖，不觉间我想起了曾经……

那是一次上课路上， 看到蹲在地上捻着棋子
玩的轩，我厉声呵道：“轩，没听到打铃吗？ 赶紧回
教室上课！ ”轩也不看我，只是不动声色地走在我
的前面。 在我的课上，轩总是不认真，一会儿动动
同桌的书本，一会儿又戳戳前边的同学，引得大家

告状不断；一会儿，他竟又折了个飞机，哈一口气，
然后使劲放飞，引发一场哄笑。 一次次的呵斥，似
乎对这个小小的孩童不起一点作用，有时看着轩，
我只能无奈感叹。

可也奇怪，每次音乐课前，轩总是在走廊里或
玩着小棋子或来回走着，好像是专门等我。 于是，
有一次我放慢了步子，放低了声音：“轩，你是不是
专门来等老师的？ ”他也不说话，只是笑笑，然后跑
回教室。 我突然发觉，他在课上做的那些事情或许
只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孩子多么可爱啊，这就是
他爱的表达吧！ 我也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既欣喜
又感动。 我庆幸没有一直对他训斥苛责，庆幸学会
了蹲下身子靠近孩子， 更庆幸自己终于发现了孩
子小小举动背后的小秘密……

从此， 我和轩的小约定一直在相视的微笑中，
他等我时，我便牵起他的手。渐渐地，我们似乎有了
一种心灵的默契与沟通。在刚刚结束的艺术节比赛
中，轩竟然也勇敢地报名参与其中，看着站在台上
有些紧张的他，我在台下微笑着伸出双手“点赞”。
于是，可爱的童音流淌开来，像一朵待放的花蕾，愈
绽还羞，但在我的心里已经美成了一片绚烂。

一个好的教师本身就是一本好的教科书。 他
在孩子身上无时无刻不投射着自己的影子。 课堂
中，孩子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注，不单单是对知识
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心与心的交流。 而这种交流不
仅能够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 也让教师的心跟着
丰盈起来。

因为轩，我也开始留心其他孩子，尤其那些其
他人口中的“顽童”。 他们哪里是“顽皮”，不过想得
到更多关注，他们哪里是“淘气”，不过是想表现自
己……这些看似“不完美”的孩子，只要我们给予
更多的理解与关心，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最绚
烂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垦利县第一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