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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得有一缸（桶）水。”这句习以
为常的教育名言，形象地反映出师生知识容储的比例“参
数”，也映衬出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长期以来，这句话
成为鼓励教师读书学习的进言，也让教师成了居高临下的

“强势”代名词。
然而，新教育理念告诉我们：“学生不是碗，教师不是缸！”
因为，把学生和教师看成“碗”和“缸”，就让人想到灌

输形象，即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师总在向学生
灌输知识。这无疑把教育的“双主”活动变成了教师单向
输送，学生被动接受的单边活动；势必束缚学生思维，压抑
学生创造，丢弃学生的主体地位。

因为，即使教师有“一缸水”，如果不懂教育内涵，不
按教育规律去组织教学、开展活动，也不能充盈学生那只

“碗”。教育不是靠教师知识的简单堆积，需要教师通过
心智活动，艺术地开启学生心灵，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积
极探究。

因为，即使教师有“一缸水”，那也是有限的，也有用完
的时候，而学生的求知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满足学生的需
求，就不能只有“一缸水”。对于教师来说，“一缸水”极易
产生自身知识的满足感，放松充电学习和自我改造，结果
是知识源泉枯竭，不适应时代发展。

因为，教师缸中“水”的质量如何？是否是变质的陈年
老水？学生是否愿意“喝”这样的“水”？更是大大的疑
问。当今时代，信息快闪，知识遽变，我们绝不能再教那些
陈旧落后的东西。否则，学生必会嗤之以鼻，拒绝接受。

看来，教师不该只有“一缸水”“一缸死水”，而应该有
源源不断的“新水”“活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教师应该主动接纳新生事物，成为终生学习的楷
模，不断进取的典范。也就是说，教师应当像一条“奔腾不
息的河流”！

不过，知识爆炸时代，新知识新科技层出不穷，日新月
异，教师要成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实在难之又难。
毕竟我们有繁重的教学任务，艰巨的学生管理，可支配的
时间不多，精力很是有限。换句话说，让教师全面站在最
高处、制高点，处处超越学生，已经不太现实了。

那么，教师到底怎样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呢？
我想到了农村的“压水井”，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的一

种简易水井。取水时，先倒一些“引水”于井筒中，然后快
速下压取水手柄，使井筒内产生向上的抽吸力，慢慢将地
下水吸上来。如果引水过少，就无法将水抽出；井筒壁橡
皮垫漏气过多，也不能如愿。只有引水足量，抽水环塞密

闭性好，才能保持足够的向上拉力，将水抽出。
笔者以为，教师就应该像倒入井筒的那一杯“引水”。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金水、银水，是带来学生源源不
断活水的“金子”。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主要是因为阅
历丰富，有高超熟练的教育技巧，能够去粗取精、把握要
义、广征博引、触类旁通。从现代教育的角度看，教师知识
储备需要有一定“量”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要以“质”取胜。
现实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许多教师未必有很多“水”，但他
们却能把学生一个个培养成栋梁之才，靠的什么？无外乎
在于他们有很好的“引水”，很会引出学生的智慧之“水”。
新教育理念把教师定位为“课程的探究者与开发者”“教与
学的设计者与创造者”“学生发展的合作者与促进者”，这
都要求教师有大智慧，善于启发、善于引导，善于用科学的
方法，把学生引领入科学知识的殿堂——改“授之于鱼”为

“授之以渔”。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是为了

不教”。以教师“一缸水”给学生“一碗水”的传统认识，是
要教师处处凌驾于学生之上，无疑有悖教育的本意。从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后人总要超越前人，学生总
要超过老师，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
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
崇拜的学生。”

如果还要用“水”来比喻教育，我认为教师就应像“压
水井”取水一样，用自己手中那充满智慧的“金水”，引出学
生源源不断的“活水”；让学生都成为终身学习者探究者，
成为“奔腾不息的河流”！

（作者单位：滁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与“水”的断想
□陈立武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
时候，人生就悄悄地踏上了
旅程。眼睛默读难以计数的
风景。那美丽的色彩成了生
命的背景，驻扎在心灵的驿
站里。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初夏时分，竟然连续几
天雨水倾倒不停。茅草覆盖
的校舍居然倒塌了。十余岁
的我，只身来到外婆村庄所

属的村小求学。苦于要走十余里的田间小径。茫茫原野，
风霜雪雨，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够心酸的。痛苦不在于此，
烦恼莫过于沦陷在陌生的人群中，受到异样的待遇。“同窗”
大多总是冠以“外来户”的绰号，引得众生哄堂大笑。也有

“铁窗”支持我，让我坚决回击他们，终究还是被我婉言谢
绝。就算是走在悬崖峭壁，也还可以绝处逢生的。再说忍
一忍风平浪静，让一让海阔天空。客居他乡，在所难免。

一次上数学课，在课堂结尾发放本子的时候，“外来户”
的美名不胫而走。数学老师逮个正着。大概是我到那儿半
年以后吧。他并不是班主任，却积极了解相关情况。特地
为此面对全班，高谈阔论一番，对班级里的绰号做了一次清
理。印象最深的是他列举了《水浒传》里的好汉绰号，都是
正能量，是对人性的赞歌。还斥责同窗的“专利”。诸如，个
子矮小的叫“地老鼠”，胖胖的封以“麦卒子”的俗名，高瘦的
打上“竹竿子”的烙印。我还算幸运的。只不过被赏个异地

“就业”的称号：“外来户！”那节课让我受宠若惊。老师在我
的心灵里栽种了一棵“援助”之树，给我人生一份绿意。

数学老师——衡家松先生，一款匀称的身材，炯炯有神
的眼睛，瓜子脸，苹果红的脸膛，绅士发型。讲起话来，振聋
发聩。尤其是有一副磁性的嗓子，宛如山谷激荡，又若山巅
放歌，高低适宜，抑扬顿挫，似快乐的小锤在敲击着求知的
心灵之鼓，真是天籁之音。那时若有选秀栏目，先生定是出
类拔萃者。因为他是用心在唱的歌者。

我从师三年于他，印象最深的教学片断，莫过于画线段
图。往往很难懂的应用题，经他剖析，三下五除二，茅塞顿
开。后来我读过《庄子》，感觉岂不就是“庖丁解牛”吗？侧
对黑板，框起了大括号，浑然天成。手指轻轻一点，诸多问
题水落石出。好似“牛肉”纷纷落下。快乐的他，将粉笔轻
轻一放，然后镇静地看着大家。而“骨架”般的线段图却完
整地保留在黑板之上。有时他竟然把头拗过去，掂着双手，
异常的激动，对题目设置的精妙，大加赞赏。我读懂了他的

“神曲”，那是一位儒者的境界。
快乐的时光，带走了幼稚的童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毕业选拔考试算是一个竞
技舞台了，只有跨过这道坎，才能就读中学。现在想想，对
幼小的学生来说，还是残酷居多。我知道那是对命运的一
次抉择。在考试前几天，数学老师利用他的课堂，参透了正
确对待人生的思想。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毫无恐
惧之感；也许是经历太多的求学之苦，让我的人生字典里写
满了坚强；也许是学习的满足掩盖了脆弱。在最后那个下
午离开校园时，我强忍着把眼泪的闸门紧紧地关闭。

翌日鱼肚白的时候，我已经迈上了田间小径。不经意
间，脚已踏至班级门口。校园里鸦雀无声。我想会不会是
同学们在演一出空城计来戏弄我？即使那样我也心甘情
愿。我步步逼近，总想撩起那层神秘的面纱。几位农民戴
着草帽，拉着板车，从我身后闪过。校园拐角的场边，老奶
奶正在清扫着麦粒。这场景简直是诸葛弹琴退仲达了！结
局出乎我的预料，众位考生都已提前走了。我急急忙忙跑
向远离学校五里之余的考场，一颗淡定的心瞬间就被扼杀
了。走在半程的路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眼前浮现
数学老师的身影。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准确地抛锚在我的
脚边。顺势将准考证塞在我手里。额头上挂满了汗珠，目
示我赶快上车。我迅速跨上了后座，那种幸福感觉从来不
曾有，仿佛在周游世界。

到了考点学校。他没有撑起自行车支架，毫无顾忌地
往墙角一撂，送我进了考场。还有几分钟就要考试，我平复
一下心情，瞥见老师还站在窗户底下，用力攥着拳头，向我
微笑，然后才离开。

一个月后，分数出来了。我是幸运儿，居全乡考生榜单
前列。这印证了数学老师的一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两年前，我踏上田间小径。来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小学，
重温那段求学记忆。只可惜教育进行布局调整，校园已改
建成敬老院。但是数学老师的陈年往事，依然清晰地浮现
在眼前。我心里默念道：“老师，你知道吗？在一个孩子的
世界里，有你真好！”

（作者单位：凤阳县李二庄中学）

有你真好
□庆克林

周日下午，在实验小学厚德厅礼堂听了张文娟老师的教
育讲座。张文娟，安徽省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当涂县小学语
文教研员。曾获“省十佳青年教师”，曾获第二届长三角班主
任大赛小学组第一名、第二届安徽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一等奖、第六届华东四省优质课评比特等奖。

对于那些品德高尚、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我总是心生
仰慕。三个小时的专题讲座听下来后，除了仰慕，更添几分惊
诧和疑惑。

同样从事小学教育，张老师是如何做到“阅读——安静地
成长”的？张老师说自己是快40岁的人了,还过着学生样儿的
生活。她喜欢做一名学生，渴望每天都能有学习的时间与心
境。不过她也说这样的状态可遇不可求，上班时各种琐事缠
身，心里焦灼得厉害——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的底
子本来就很弱,怎么能不学习呢？这大概就是我们口中一个
气象万千的读书人吧！张老师的讲座中不仅看到了她的大格
局、大气度，我还感受到一名对教育工作者对自己事业的热
爱。通过她在阅读中的成长故事，让我看到了读书本身是一
场伟大而漫长的“造心”工程，读书让人的心灵变得丰富、细腻

而充盈。
张老师的读书写作故事，让我想到了自己，因为热爱，

而选择了教师这个行业。十八岁走上工作岗位，带的是小
学毕业班，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围着我这个大孩子。那时
的自己是一位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小老师，更是一个喜欢
阅读、写作的热血青年。白天上班，晚上伏案，昏黄的灯光
下，如甘泉般的文字散发出淡淡的墨香，滋润着我的心田。
细细的虫鸣、指尖划过纸张的声音让我如痴如醉。日子在
不经意间过去，学生灿烂的笑容、草丛中的秘密、上班的趣
事儿、教学中的反思……很多化作文字留在笔记本中。今
时今日再次翻看，纸张间的文字愈发厚重，那是我人生中最
宝贵的财富。

张文娟老师的文字记录了怎样的生活？带着好奇和疑
惑，我走进了她的QQ空间，细细品读了她的文章。日志532
篇，说说333则，相册2400张……一位热爱教育、用心钻研、笔
耕不辍的老师形象跃然于脑海之中。开头那段是张老师写于
2021年7月6日，也就是暑期刚刚开始的日子。我们常开玩
笑说：“为什么有寒暑假？那是给老师们治愈、疗伤的时光。”

虽是玩笑，但却能说明一件事儿，大部分老师的假期基本用来
休息、玩乐的，但是在张老师眼中假期是这样的：“暑假来了,
像时光给疲于赶路的人，端上甘甜沁凉的泉水——好好享用
啊，过期不候！于是，每天怎么过都觉得浪费，恨不得做好
多好多事，才对得住时光的慷慨赐予。来，好好读书啊，好
好写作啊，我和孩子们一起约定，在语言里沉浮与浸润，享受
被熏陶与净化的可能；在文字里描述与思考，享受倾诉与珍藏
的幸福。”

感动之余，我也豁然开朗。为什么这些年过去了，我的脚
步还停在原地。书柜已结满蛛网，枕边的书尘封已久，笔早已
干涸无墨，曾经的热血青年再难寻踪迹。何曾做到张老师这
样静下心来阅读，安静地成长。有时为了一节公开课花大量
的时间在网上和书籍上搜索着有关知识和图片，有时为了写
一篇文章也是绞尽脑汁，趴在电脑上浪费时间。这就是平日
那些被白白耗费的时光对我们的惩罚。

愿我们都能静下来，定下来。好好读书，好好写作，专注
做好当下，不叫时间白过。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小学）

坚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听张文娟老师讲座有感

□闫 瑞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视觉造型艺术，学习书法实
际上就是习字者用眼感受美、用眼发现美、用心体验美、
用手创造美的过程。书法大师沈尹默曾经说过：“世界公
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的奇
迹，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有音乐的和谐，引
人欣赏，心畅神怡。”因此，书法鉴赏是书法教学中很重要
的一环，学生一旦学会欣赏书法之美，自然就会喜爱书
法、练习书法。

指导学生鉴赏书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学会感知。指导学生反复观察书法作品，透过

作品的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
等。比如带领学生欣赏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学生会
脱口而出：“美，实在太美了！就像一个不施粉黛、风姿自
然、不肥不瘦的美人！”但这幅作品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学生可能就会“眼前有景道不得”了。不过不要紧，这是

艺术欣赏的第一步。
二是学会分析。即指导学生概括、归纳作品的艺

术特征、艺术手法以及精神内涵等。比如我在带领学
生鉴赏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时，学生大呼
看不懂，不明白为何被评为天下第二大行书。此时，我
就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整体气势，然后启发他们用一
些词语加以概括，比如“豪放”“气势磅礴”“不拘小节”

“痛快淋漓”等等，然后再挑出单个字仔细分析，每个字
都有严谨的书法程式。接下来，对比颜真卿的楷书和
魏晋时期的书法作品，可以找到《祭侄文稿》的创新和
突破；最后向学生交代作品的创作背景，体会颜真卿的
情感。《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文
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
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
义成仁、英烈彪炳之事。当学生了解了背景后，一下子

就明白了作品中所蕴含的疾痛惨怛、哀思郁勃的悲愤
之情。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尤为率意，但在率意
之中显露真情，丝毫没有刻意为之的书法痕迹，这恰是
自然美的典型结构。

三是学会判断。这是指导的难点。引导学生进行审
美判断，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
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进行“批评”，进而发表自己独特的
见解。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件作品，才能取其长处，避其
短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鉴赏能力。米芾是宋
四家之一，他对唐朝的草书巨擘张旭、怀素多有微词，认
为“张颠俗子，变乱古法”，说怀素草书“不能高古”等等。
观点可能有些偏颇，但自有一番创见。

当然，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判断能力，教师需要在教
学中适当地讲解一些书法基础知识，如汉字的起源、字体
演变，书法的实用价值、艺术特征，书法在传统文化中的

地位等；还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必要的书法理论常识，如了
解笔画、笔法、结构、墨法以及章法构成要素的概念、内涵
以及相互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体会“晋人尚
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做到知人论世，然后
再对具体的书法作品进行审美判断就会容易一些，这时
候，再让学生欣赏《苕溪诗帖》《丹阳帖》等，就会比较容易
分析判断米芾书法为什么“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
肥”了。

有人说，书法是民族的血脉、人们的精神家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五
大“核心素养”——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
实践和文化理解在书法教学中同样适用。因此，指导学
生鉴赏书法能够获得美的愉悦，产生美的享受，陶冶美的
情操，是落实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

(作者单位:凤阳中学)

让学生美美地体验书法魅力
□李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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