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工作室成果展⑤
近来随便读斯替文生的论文 《儿童

的游戏》，首节说儿时的过去未必怎么可
惜，因为长大了也有好处，譬如不必再上
学校了，即使另外须得工作，也是一样的
苦工，但总之无须天天再怕被责罚，就是
极大的便宜，我看了不禁微笑，心想他老
先生小时候大约很打过些手心罢？ 美国
人类学家洛威在所著《我们是文明么》第
十七章论教育的一章内说，“直到近时为
止， 欧洲的小学教师常用皮鞭抽打七岁
的小儿，以致终身带着伤痕。在十七八世
纪， 年幼的公侯以至国王都被他们的师
傅所凶殴。”譬如亨利第四命令太子的保
姆要着实地打他的儿子，因为“世上再没
有别的东西于他更为有益”。太子的被打
详明地记在账上，例如———

“一六〇三年十月九日，八时醒，很
不听话，初次挨打。 ”（附注，太子生于一
六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

“一六〇四年三月四日，十一时想吃
饭。 饭拿来时，命搬出去，又叫拿来。 麻
烦，被痛打。 ”

到了一六一〇年五月正式即位，却
还不免于被打。 王曾曰，“朕宁可不要这
些朝拜和恭敬，只要他们不再打朕。 ”但
是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罗素的 《教育
论》第九章论刑罚，开首即云，“在以前直
到很近的时代， 儿童和少年男女的刑罚
认为当然的事， 而且一般以为在教育上
是必要的。 ”西洋俗语有云，“省了棍子，
坏了孩子，”就是这个意思，据丹麦尼洛
普教授的《接吻与其历史》第五章说：

“不但表示恭敬，而且表示改悔，儿
童在古时常命在被打过的棍子上亲吻。
凯撒堡在十六世纪时曾这样说过： 儿童
被打的时候，他们和棍子亲吻，说道：

亲爱的棍子，忠实的棍子，
没有你老，我那能变好。
他们和棍子亲吻，而且从上边跳过，

是的，而且从上边蹦过。 ”这个教育上的
打，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从上古直到近
代，大约是一律通行，毫无疑问的。 听说
琼生博士很称赞一个先生， 因为从前打
他打得透而且多。 卢梭小时候被教师的
小姐打过几次屁股，记在《忏悔录》里，后
来写《爱弥儿》，提倡自由教育，却也有时
主张要用严厉的处置，———我颇怀疑他
是根据自己的经验， 或者对于被打者没
有什么恶意，也未可知。 据罗素说，安诺
德博士（即是那个大批评家的先德）对于

改革英国教育很有功绩，他减少体罚，但
仍用于较幼的学生， 且以道德的犯罪为
限，例如说诳，喝酒，以及习惯的偷懒。有
一杂志说体罚使人堕落，不如全废，安诺
德博士愤然拒绝，回答说：

“我很知道这些话的意思，这是根据
于个人独立之傲慢的意见， 这是既非合
理，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根本地野蛮的
思想。”他的意思是要养成青年精神的单
纯，清醒谦卑，罗素却批注了一句道，由
他训练出来的学生那么很自然地相信应
该痛打印度人了， 在他们缺少谦卑的精
神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看中国是怎样
呢？ 棒头出孝子这句俗语是大家都晓得
的，在父为子纲的中国厉行扑作教刑，原
是无疑的事， 不过太子和小皇帝是否也
同西国的受教训，那是不明罢了。我只听

说光绪皇帝想逃出宫，被太监拦住，拔住
御辫拉了回来，略有点儿相近，至于拉回
宫去之后有否痛打仍是未详。 现在暂且
把高贵的方面搁起， 单就平民的书房来
找材料，亦可以见一斑。材料里最切实可
靠的当然是自己的经验，不过不知怎的，
大约因为我是稳健派的缘故罢， 虽然从
过好几个先生，却不曾被打过一下，所以
没有什么可说， 那么自然只能去找间接
的，也就是次等的材料了。

普通在私塾的宪法上规定的官刑计
有两种，一是打头，一是打手心。 有些考
究的先生有两块戒方， 即刑具， 各长尺
许，宽约一寸，一薄一厚。厚的约可五分，
用以敲头，在书背不出的时候，落在头角
上，嘣然一声，可以振动迟钝的脑筋，发
生速力， 似专作提撕之用， 不必以刑罚
论。 薄的一块则性质似乎官厅之杖，以

扑犯人之掌，因板厚仅二三分，故其声清
脆可听。通例，犯小罪，则扑十下，每手各
五， 重者递加。 我的那位先生是通达的
人，那两块戒尺是紫檀的，处罚也很宽，
但是别的塾师便大抵只有一块毛竹的板
子， 而且有些凶残好杀的也特别打得厉
害，或以桌角抵住手背，以左手握其指力
向后拗，令手心突出而拼命打之。此外还
有类似非刑的责法， 如跪钱板或螺蛳壳
上等皆是。传闻曾祖辈中有人，因学生背
书不熟，以其耳夹门缝中，推门使阖，又
一叔辈用竹枝鞭学生血出， 取擦牙盐涂
其上，结果二人皆被辞退。此则塾师内的
酷吏传的人物， 在现今青天白日的中国
总未必再会有的罢。

可是，这个我也不大能够担保。我不
知道现在社会上的一切体罚是否都已废
止？笞杖枷号的确久已不见了，但是此外
侦查审问时的拷打，就是所谓“做”呢？这
个我不知道。 普通总是官厅里的苦刑先
废，其次才是学校，至于家庭恐怕是在最
后，———而且也不知到底废得成否，特别
是这永久“伦理化”的民国。 在西洋有一
个时候把儿童当作小魔鬼， 种种的想设
法克服他， 中国则自古至今将人都作魔
鬼看，不知闹到何时才肯罢休。我回想斯
替文生的话，觉得他真舒服极了，因为他
不去上学校之后总可以无须天天再怕被
责罚了。

十九年五月。
（选自周作人《看云集》，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1 月第一版。 ）

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体罚在中小学校园里依然存在。周作人的《体罚》，
也是在说体罚，以他一贯的淹博和一贯的冲淡；少有议论抒情，多见叙述描写，
是典型的知堂文字。当然，想必知堂老人也是主张废止体罚的。

周作人（1885—1967），笔名遐寿等，号知堂等。在散文、诗歌、文学理论、
翻译等领域，卓然成大家。鲁迅先生认为，他的散文创作代表着白话散文的最高成就。因为
政治道路的选择，其人、其文，一直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选文未作改动，只删削了篇中人物的英文名。该文收在作者“自编文集”《看云集》和
《知堂文集》中；两见，可见重视。 （任余）

随看
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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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淑霞工作室：

“麻辣鲜师”共成长

体 罚
每周推荐 周作人

幼教
必读

“老师，你真懒。 ”但此“懒”非彼“懒”。
作为新时代的幼儿教师， 如果无法真正走

入孩子的世界，也不想为之努力，即是彼懒。 此
懒却是《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提到
的，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

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孩子打一出生，
就开始受到成人的压制， 是成人剥夺了孩子旺
盛的精力，粉碎了孩子独特的个性。 作为成人，
应该尽可能地把一切留给自然， 把探索世界的
权利还给孩子。 在孩子的活动中，适当地参与其
中，激发孩子的兴趣。 比如，区域活动时，超市没
有顾客，幼儿无所事事。 教师就可以适当介入，
购买商品。 对于没有的商品， 可以到美工区订
货，努力成为孩子游戏的合作者。

幼儿天生好奇好问。 孩子提出的问题涉及
领域更是广阔，无法预测。 面对孩子的问题，我
们要学会“踢球”，把问题扔给孩子。 如果孩子问
为什么，那就请孩子先猜一猜。 引导孩子遇到问
题应该先思考，看自己能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的
时候，再寻求帮助。

另外，“踢球”也是生成主题最有效的方式。
比如，幼儿问为什么高铁比普通火车要快？ 我们
把问题抛给孩子，积极鼓励孩子去寻找答案。 最
后，大家一起总结自己的发现。 就这样，一个关
于火车的主题就诞生了。

在幼儿传统的思维中，教师就是权威。 我们
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变成“弱者”，变成幼儿眼里
的“傻瓜”。 在活动中，要让幼儿感觉老师是好玩
的，他们才会跟你玩。 在体育活动《击打大灰狼》
中，穿上大灰狼的衣服，创造靠近真实的教学情
景，幼儿一定会乐此不疲地把石头（纸球）投向
大灰狼，练习投掷能力。 在语言活动的表达中，
我们站在弱者的立场，请幼儿帮忙，请幼儿教一
教自己，做我们的老师，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以游戏为主， 在幼儿的
眼中，老师是万能的。 那我们就做一个万能的老
师，“傻傻” 的老师， 变化成幼儿喜欢的任何东
西。 把自己当作一个陀螺，让幼儿转一转；把自
己当作一匹大马，让幼儿骑一骑；把自己当成一
个垫子，让幼儿滚一滚。 等我们转变成功，就达
到了幼儿教育的目的，这才是回归幼儿的本真。

“懒”“傻” 是幼儿教师具备的一种特殊能
力， 适当的懒惰和示弱， 会给孩子不一样的体
验。 教师在提高自己教育教学水平的同时，为孩
子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幼儿园）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
一名幼儿教师，成为一个真正的“孩子王”。
每当我想象着自己每天能跟那些天真烂漫
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唱唱跳跳，开心地做
游戏， 便会觉得异常美好。 日复一日地努
力，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998 年 9 月，我
成为一名真正的幼儿教师， 从此踏上了教
育的征途。

当我真正走上了教育之路时， 我才发
现，做一名幼儿教师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
有综合的专业知识， 在孩子们面前需要时
刻保持良好的情绪， 还需要掌握孩子们的
心理， 针对不同个性的孩子进行适宜的教
育。 面对诸多挑战，我选择迎难而上。 在解
决一个个问题后，我愈发喜爱自己的职业，
也从中发现，每个孩子的心灵都是纯洁的，
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也会真心爱你。

将每个孩子都培养成高尚的人、 有爱
心的人，是我的幼儿教育梦。 孩子是教师的
一面镜子。 教师只有真正做到用博大的胸

怀去关爱每一个孩子， 孩子才能学会去关
爱身边的人。

我曾带过一个叫童童的孩子。 她的性
格非常内向， 从来不与同伴一起玩耍、沟
通。 户外活动时，她总是躲在角落里看别
人玩。 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缺乏安全感、有
些自闭的孩子。 于是，我对她付出了更多
的关爱。 在我的带动下，更多的孩子也加
入了我的队伍，主动与她交往，关心、帮助
她。 渐渐地，童童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她
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也经常与同伴一起
交流、玩耍。

当然，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还要学
会爱老师、 爱父母， 爱身边一切美好的事
物。 我们班的涵涵，有一次给大家带来了一
只小兔子。 从此，可爱的小兔子就成了我们
班中的一员， 孩子们视它为珍宝，“保护动
物，爱心接力”的活动也因此在班中开展起
来。 孩子们自发地和父母一起搜索小兔子
的各种喜好信息，绘画并张贴出来。 如：兔

子不能吃有水的食物， 喜欢吃白菜和青草
等。孩子们还轮流带食物来喂小兔子。每周
末的休息时间，小兔子无人照顾时，孩子们
便争先恐后地把小兔子带回家抚养， 争做
小兔子的“兔爸、兔妈”。 通过照顾小兔子，
孩子们学会了担当。

在母亲节、感恩节等特殊日子来临之际，
我让孩子们先回忆父母是怎样关心自己的，
为自己都付出过哪些无私的爱， 再引导他们
说说自己该如何回报家人， 为他们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鼓励孩子们回家后，为父母做
一件有意义的事， 以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因
为，心存感恩的人，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有爱心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良好品
质，有爱心的人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有孝
心的人；有爱心的人一定是一个高尚的人、
懂得感恩的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爱驻进
孩子们的心灵。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少年宫红谷
滩艺术幼儿园）

老师，你真懒
□郝卫锋

让爱成就我的教育梦
□刘丽敏

郝淑霞，东北师大附中初中思想品
德教师。

“不知是不是因为姓 ‘郝 ’，从登上
讲台的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
好老师。 ”郝淑霞这样自我解释。 但是，
要做好一名“思品课”教师，谈何容易。

“思想品德教学的重中之重是教学
生做人，思想品德课就是培育 、发现和
传播人的善心及人性的光芒，发现一个
个有血有肉鲜活的人。 ”郝淑霞这样理
解思品课。

然而，“做人 ”、“美好 ”、“人性 ”，这
些抽象的字眼如何让初中的学生去理
解和接受？ 如何真正落实在课堂上？

“人———人心———人的善心”

2011 年 4 月 15 日， 在郝淑霞工作
室揭牌仪式上，年过半百的她为与会者
上了一堂生命教育核心课程校本自创
课《让生命在有道德的生活中绽放》。 郝
淑霞先出示了一张图片，“同学们，你们
看到了什么？ ”“家长带着孩子闯红灯。 ”
“大家说的很准确。 我想请同学们推测
一下，这些孩子长大后在过马路时可能
会怎样做 ？ ”“带着他的孩子一起闯红
灯。 ”学生的回答引来一片笑声。

随即 ， 郝淑霞出示了第二张图片
“孩子和大人一起等红灯”，向学生们再
次发问：“你们又发现了什么？ ”学生看
后迅速回答：“一群人在等红灯。 ”“你发
现这群人中 ， 最与众不同的那个人了
吗？ ”“被妈妈领着的小孩？ ”学生不太确
定地看着郝淑霞回答道。 郝淑霞点头示
意，同时追问，“那你猜一下 ，这个孩子
长大后再过马路时可能会怎样？ ”学生
们几乎同时说出“带着他的孩子一起等
红灯”的结论。 郝淑霞笑着又出示了一
张图片， 图片中一群人都在闯红灯，只
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站在马路一侧等
红灯， 她开玩笑地说 ：“这就是那个孩
子！ ”学生们也都会意地笑了。

生活就是教育。 而闯红灯、等红灯，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这样，郝淑霞的课
总是可以通过鲜活的事例，从生活细节
中的“道德 ”入手，揭示人性的真善美 、
生命的价值，引发学生的思考 ，并让学

生行动起来。 “人———人心———人的善
心，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魅力？ ”这
就是郝淑霞心中理想的思想品德课堂。

从经验型走向研究型

从教 30 年， 郝淑霞经历了普通教
师———名师———专家型教师的转变。

特别是 2011 年工作室成立后，因为
有了“团队作战”，在成就别人的同时，郝
淑霞也从来没有因为年龄大而放弃成
长。 经过多年的研究， 郝淑霞提出了自
己的“三真”教学思想，真实———思想品
德课要源于生活，真情———思想品德课
要触及心灵， 真动———思想品德课要知
行合一。

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郝淑霞认为，
反思特别重要，要不断地自我否定，才可
能成长。 于是，在郝淑霞的工作室，每次
活动都要进行基于实践的反思， 在反思
指导下的实践。

2013 年 4 月，在东北师大附中第三
十届教学“百花奖”活动中，工作室成员
李战卫要上《犯罪与刑罚》一课。 在之前
学科组和专家组听试讲时， 效果不尽如
人意。 面对同行提出的质疑， 李战卫不
能接受，一天一夜都没能从“自我”中走
出来，直至当众与郝淑霞激烈论辩。

一天早上，郝淑霞和一个学生交流，
她指着教材问学生：“这个问题你是怎么
想的？ ”学生边思考边回答。 郝淑霞认真
地听完学生的讲述， 说：“原来你是这样
想的。 但我是这样想的， 你听听有没有
道理……”这一幕让李战卫顿悟了郝淑
霞的话，“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于是， 李战卫按照郝淑霞等人的意
见和建议， 重新设计了这节课。 为了便
于让学生区分一般违法和犯罪，课前李
战卫制作了 9 种行为卡片：吸烟、辱骂他
人、旷课、纠集他人合伙滋事、传播淫秽
读物、多次偷窃、杀人、抢劫、绑架，随机
发给主动参与体验的 9 个学生。 看到自
己的卡片，学生们神态各异。 “请同学们
面向全体同学高高举起卡片。 ” 全场笑
声一片。 体验的学生按照李战卫设计的
问题自由组合， 传播淫秽读物应该站到
哪队去， 学生很为难。 “传播淫秽读物”

的卡片持有者则甚为纠结，红着脸。 此
时李战卫说：“我想看你是怎么迈过去
的，一步就容易走错啊！ ”接下来李战卫
请学生们支招，学生们兴趣盎然，但不能
定夺。 到了最后抉择阶段，李战卫把问
题抛给了东北师大政法学院来听课的大
学生，全场一片肃然。 这位大学生语出
惊人，给出了答案。

基于学生认知，设计符合学生特点
的有意义的活动，让学生在情境体验中
加深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才能达到让学
生乐学、会学、学会的目的。

提起这件事，郝淑霞说：“这种自我
否定的过程，伴随着教师内心的煎熬，很
痛苦，但是不可或缺。 它是一个教师的
自我反思，是经验型教师通往研究型教
师的必由之路。 ”

“1+n”相互辉映

除了成员之间不停地进行各种“磨
课”，促进教师成长，还有一个特别有效
的办法，那就是“为人之师”。

2011 年 4 月， 工作室成立不久，郝
淑霞就带着成员们参与了吉林省教育
学院继续教育办公室组织的 “送培到
县”活动。

第一节课，是长春市 45 中学教师兰
艳敏为龙井市第四中学学生上《做诚信
的人》一课。 课堂从一个案例开始，2005
年 10 月 ，7 岁的小欣月因为癌症失明
了。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站在北京天安
门前看升旗仪式，但她的身体已经不能
允许她到北京了……好心的长春市民找
了一个有国歌响起的地方，告诉她，那里
就是北京天安门。 当同学们看着视频里
的小欣月吃力地举起右手向国旗敬礼
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同学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兰艳敏亲切地看着
同学们问到：“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她
的家人能不能劝她放弃这个愿望？ ”几
个问答之后，兰艳敏话题一转，“大家可
以合伙‘骗’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孩子
吗？ ”，有学生说，这是“善意的谎言”。 兰
艳敏进一步追问，“善意的谎言就不是谎
言吗？ 就不违背诚信吗？ 诚信和善意的
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课讲到这儿，

郝淑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曾就此与
兰艳敏反复沟通，最终确定了“激情———
体验———导行”教学法，激发学生对诚信
和善良的向往，润物无声。

在郝淑霞的带领下， 工作室先后 7
次深入不同市县，在与千名当地同行的
相互交流和学习中，留下了一个个难忘
的瞬间。

实践和理论缺一不可。 工作室运行
半年后，郝淑霞开始让成员们围绕自己
的教学申报课题。 开题报告后，工作室
开始集中培训，这次集中培训围绕每个
人的课题进行开题报告指导。 让郝淑霞
没有想到的是，一半成员没有确定好自
己的课题， 有 4 位教师从未做过课题研
究，甚至有 3 位教师连自己想研究什么
都说不清楚。

根据这种情况，郝淑霞改变了培训
内容，让这 3 位教师讲述自己的教学故
事，自己喜欢上什么样的课，怎么上的，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 3 位教师的叙述
中，主持人顺势启发提问 ，其他成员帮
着回答完善。 不知不觉中，大家共同梳
理出 3 位教师的课题研究方向。一位来
自农村学校的成员，上课时特别愿意把
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作为课程资源。于
是，大家为他确定了 《国情教育中的乡
土化资源开发与实施研究》。 这次集中
研讨给工作室成员留下了温馨而难忘
的记忆。

4 年过去了， 昔日的工作室成员如

今都成了工作室的主持人。 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教师邓持梅、长春市教师李忠强、
长春市朝阳区教师兰艳敏都成立了自己
的工作室。 每一届工作室成员的期限是
3 年，而郝淑霞对成员的关注、支持和帮
助却没有期限。 虽然他们如今都有了自
己的工作室， 但依然是郝淑霞工作室大
家庭中的一员。 一个工作室孵化出 n 个
工作室，相互辉映。

勤于实践，不断创新，打造每个成员
独特的教学风格是郝淑霞对大家的期
待。 当走进郝淑霞名师工作室， 我们会
发现工作室每个人的语言风格和教学风
格都是不同的：有帅气儒雅、才华横溢的
教师李忠强，有性情率真、热爱生活的教
师李晓明 ，有漂亮聪慧 、优雅大气的教
师高雪，有老成持重 、谨言慎行的教师
于兴龙，有充满朝气 、思维活跃的教师
付玉娟 ,有底蕴深厚 、风趣幽默的教师
付军……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
对教学实践和研究有着火一般的热情，
可谓“麻辣”。 郝淑霞希望工作室的成员
们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在自我完善
和成长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时刻保持着
“新鲜”，她亲切地称他们为“麻辣鲜师”。

2015 年 3 月，郝淑霞名师工作室第
二轮启动仪式纳新活动举行， 纳新成员
全部由第一批成员择优推荐。 郝淑霞工
作室再次起航，春天里，她带着工作室的
“麻辣鲜师”向着“共享人生出彩”的梦想
再次出发…… 我心中的老师像辛勤的园丁，她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这

就是我们的老师。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小学 吕昕林 辅导教师：李寒梅
童心绘师

□本报记者 马朝宏

“名师工作室成果”征集
你有自己的名师工作室吗？ 你参与了名师工作室吗？ 你了解

优秀的名师工作室吗？ 在实践中，名师工作室到底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 各地各级工作室在实践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近期，本刊推出“名师工作室成果展”，提供一个工作室展示
与交流的舞台，欢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及成员，积极参与展示自己的成果。 特别优秀者，本报将派记
者深入采访报道。

联系电话：13671102924 13581984907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 郝淑霞初中思想品德名师工作
室是吉林省教育厅首批成立的名师
工作室之一。图为郝淑霞（左起第七
位）与工作室成员。

与子嘉的相识是在 6 年前的初秋，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她成了我的学生，
众多 2008 级新生中的一员。

让我对她心生好感的是她在自我介
绍时的自信满满。 古筝 10 级，小荷作文
网上已发表作文 168 篇。 啊！ 一个 11 岁
的小姑娘居然这么厉害。 还有，她的绘
画功底也很深厚 ，人物 、风景都画得很
美，字写得也很漂亮。

课堂上她总是坐得很端正，举手的
姿势像是受过专业训练；她总有不同常
人的见解，多角度地看问题 ，从不轻下
断言，我讶异于这么小的年纪，竟然这么
深刻，让我自愧不如；她总是会替违反纪
律的同学说话，让我对她也心生过些许
不满；她总会特别认真地对待别人托付

的事情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为有
她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真正让全校师生
一睹她的风采，让她变得大名鼎鼎，还是
刘明辉老师在校报上刊发了她写的一系
列游记，那之后 ，就常有人向我问起子
嘉。 我总是很乐意地谈起。

初二那年， 我对她的感觉有了些变
化。 我总觉得她是个有故事的人，仿佛经
历过人生的大悲大喜，难以令人猜透。 这
不该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留给别人的印象。
于是我试着走近她， 并不是想要窥测什

么，只是想关心她，理解她，以便于更好的
引导她。 可是一些努力只是徒劳，没什么
收获，她在我心中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2011 年感恩节的那个夜晚，已 9 点
多了，我像往常一样在忙着备课。 一个
电话打了进来，原来是子嘉。 她哭得稀
里哗啦。原来她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别的
老师有关她的不屑的话语。这严重地刺
伤了她的自尊， 她受不了这样的伤害，
哭了整晚，还是不甘 ，就打电话向我倾
诉。经过一番交流，她释怀了。她很不好

意思地跟我说了再见，挂掉了电话。 那
以后，我们对视的感觉有了变化 ，我明
白那是她从心底完全接受了我和我的
教育。

她写的文字也开始多了一些感恩的
内容，这些可能是她自己也并没有完全
留意的吧。 那篇《你就在原地等我》感动
了我们全班，相信也定会感动每个读者，
一个纤弱的却对孩子无微不至的母亲在
我们眼前巍然屹立。 那篇《2011，最美的
夕阳》让我读来深夜仍潸然泪下，（这是
初四上学期末考场作文）。

“阳光小心翼翼地打在她的侧脸上，
遗漏下一块块阴影。 老班，你怎么哭了
呢，怎么哭得那么难受呢！ 是舍不得我
们么？ 我们那么顽劣，那么不驯顺，那么

差劲，您到底在爱我们些什么呢?我们大
声地喊你，你点头说不出话。

我们懂你，我们懂你，老班。
这文段记录的是 2012 年元旦联欢

会的压轴节目，我的一首《珍惜》把自己
唱到落泪，我就这样带着哭腔坚持着，同
学们听着听着就开始大声叫喊“郭老师，
我们爱你，我们永远爱你……”，那一刻，
四年来所有的辛酸全部化为感动， 涌出
了眼眶，我相信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会
永远刻在心底。 是子嘉， 把这一幕永远
地留存了下来，我深深地感谢你！

子嘉， 或许你不是我所有学生中最
有成就的， 但却是这一阶段带给我最深
刻记忆的。 我特写下这篇纪念的文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宁市第七中学）

□郭丽娜

师生之间 猜不透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