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筅 教师书架

不如怀念
第一次听到那首歌时，我正穿过大

学校园的花坛到图书馆去。
是钢琴奏出的几个简单音符，清寂

中遥遥地飘来， 然后是磁性的女声，低
沉，柔和，浸润着淡淡的伤感。熟悉的花
木从身边淡去，树叶间闪烁的夕阳碎影
幻化成丛林深处清洌的湖面，湖水一波
一波地从脚底直漫上来。 我的心沉潜，
再沉潜， 感受着不知从何而来的心痛，
晚风中竟落下泪来。

忽然就想起 14 岁时搬家的那个晚
上。 全然陌生的地方，我一个人站在庭
院的暗影里， 仰望着夜幕上黯然的远
星，泪水迷离。 才知道世上的离别是这
般的轻易与无奈。 大人们在屋里忙碌，
似乎十几年的生活在他们心里没留下
任何痕迹。曾经的那座山那片海那些欢
笑，不管多么珍惜，千里之外，我已完完
全全地失去。

而 14 岁之后的日子， 又有多少我
所珍视的却永远被淹没在时光的暗流

里。 便是这一刻，这斜阳，这光影，这花
树下独立着的我，又将不知被抛在哪一
个虚无的角落。 生命，似乎就是在不断
失去的孤寂与伤感中走向终了……

多年之后的一个傍晚，再次听到这
首歌 ， 才 知 道 是 Karen Carpenter 的
《Yesterday Once More》。 初听已惊，再
听仍然。 同样的痴迷，同样的沉静，同样
的淡淡伤感，不同的，心底竟暗暗滋生
出一缕淡远而绵长的温暖。

“But they're back again /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是的，那些幸福的时光，
它们又回来了，像是久无音信的朋友。 那
个庭院暗影里无奈又心痛的女孩，那个呆
立在校园晚风中潸然泪下的女孩，都像是
水面的倒影，时光的风凝滞了，她们一一
清晰起来。

正是这些不曾真正失去的日子！ 每
一次回眸，它们都像是一颗颗星，当所
有过往都沉入记忆的深潭，它们闪烁的
微光却能刺破黑暗，让人温暖。

想起刚进高三时，给孩子们读我写
的文字：九月，这个长满香樟的校园将
不再有你们的身影， 教室门前的小径，
当我走过，不会再有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向我微笑……而如今，真的只剩下我一
个人了，站在他们曾经争抢着跳起摘树
叶的那株香樟树下， 看着那熟悉的教
室，心里竟是暖暖的。

我想起课间站在走廊里， 他们的笑
容在阳光下闪烁又明媚； 想起夜自修结
束前， 他们见我将昙花搬进教室时的惊
呼；想起开公开课时，他们跑到我身边拍
拍我肩膀说“不要紧张”；想起教师节他
们将小学里背诵的课文写在卡片上：“田
野里，开满了几朵小红花，可红了！ 可亮
了！ 多么漂亮的小红花， 我们快去摘下
它。 悄悄地，插在老师的花瓶里。 轻轻说
上一句话：小红花，小红花，请你不要告
诉她。”想起离别前一个孩子的留言：“我
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
忆真美丽。 2011-2014 张硕。 ”

呵 ，2011-2014，时间都去了哪里
了 ？

一个孩子发来短信 ： “既然注定
无法再次拥有 ，不如怀念———你说给
我们听的哦 。 ”是啊 ，我说的 。 是在课
前演讲的点评中 ，还是在向他们推荐
一篇我刚读过的美文时 ，我说 ，就像
溪水流出山涧 ，它汩汩的吟唱是对山
林的怀想 ，波心里的倒影是一路珍藏
的记忆 ；我说 ，就像是校园里的那一
株古树 ， 它和一枚嫩芽的区别就在
于 ，除了生机 ，它还有久远的记忆 ，丰
盈的怀念 ，这份怀念让它长成天地间
的智者 。 我还说过什么 ？ 哦 ，我还说
过 ，能够时时怀念 ，怀念中一遍遍地
重温 ，即便是泪水 ，也可以从中汲取
到浓浓的暖意 。

所以人生并不只是失去，生命的实
质也并非失去的绝望与惊骇。 太多的记
忆可以让我们珍藏，细细怀念……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张家港高级中学）

□ 周 萍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陈宁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
四十六中学语文教师，政教处副主任，
校报责任编辑 ， 校读书会负责人 。
教育人生 16 年，他渐渐从困惑和迷惘
中走出， 倡导将终身阅读作为关注学
生生命成长的理念，并坚定践行。

兴趣爱好：读书、运动。
教育理念：教育是成人之美。
人生格言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

筅 阳光教师

“真爱梦想”行动 73

誗把课堂带入现实， 让孩子
们“去远方”的梦想落地成真。 下
期将与你分享梦想教练计划种子
老师的点滴。

和我一起去远方
□ 刘 煜

今年春天，真爱梦想召集 “去远
方·旅行计划大奖赛”，邀请全国开设
《去远方》课程的班级展开竞赛，选取
优秀的队伍，由真爱梦想资助他们实
现“去远方”的梦想。

七月伏夏，当大家都热得躲在家
里避暑的时候，被选中的队伍兴奋地
离开家，去实践他们用了一个学期规
划出来的旅行路线。

每天，项目组都会收到各种各样
的分享：

“川陕队给孩子们布置了任务 ，
和 3 个陌生人拍照。 ‘财政部长 ’第
一个神速完成， 钟大大和高兴茹勇
敢地和外国旅游团沟通 ， 得到国际
友人奖……小鬼们很开心 ， 准备再
次向下一轮国际友人出发。 ”

“今天在古城墙上，孩子们表现得
很棒喔！ 下午在大唐芙蓉园玩了一把大
人集体失踪，结果孩子自顾自地玩得很
high！唉！孩子们啊，我们怎么收场啊？ ”

找回走回内心的路

项目组向领队老师提出要求：“作
为本次去远方的志愿者， 每天要记得
多对孩子们说几次‘不知道’。 让孩子
们多一些独立思考和执行的机会。 ”

于是，我们收了这些“梦想保镖”
们开心的分享：“四川安县 5 个小鬼
闯西安。 从照片里就可看到同学们是
怎样带着老师游兵马俑的。 从一早到
火车站坐上 8 元的快线，到兴奋于 16
岁以下的少年免票。 从自行决定乘坐
电瓶车前往进入， 到为了省 10 元排
队等候游 5 路返程。 从到同仁堂采购
藿香正气液，到入夜赶制手写的明信
片。5 个小鬼闯西安，让老师们在这次
旅行中真正成为白‘吃’一族！ ”

当然，孩子们也曾在短时间内走
散过，也曾在大城市中迷路。 可是后
来，我们都明白，即便用了一个下午
来寻找那条正确的路（无论是用手机
百度定位，还是询问路人），都要比用
一辈子来寻找路显得有效率。 因此无
论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家长，你用这样
的眼光去看、去想、去听、去观察，让
孩子们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条路，
这个比一切都显得完美和重要。

年轻就应该去远方

中国人旅行，常被诟病为“上车睡
觉，景点拍照，下车撒尿，最后什么也没
得到。 ” 但是现在这一代以 75 后甚至
80 后为主的父母，他们观过世界，也有
着正确的世界观。他们希望无论是自己
还是孩子的旅行， 能够真正地有所思、
有所得，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放开手，我们发现孩子们会更加
幸福。 让我们一起陪伴、见证、鼓励、
赞扬，让“去远方”不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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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

□ 马玉顺

做有思想的教师
———读《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有感

□ 陈心想

捧读茅卫东的新作 《教师职业生涯
十大误区》， 回想自己 20 多年的教育生
活，感同身受，茅卫东揭示的教师职业生
涯中可能出现的十大误区， 我遭遇到的
就有半数以上。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懵懵懂懂之中
曾被教育前辈带进沟里，我对老教师那
些明显违背教育规律的管理法宝亦步
亦趋，结果班级管理弄得一团糟 ，师生
关系降到冰点。 调到一处重点中学后，
在高升学率的旗号下，我又深陷教师苦
教学生苦学的怪圈，也曾因学生考试分
数一度位居前茅而沾沾自喜，以为终于
赢得了师者的成功。高中新课改实行的
初期，为显示自己紧跟形势 ，表现自己
对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改理念的把握，
我不惜把课堂当成了舞台，让花花哨哨
热热闹闹的“满堂问”、“满堂论”绑架了
自己。 随着教育教学新技术的普及，自
己也开设博客注册微博，于是一段时间
内，写博文读博文留评论刷屏幕又成了
追求的目标，与深度阅读与思考渐行渐
远，不自觉中让“伪学习 ”替代了 “真学
习”。 凡此种种的迷失， 耗费了大量精
力，减缓了专业成长的步伐 ，真让人有
不堪回首之感。

阅读茅卫东的著作，结合自身成长
经历，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作为教师，应

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 做一个人格独
立、有思想的教师。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
人的发展 ，培养人 、完善人是教育的应
有之义。按茅卫东的说法，“教育是帮助
学生增长知识，丰富心灵，学会观察，懂
得思考 ，发现问题 ，克服困难 ，乐于分
享，懂得生活 ；教育是帮助学生更好地
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关心社会，热爱自
然。 ”作为助人成长的一种职业，教师若
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人云亦云 ，将自
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让别
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或者趋时逐利，
不顾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一味随大流，
追求轰动效应和凡俗的成功， 那么，号
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与大字不识
一个的睁眼瞎 , 斤斤计较蝇头小利、善
于掺杂使假的无良商贩何异 ？ 果真如
此，教育的尊严何在？教师的威信何在？
这才是学生的不幸 ，教师的不幸 ，也是
教育的不幸。

做有思想的教师，我的理解就是要
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信守教育理想，
坚定专业精神 ，任何情况下 ，都不放弃
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 在成就学生的同
时，也成就自己 。 不必讳言 ，当前形势
下，缺乏独立人格在教师群体中是一种
普遍现象 ，但正是这样 ，做有思想的教
师才更显可贵。 设若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师职业生涯中
的十大误区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正如茅
卫东分析所说 ，“如果我们对学生说的

每一句话， 给学生布置的每一个任务，
自己写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出于
自己真诚的思考 ，那么 ，我们就不容易
被忽悠，也不会总是期待同行提供现成
的、 具体的答案……从这个角度说，一
个没有自己教育思想的教师不是一个
合格的教师 ，一个只会唯命是从 、亦步
亦趋的教师甚至都不配 ‘教师 ’这两个
字 ，因为这就是典型的 ‘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那么 ， 怎样才能成为有思想的教
师？ 茅卫东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读出
自己的思想来 ”———少喝点 “心灵鸡
汤”、多读些经典、通过开放的阅读建立
自己的思想。 这与我的经历也有相似之
处 ，我遭遇文章开头那些误区时 ，也是
通过大量的阅读 ， 让自己走出小我天
地，站在更高的平台上以更加平和的心
态审视教育，审视学生。 我很赞赏茅卫
东对教师成长的观点，他说：“所谓教师
的成长就是通过阅读和实践最终形成
自己的教育教学主张”，“教师的阅读应
该是主动与他人对话，是为了在别人思
想的帮助下拥有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在
精神上站起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配称
为‘教师’”。 借用茅卫东这段话，与广大
教师同行共勉！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朐第一中学）

筅 阅读手札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 天地是一个
潜藏丰富智慧的大课堂。 我们比较熟悉
的是，牛顿从苹果落地获得启发 ，提出
了万有引力定律。 其实，即使是观云听
风，依然可以给人开悟和创作灵感的契
机。 中国古人就是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中获取知识和智慧的。 旅美华人，著名
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在 《景与声 ：一个回
忆》里，给我们讲述了一些自己从天地
大课堂里，通过观看云彩的变幻和谛听
高峰的山风等，启发了他后来的音乐创
作的故事。

周文中先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 与音乐大师埃德加·瓦雷兹亦师
亦友，其作品曾获得洛克菲勒文艺奖等
多项大奖，1982 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
院终身院士，代表作有管弦乐曲 《花月
正春风 》、《山水 》、《花落知多少 》、《渔
歌》以及钢琴曲《阳关三叠》等。

周文中先生在少年时期，常常躺在
草地上目视天上的云，为云彩慢慢地聚

集和变幻的情景所着迷， 还曾因此被父
亲误解为偷懒而遭到斥责。那时的他，并
没有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中国画家、书法
家惯于学习艺术的方法”。 他上大学，是
在桂林城外一处破损的花园里， 那里的
环境仿佛中国的山水画。 在日军轰炸的
间隙， 他自己找到一些乐子，“日落的时
候，我坐在校园里的桥栏杆上，能够一连
几个小时看着木樨树上色彩的变幻及其
在水上飘动的影子”。 这种变幻的意境，
后来都成了灵感来源， 体现在了他的音
乐创作里。

除了观察云彩和树影的变幻 ，他
还十分留意大自然的风之声。 抗日战争
时期 ，他跟着一群年轻人逃难 ，要穿过
日本敌占区 ， 在翻越浙江省的天台山
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在被山峰和松
树划破了的白云之上。 我被从四面八方
呼啸而来的风声所征服。 没有迷人的旋
律，没有甜美的和声 ，也没有波浪起伏
的复调，但却有着纯洁高尚的音乐———

也许就是老子 、 庄子喜欢的那种音乐
吧”。 这种声音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也如同观看的云，融入到后来的音乐创
作中。 观云听风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
到自己后来会从事音乐创作，而这些云
的变幻和风的自然之声会启发多年后
音乐创作世界的灵感。

在学习生活中， 在自然的环境这个
天地大课堂里， 似乎随时都有周文中先
生可以学习的地方。 逃到湖南大后方的
时候，没有学习条件，周文中只有父亲的
一些诗集， 于是，“我常在一个能看到一
些香蕉树的窗户边读书， 并聆听雨水滴
落在树叶上的声音。那时，我意识到这就
是东方尚未遇到西方之前， 许多中国诗
人所做的。 因此我学着中国艺术家的传
统做法， 第一次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
‘听风山人’”。

不管是天上的云、山间的风，还是窗
外的雨， 都成了周文中先生艺术学习的
老师，成了后来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正

是周先生这种东方美学和哲学的思想积
淀， 才成就了他这位把中西音乐结合在
一起的杰出华人作曲家， 使他与建筑学
家贝聿铭齐名， 成为美国华人中令人骄
傲的艺术大师。

《景与声：一个回忆》收录在纪念周
文中先生 90 华诞的《汇流：周文中音乐
文集》中（2013，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由青年作曲家梁雷主编。 而梁雷先生与
周先生一样， 也是注意从天地大课堂吸
取智慧的音乐家。比如，他念书的时候曾
在纽约一家佛寺学习禅修。一天晚上，当
他独自在湖边散步时， 忽然看到水面上
有一个 “V”字形在漂浮扩展 ，原来那是
一只水獭在月光下游泳。 这个现象启发
了他察看自己与声音的关系———“在我
谱写的音符下面， 总隐藏着一种幽深的
无声， 音乐是我试图通过声音在无声的
水面上书写我思想的痕迹”。

（作者单位系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
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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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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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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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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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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教师生活周刊征稿

筅 听 音

我喜欢站在树林里，静静聆听溪水
潺潺的声音。

30 年前，我 7 岁。 家门前有一条小
溪， 溪水是从老屋旁的古井里溢出来
的，涓涓细流，线珠儿一样的泉水缓缓
徐行，在茂密的林间，勾勒出一条美丽
的曲线。 如果说炊烟是故乡天上飘逸的
活物，小溪则是故乡地上沸腾的血液。

平日里，小溪是优雅文静的，她是
村庄羞涩的少女。 倘若你不处身林间，
就无法看到她的尊容； 即使在林间，你
不低身附耳、凝神静气，也无法感觉到
她的心跳、她的呼吸，只能看到她在默
默地流淌。

雨后，尤其是暴雨过后，山乡是属
于小溪的；也只有雨后，小溪才显得风
姿绰约，浓烈奔放。 小溪从林间涌出，跃
动着灵活婀娜的身姿，随山而下，将激
情肆意挥洒。 火热的舞蹈中，搏击出清
脆澎湃的涛声，和着风声，树叶哗啦啦

的响声，鸟鸣声，蛙叫声，母亲洗衣时棒
槌砰砰的拍打声……整个林间，变成了
一个酷炫迤逦的交响乐团。 雨后，小溪
是村庄妖娆的舞女，煽情的歌女。

我是小溪流最忠实的顾客。 母亲
洗衣服的时候，每每叫上我，母亲扛一
篮子衣服，我提着小棒槌，像小溪一样
欢快地在林间穿梭 。 小溪里没有鱼 、
虾、蟹等孩子们喜爱的小动物，只有一
些连母亲也叫不出名字、 脏且丑陋无
比的怪虫。 母亲在溪水深处时捶时搓，
我就在溪水的浅处捞啊、找啊，看各种
怪虫的模样，间或逗逗它们消磨时间。
玩够了， 更多的时候， 我就站在小溪
旁，边欣赏母亲在溪水里洗涤岁月，边
聆听风吹流水潺潺、 鸟打树叶啾啾的
妙曲。 久而久之， 我竟养成了一种习
惯，一种嗜好，隔三岔五地不去小溪旁
晃悠，听不到溪水潺潺的声响，总觉得
心里空空的。

20 年前，我去林间听溪，小溪依依，
风声水声鸟声树叶声， 径直闯入耳来。
溪水里，母亲似乎还在，一捶一搓、一俯
一仰、一颦一笑的姿态清晰可辨，只是
棒槌翻飞的砰砰声隐隐传来， 那么飘
忽，那么悠远，寻找不到，却总在耳边萦
萦回绕。 林间听溪，我听到了“十年生死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忧伤。 斯人
已逝，幽思长存，小溪是村庄日夜怀想
的慈母。

10 年前，我去林间听溪，携红裙绿
袖，挽脉脉清溪。 晶莹清澈、细腻缠绵的
溪水，见证了我与这个名如其人的叫丽
的女孩儿相约牵手。 山风习习，月光嫣
嫣，溪水涟涟。 旷怡的山风哟，红了山
花，绿了浓荫，黄了秋菊，白了腊梅；幽
邃的月光哟，迷了玉兔，醉了吴刚，痴了
嫦娥；流连的溪水哟，惊了怪虫，痒了细
石，润了青草，湿了脚印。 溪水相伴，丛
林相拥，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林间

听溪，我听到了《乡村爱情》的淳朴、温
馨与浪漫。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小溪是
村庄生死相依的伴侣。

而今，我正值中年，去林间听溪。 身
边，妞妞如一朵娇嫩的花蕾，好奇地享
受着自然的情趣与天伦，她一会儿在清
溪里看虫戏水摸石头，一会儿在小树下
听鸟追雀捉迷藏，一会儿到田野中摘花
赏蜂赶蝴蝶，一会儿去地头上吃山黄瓜
逗猫咪摆弄稻草人……我呢，像呵护星
星一样在后面跟着跳啊，跑啊，唱啊，笑
啊。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 30 年前的我，来
自天然，美在快乐！ 林间听溪，我听到了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的亲切呼
喊。 心若在，梦就在，小溪是村庄永恒的
希望。

林间听溪，卅年回转；烟火岁月，凤
凰涅槃；情洒爱河，魂落故山。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紫金镇
中心学校）

林间听溪
筅 趣味生活

□ 刘堂刚

准教师的教育故事（五）

筅专栏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128）

接受顶岗实习教师的教育行政部
门，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根据当地实
际，创新思路，勇于探索，形成了一整套
各具特色的工作模式，从多个维度促进
准教师们华丽转身。

河北省邢台市所属的南宫市是第
一批参与河北师大顶岗实习与置换培
训研修工作的县市。 全市已有包括初
中、职中在内的 8 所学校经常性参与，
几年来， 共接受实习学生近 1000 名。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他们探索出了
“双线 、共育 、五步流程 ”的工作方法 。
双线，即围绕顶岗实习的两大任务（教
学岗位实习和学生管理岗位实习 ）展
开工作。 共育，即河北师大和所在学校
联合育人。 在此基础上， 实施 “五步

走”：第一步，岗前培训，准教师职业准
备；第二步，见习顶岗，学中做阶段；第
三步，实习顶岗，做中学阶段；第四步，
独立顶岗 ，学做合一阶段 ；第五步 ，完
善提高阶段。

廊坊市大城县教育局则提出“用实
践智慧滋养实习生涯”。 他们通过岗前
培训，为实习学生点亮一盏“心灯”。 这
盏“心灯”就是基于“生本、课程、研究、
精进”意识之下的“生命、服务、差异意
识 ”、“课标 、教材 、课堂意识 ”以及 “教
研、科研、写作意识”，等等。 通过这些举
措，使实习生们一走上讲台就被现代教
育教学的核心理念所武装，避免走上工
作岗位之后再走弯路。 同时，大城县教
育局还通过不间断地听课评课，帮助准
教师们理清思路，从而知道“现代课堂
是什么”。 通过点点滴滴的对话、交流、
分享，准教师们的教育理念慢慢转变过
来，他们认识到教育是“慢的艺术”，从
而校正了自己的未来从教之路。 此外，
大城县教育局还从“个别指导，助准教
师提升一点技能”和“名师采访，给准教

师指引一条路径”等方面，最大限度地
施加影响，使得这些准教师们在多种实
践智慧的滋补下，能够“化茧成蝶”，华
丽转身。

从一些准教师们在微信、博客上展
示的“心路历程”，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刚走上岗位 ， 他们是如此稚嫩 。
“昨天上午刚上完公开课，下午就开始
评课。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把我自认为失误的地方或者不到位的
情况列举了 5 条， 指导老师让我作总
结的时候， 我就把这 5 条如数念下来
了 ：第一 ，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拖堂 ，
时间问题 ；第二 ，依旧还是时间问题 ，
要讲的内容时间分配上不恰当；第三，
内容有点空，不充实；第四，声音太平，
没有起伏变化 ， 容易把学生讲睡 ；第
五，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小组
讨论只停留在表面形式， 没有达到实
际效果。 我还没说完， 指导老师就笑
了 ，连连摆手说 ‘不用太客气 ，不是让
你过来做检讨的’， 所有老师都笑了。
整个评课的过程都很轻松愉快， 跟我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仅仅两个月，准教师们的理念和行

为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期待已久的‘九
中好声音’ 歌手大赛终于拉开了帷幕，
而我竟然当上了评委。 深情的《父亲》、
豪情壮志的《谁是真英雄》……我深切
地感到，每个人都是人才，只是每个人
的特长不一样罢了。 你学习好，是好学
生，我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学生？ 许多学
生需要鼓励，让她们尽量发挥自己的潜
能，尽可能多展示自己。 台上的一位小
女孩吸引了我。 校长介绍说，她先天发
育不良，个头不算高，一个肩高，一个肩
低，但是她的成绩很好，唱歌也非常好
听，最大的优点就是勇敢与自信。 现在，
大部分的导演喜欢长得俊美的演员，大
部分的老师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但
却忽略了某些学生的优点。 经过这次歌
唱比赛， 我懂得了当老师真正应该做
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位学生，因为他
们都是人才。 ”

看着这些准教师们所袒露的心声，
我也深深地为他们的转变而感到欣慰。

《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
茅卫东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透过书房， 我看到窗前的一棵树，
葱绿的金合欢树。 以前，在乡下我没有
瞧见过这么美的树，那里只有满山的杉
树、藤蔓，还有和煦的清风，伴我度过童
年自由时光。

校园里也有这样的树， 我却总是
熟视无睹， 直到朋友告诉我这是金合
欢树，我才恍然大悟。 原以为金合欢树
只是生长在广袤的草原，一片高草中，
一两棵金合欢树伫立其间，安详静谧，
让疲倦的人可以倚在下面， 消释满身
的尘土。

明媚的夏天，金合欢树似乎也绽开
笑脸，在楼上眺望远空，我突然发现金

合欢树树顶似乎戴了帽子，黄中带红的
花儿正肆意地绽放着，开得那么优雅动
人。 不知是来自地底的温暖，还是积蓄
了一个冬天的力量？ 嫩绿的树顶上，有
着让人欢欣的惊喜。 毛茸茸的花朵，在
单调的绿意中涂上一片金黄，几只倦飞
的麻雀在枝头停歇。

午后 ，我起床 ，走在树下 ，可以看
到一片片小扇子一样的绿叶， 似乎在
窃窃私语，柔和恬静。 远方的太阳，仿
佛一个天真的小孩， 阳光在叶子和花
蕊间调皮地舞蹈 ，跳跃着 ，让人沉醉 。
心底的浮躁也一扫而光。 有人说过，人
生最大的幸福来自于精神的愉悦和宁

静，可俗世忙忙碌碌的穿行，让我们泯
灭了很多乐趣。

一朵花 ，一株绿树 ，一只飞鸟 ，它
们兀自开放，兀自生长。 它们不必理会
周遭的悲喜，也不要多少痛苦的回忆，
直至活到老耄， 活在大自然的天荒地
老中。

没理由的，我们开始羡慕一棵树的
生活，伴清风明月，它们享受春意融融，
盛夏蓬勃，秋果累累，冬之风韵。 但尘世
中的人呢，常常是生活在一间间灰尘密
布的府邸中， 沿袭陈旧的足迹踟蹰前
行，看不到多少光耀，也寻觅不到往昔
的快乐。

金合欢树上的那一丛花蕊，摇曳生
姿，似乎在微笑。 它们给古老的房子带
来一抹光照，经历夏的温情后，焕发着
些许生机，照亮了屋里的角落。

树下有来来往往的人群， 很少有
人驻足去看这些美丽的花儿。 他们不
会想到身旁有如此孜孜不倦生长的金
合欢树， 如果看到树顶的那些金红璀
璨的花儿， 也许会给他们注入一些振
奋吧。 走到这里，我停下脚步，对身边
的孩子们说：“看看吧， 多么可爱的花
儿！ ”沐浴在花树下，我们挽留住了树
影下斑驳的阳光。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县松雅湖中学）

金合欢树上的笑
筅 物 语

□ 彭 湘

《叶圣陶教育演讲》
叶圣陶 著 王木春 选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 书 精 选
的 32 篇 教 育
演讲 ， 几乎涵
盖了叶圣陶一
生关于教育的
全 部 思 考 ， 饱
含着一代教育
大师对教育的
眷 爱 与 忧 思 ，
集中体现了他
的育人智慧和
思想境界 。 他

的演讲风格平易近人，要言不烦，读来
别有味道， 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民
国大家风范。 时至今日，叶圣陶先生的
教育智慧仍闪耀着令人惊叹的光芒 ，
我们能从他当年精彩的演讲中受到感
召， 且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隔空传来
的声音。

《民国先生》
马建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近年来
的民国热中 ，
民国教育也一
度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 马
建 强 编 著 的
《民国先生》以
扎实的史料功
夫， 流畅优美
的文字， 再现
了近代教育家
和知识分子不
为 人 知 的 风

采、情意、抱负与挣扎。 从北大校长蔡元
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
謇 、陈嘉庚 、李光前 ，到出版巨擘张元
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
《民国先生》 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
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 书中
以人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时传统学校
教育的情况，也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
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令读者在
感慨之余，也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

《语文的回归：一个大学老师的小学课堂》
陈国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位大学
教授却钟情于
小学语文，不但
研究小学语文，
还下水上课，并
且 乐 此 不 疲 ，
“玩 ” 出名堂 。
这固然透露出
他对小学教育、
小学教师的真
挚深情，更为重
要的是他的崇

高追求，那就是“回归”———回归到教育
的基础上去， 回归到儿童的学习上去，
回归到语文教学及语文素养的提供上
去。 如今回归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和研
究方式。

中国教师报
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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