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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说：“情在左，爱在右，走在生命

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多年来，

我越来越体会到用爱浇灌的花不仅不会

凋谢，还会愈开愈艳，愈久弥香；在不经

意间它就会跃入你的眼帘，沁入你的心

脾。

很多年以前，曾有学生问我：老师，你

的梦想是什么？我笑着说：“我希望你们长

大以后路过校园时来看看我有没有变

老。”后来，每当学生问我同样的问题时，

我都这样笑着对他们说。近几年，常常有

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中有的已经在

外工作了，有的还是在读的中学生。

去年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一条短

信祝福：廖老师，生日快乐！我是你的学

生小洲（化名）。读到这句祝福，我脑海里

立刻浮现出关于小洲的往事：他是一个

肤色极白、发色偏黄的男生。在一次课间

休息时，小洲与同学玩，一不小心从升旗

台上摔了下来，造成右手臂骨折。因为这

件事故，我才更加了解了小洲的家庭。他

的母亲因病致残，家中还有一位年迈的

外公，只有父亲一个人劳作。想到他的家

境，看到他被绷带吊着的右手，我情不自

禁地掉下眼泪，可是坚强的小洲没有呻

吟一声，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一句对同

学的埋怨。我借此契机，在班里开展了一

番爱心教育，把我心中的感受如实地说

了说，当时教室里一片沉默。之后，当我

把全校师生捐助的钱交给他的父亲时，

他的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喉结微微颤动

了两下，紧闭的双唇抿得更紧了。半年

后，小洲的手恢复了，手臂上留下了一条

细长的疤痕。

去年夏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备课，门

口一声“廖老师！”紧接着就闪进一个高

大的身影，我抬头一看，惊奇地叫道：“小

洲！”在之后的闲谈中，我看到了他的乐

观和健谈。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在我

整个身体里流淌。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性，

让我提前享受了一位母亲才可能拥有的

那份欣慰和自豪。

我的身边，有很多如小洲一样朴实

的孩子，更有众多无私的同仁。学校不仅

距离县城远，而且路途坎坷。晴天，我们

走的是“扬灰路”；雨天，我们踩的是“水

泥路”，尽管这样，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是

风雨无阻。

近年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孩

子越来越多，他们缺少亲情呵护，我常常

对他们说：“我们班就是一个大家庭，同

学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大家要互助互

爱。”我根据组别、地域等情况成立学习

互助组，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让留守孩

子体验集体学习生活的温暖和乐趣。有

时，我还会把个别留守学生带回家中，跟

自己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让他们

感受家庭的温暖。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教育理念

也要不断更新。我知道，我所面对的孩

子，他们在成长、在变化。新生事物在等

着我去发现、去借鉴、去更新。我努力追

求课堂的新颖有趣、生动活泼，希望能够

不断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点燃学生的

求知欲。所以，我一直坚持备课，不沿用，

不照搬，这或许就是我能出色地完成教

学工作的根本原因吧。有时一节课下来，

学生的表现令我觉得自己离那些名师不

远了，这种感觉足以让人兴奋好几天。

教学中，我会采用多种形式的活动

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语文的快乐，看到自

己的进步。比如，进行创作、演讲、演出、

朗读、表达、郊游等。活动锻炼了孩子，也

让这些孩子变得自信了，学习更有动力

了。我多次指导学生在演讲、故事表演中

获得一等奖，也有多名学生的作品在市

县的比赛中获奖。

后来，我担任了教务处主任，琐碎的

事情多了，但把课本带回家仍是常有的

事。我深深地相信一句话：亲其师，信其

道。只有我认真了，学生才会真的认真。

有人也曾这样问过我：你累不累？说

不累，那是假的，毕竟那花费了我几乎全

部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说不累，也是真

的，当我静静地清点着自己十多年来的

足迹时，当我和返校探望的学生闲聊时，

我早已忘记了这一路的酸甜苦辣，有的

只是幸福和满足。

感谢教育、感谢学生，给了我一片金

黄的麦田。

我所期待的校园

过真实而幸福的校园生活

我们一直在说要办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

校。锦江教育这几年涌现出了一大批高品质的

新学校、好学校，我所在的七中育才，小小的方

寸间，也新建了智慧教育中心、卓尔书院等教

育新场域，让师生们感觉校园生活的每一天都

是新鲜的。

除了硬件的提档升级，我们也要问自己，

什么样的学校可以称为好学校呢？答案或许有

很多，比如教学质量好的、学生行为习惯规范

的、师生灵魂自由的，这些都没有错，但在我看

来，还应该有一个指标：学校师生的脸上随时

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校园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家，孩子们以什么

样的心情来上课，老师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

作，精神状态决定着我们的工作状态，甚至是

一个学校的未来。我们不希望看到：早上，孩子

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书包，一脸不情愿

地来到学校；课堂上没精打采，老师讲什么都

听不进去；老师随时拉着脸，总担心今天班上

要出点儿什么事情；学校布置下来的任何工作

都嫌烦，随时都在想自己是不是适合教书。

首先，我们要引导老师们多和喜欢笑的朋

友聚在一起。最近，我时刻提醒自己：首先，自

己要学会微笑，这是一种自信、乐观、积极的表

现。微笑使我们与同事，朋友之间关系更加融

洽、和谐，微笑还能提高工作效率，抱着乐观心

态去工作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我们的管理者在学校要多观察一下

身边的每个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生，他在

微笑吗？他怎么不开心了？需要我的帮助吗？人

最怕被视而不见。这一年，我会特别注意观察

身边孩子的面部表情，如果不笑，我会关心一

句、问候一声，或许这简单的一个动作，会让孩

子的校园生活多一些温暖，从而更愿意扬起嘴

角，用微笑迎接生活中一切的快乐与挑战。

第三，我们的校园生活一定是真实的，当有

一天我们都怀疑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是

悲哀的！只有真实的校园生活，我们才是自律

的、自主的、自由的，我们的笑也才能打动别人。

我所期待的课堂

不让学生把错误的观点带出教室

今天，教育进入核心素养时代，新课标落

地，我们都意识到育人方式要改变、课堂要改

变、学生学习方式要改变。我们需要不断提升

学校的整体课堂学习质量、开展基于深度合作

的教学研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等。

但是还有一句话朴实而重要：不让学生把错误

的观点带出教室。

之前，作为刘希娅校长工作室成员，我去

重庆谢家湾学校实地学习了两天。有一节小学

数学观摩课令我印象很深。从课程的置、课堂

设计、学生活动、情景创设方面都体现了新课

标的理念，但在现场有这样一段插曲——

老师提问：我们来统计一下我们班学生最

喜欢的学校食堂菜品，然后绘制统计图。学生

迅速行动起来，完成任务。最后统计，油炸鸡腿

超过半数成为全班同学最喜欢的菜品。老师接

着提问：大家根据这个图表给学校的食堂提点

建议，好吗？老师还特别点到：刘校长就在现

场，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能当面给校长提意

见，大家赶快表达。因为有这个统计数据的支

撑，孩子们理直气壮地吼起来，希望刘校长天

天给我们吃鸡腿。

现场气氛很活跃，应该说这个设计不错。

但是课堂结束后，刘校长拿起话筒说：“孩子

们，你们的意见我收到了，但是为什么学校没

有每天给大家准备鸡腿呢？你们想知道吗？”学

生异口同声：“想!”“这样，孩子们，给你们留一

个新的作业，你们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能天天

吃油炸鸡腿，然后把原因再做一个统计图，下

周刘校长来你们班，看你们的结果，好吗？”孩

子们一起说“好”。

课后，刘校长对我们说，我没有直接回答

孩子们“为什么”，而是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探究

项目，，同时也延申了课堂教学效果。更重要的

是，孩子们说想每天吃油炸鸡腿，我们的老师

居然没有引导，这不对，我们当老师的不能让

学生把错误的观点带出教室。

这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教师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作为老师，我们培养的是社会主

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我

们的课堂不能灌输错误的知识，更要有正确的

价值观引领，这是我们教育的根本，是我们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关键。

我们的培养目标

为孩子们的成长喝彩！

10年前的一个黄昏，在国外，一个爸爸开

车载我，停在路边，遥望一家墨西哥餐厅，然后

骄傲地告诉我，他的女儿在这里当服务员，孩

子自食其力了，他很欣慰。那一刻，我很羡慕，

心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家长也能仅仅因为这

个理由为孩子由衷地喝彩。

上周在成都，晚上一个学生家长一脸幸福

地告诉我，孩子初中毕业后没有去高中，后来

学了一门手艺，现在在商场工作了，孩子自食

其力了，他很欣慰。10年，我又想起了异国的那

个黄昏。

有人说：我们多一项评价指标，就会多一

个优秀的孩子。评价之前需要我们能看见孩

子，看见孩子的点滴进步，看见孩子竭尽全力。

很多人问：小叶，为什么我们班的孩子越来越

不重视操行分了？我认真去看了这些班的操行

分管理办法：数学作业没有得到 A 扣 5 分，考

试成绩没有在班级好多之内，扣10分，上课回

答错误问题，扣5分……

这样的操行分，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对于一些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孩子，不管他怎么

好好表现，因为作业不能得到 A（除非抄作

业）、上课不能答错问题（那我就不举手了）、考

试成绩不理想（越来越害怕考试），那么，他的

操行分永远都很低，请问，如果所谓的目标是

永远都实现不了的，还能成为目标吗？学生还

会愿意为之努力吗？

不要只用分数去衡量学生，多一些评价标

准，孩子能看到希望，才可能变成那个你期待

的“永不放弃”的自己。

过真实而幸福的校园生活，不让学生把错

误的观点带出教室，为孩子们的成长喝彩！这

三句话是我和锦江同仁们一起在学习与实践

中的深切感悟。2023年，我希望教育变成一件

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事情。

去年秋天，刚刚毕业的我成为了大邑县青霞小学

的一名教师，并被学校安排当班主任。还未褪去学生气

的我，忐忑地当起了16个一年级学生的“代理家长”。

开学第一周，为了帮助学生尽快互相熟悉，每天中

午饭后，我和副班主任就带学生在操场上做游戏，其中

一个叫琳琳（化名）的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小小年

纪的她，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性格孤僻，不喜欢参

加集体活动，经常不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通过多方了

解，我获悉了她从小就没有妈妈，爸爸外出打工了，只

有她一人留守在爷爷身边。我决定单独找琳琳谈谈，再

去做一次家访。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把琳琳带到学校的小花园，我

们坐在长板凳上聊了起来，她告诉我：“我已经好久没

有看到过爸爸了，他又有几个月没来电话了，不知道爸

爸在外面工作是不是很辛苦。爷爷又生病了，我既心疼

也难受。”这样的诉说，不禁让我对她的状况又增添了

几分担忧。我明白了，琳琳是因为缺乏关爱，才形成了

这种性格，唯有爱的呵护，才能抚慰她心中的不安，弥

补她心中的缺憾。

那天恰好是中秋节，我拎着两盒月饼，几经辗转，

在学校周围的一间出租屋内，我见到了琳琳，她正坐着

小板凳，趴在长板凳上写作业。看到我，她有些意外，愣

了一下，马上就羞涩地笑了，叫了声“张老师好”，就进

屋给我搬来了椅子，并端来一杯水。看到琳琳甜甜的笑

容，我能感受到我给她带去了一丝温暖、一分希望。

通过这次家访，我想办法要到了琳琳爸爸的微信

和电话号码。家访后，我总是给予琳琳格外的关爱，课

上，目光的对接中，我仔细阅读着琳琳脸上的喜怒哀

乐；想爸爸了，在约定的时间里，我帮她拨通视频；有委

屈了，在林荫小径，我倾听她静静诉说；生病了，我陪她

上医院；天气变化了，我提醒她增减衣服……同时，我

也向其他同学讲琳琳的优点，尽量让她从老师和同学

身上感受关爱、感受温馨、感受尊重、感受鼓励。

我默默地坚持与付出使琳琳脸上的笑容逐渐增多

了，她开始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的题目还主

动来办公室请教老师，班集体活动她也能和同学们打

成一片。在一次次的考试中，琳琳总是名列前茅。看到

琳琳积极向上的可爱模样，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的琳

琳，是我的语文科代表，她告诉我：“我的梦想就是长大

了当一名语文老师，像张老师一样！”这句话让我感动

了好久。我想，琳琳交出了优异的成长答卷，而我也交

出了一位老师爱的答卷。

成为教师之前，我的心灵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强烈

的震撼。总以为孩子还没有长大，总以为父母给他们遮

风挡雨，他们正享受着童话般的幸福……琳琳的经历，

颠覆了我心中许多的“总以为”。患病生、贫困生、单亲

生、学困生、留守儿童，这些学生群体往往是被爱遗忘

的角落，她们更加需要教育的温度。

一声问候、一个微笑、一个善意的举动，都能折射

出教育的温度。教育的温度来自师生朝夕相处的真挚

情谊,来自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的纯真友谊，来自老师与

老师之间的志同道合。它就在班级的某个角落，就在校

园的各个地方，就在每天上演着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

教育故事里。

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往往没有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发生，而是日复一日的平

淡，平淡得近乎琐碎，但就是在这平淡和

琐碎中，涌现出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2017年9月，我从一所市区幼儿园考

编选到一所农村幼儿园工作。每天看到一

路上脏兮兮却依旧挂着笑脸的孩子们时，

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应该给这些乡村的

孩子们安些镜子，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

己。特别是当我多次家访后，看到了太多

简陋、破旧的农村家庭中，根本就没有一

面能照全孩子们身影的镜子时，我更加坚

定了安镜子的想法。

订单已经下好了，但在安装之前，我的

心不知怎的有些忐忑。这些野惯了的“小毛

孩”，平时就喜欢打打闹闹，，要是他们在玩

闹中把镜子打碎了，或者受了委屈，干脆就

拿镜子出气，活动室里处处都是破烂的镜

子，那将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场景呀！万一再

出现了孩子们受伤的情况，那就更糟糕了，

我岂不就是“罪魁祸首”了？

镜子安装前的好几个夜晚，我的心头

总会闪过不祥的念头，挥之不去。镜子就

在我的忐忑中如约而至，安装在活动室的

表演区里。

宽大、明亮的镜子，一下子就吸引了

很多小朋友，或许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

到自己全身的模样，孩子们兴奋得不得

了，一窝蜂地跑来，在镜前扭来扭去、挤来

挤去地照。我生怕孩子们把镜子挤坏了，

想喊住他们别挤，但是又怕扫了他们的

兴，只好在旁边警惕地看着。

事实是，当天并没有发生镜子被挤坏

的情形，第二天、第三天……都平安无事，

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也慢慢平复了下来。

后来，我常常看到我们班的小男孩对

着镜子，用手精心梳理自己觉得很“酷”的

头发；小女孩则双手提着裙子对着镜子转

来转去。隔壁班的老师和孩子们知道后，

也挤到镜子面前，相互指指点点，嘻嘻哈

哈。只见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对着镜子吐舌

头，相互比着做鬼脸。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安静的

午休时间段，有一个小男孩走到镜子面

前，先把额头轻轻靠近镜子，再慢慢扬起

脖子，观察看自己不同角度的样子，非常

享受，仿佛做着一个有趣的游戏。

很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面镜子被

打破。我的担心终于被彻底消除了，看来

乡下的孩子也没有那么“野”。

我所在的这所乡村幼儿园虽然地处

农村，但绿化有限，美化更难得。举目望

去，校园里只有后花园有绿植，我不禁想：

要是有些鲜花，衬托着校园里鲜活的生

命，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乡村图画呀？于是，

我计划在班级植物角种些鲜花。当孩子们

把各自的鲜花及盆栽带来的时候，其他老

师无比惊讶，好像我是一个外星人，“你不

怕这些孩子们把花都给掐了呀？”他们不

安地问我。因为有了镜子的案例，我心里

踏实了很多。我凝望着美丽的鲜花，跟老

师们讲：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看看我们

的小朋友究竟会把这些鲜花破坏成什么

样？”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只

需要再次验证一下。

中午一放学，我就放下手边的事，急

急地来到鲜花的旁边，在不被注意的地方

悄悄地观察花儿们的变化，观察孩子们的

行为。一天、两天、三天，这些美丽的花儿

一如既往地怒放着。我细细地看过每一朵

花，它们都很完好，没有一处被破坏的痕

迹。四天、五天、一周、两周……花儿按照

它们自己的生命节律自然地开放、凋谢、

再开放。小朋友们喜欢在花草旁嬉戏玩

耍，但跑跳时，他们都非常注意避让花朵。

花儿静静地开着，陪着孩子们的游戏生

活，非常自然，好像幼儿园就该是这样，花

儿原本就该和他们在一起似的。

作为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我偷偷地

笑了，我认为我赢了，和我一起做实验的

老师们也笑了。教育，绝不是我们教师独

自在作战：相信美的力量、相信自然的力

量、相信孩子们内心中善的力量，教育会

因为这种相信而变得自然、简单。

开栏语

乡村要振兴，教育必先行。乡村教育，离不
开众多扎根乡土执著守望的乡村教师。近日，
由四川省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和四川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四
川省首届“我的农村教育故事”优秀教育叙事
征文评选结果出炉，在收到的3489篇征文中，
评审专家组选出了147篇优秀征文。即日起，本
报从获奖征文中择优刊登，让我们来倾听这些
乡村教师在“麦田”守望的动人故事和赤诚心
声。

我所期待的理想教育

叶德元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副校长，成都

市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基础

教育先进个人，全国十佳最美教师。

2016年，成都市锦江区设立了“叶德元教师基金”，这项基金以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教师获得者、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教师

叶德元之名命名，迄今已连续颁发了7年。在第七届锦江区“叶德元教师基金”的颁奖仪式上，叶德元作了发言，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生

活。本报摘要刊登，以兹分享。

“麦田”往事 ■ 威远县严陵镇中心学校 廖华萍

镜子与花儿 ■ 遂宁市安居区分水镇中心幼儿园 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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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温度

■ 大邑县青霞小学 张静敏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 叶德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