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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阴雨低温天气过去了，气
温踏上了过山车般上升的阶段。花儿灿
烂，鸟儿鸣啾。树木、小草显示出旺盛的
生命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在欢快
地起舞，都在蓬勃向上，都有一个鲜活的
生命在跳动。今天一（2）班有一节劳动
课，我想带着小朋友们到学校教学楼后
面，进行现场教学，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
劳动的艰辛，以及劳动的快乐。

我提前做好准备，买了一次性手套，
矿泉水。

这些小家伙听说出去就激动，一个个兴高采烈。我再三
说了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他们不乱跑，听指挥。然后分发
了一次性手套，一瓶矿泉水，小家伙们领了东西就迫不及待地
散开。他们有的钻进低矮的树丛；有的找大片青草的地方一
通乱薅；有的不知所措，瞪大眼睛看着别人拔草；有的抢在前
囫囵吞枣式掠夺性拔草；有的刚拔了一小把草就急忙拿过来
给我看……看他们七荤八素的拔草模样忍俊不禁。一个比一
个喜俏，一个比一个呆萌。爱干净的蹑手蹑脚，调皮的朱晨旭
动作夸张，老实的王金梁仔细谨慎。

“啊……”一声惊叫传来，“蜘蛛啊！”林依诺吓得小脸都白
了，胆大的李宇航伸手就把蜘蛛给捏扁了,“这有什么可怕的，
胆小鬼！”“你才胆小鬼！”。桃园里热闹非凡，鸡飞狗跳，十分
钟后我检查一下劳动成果，他们手里攥着一把草争着向我报
告。我看着桃园地下，草并没有拔干净，像冷水烫鸡毛，拔得
乱糟糟的。于是现场给他们讲拔草要领：一、要扎扎实实，一
点一点地往前推进，拔干净了，再往前，不管草多草少都要脚
踏实地拔完；二、要分工协作，一人负责一片，劳动讲纪律，讲
效率；三、不可盲目冒进，要注意安全，不要被桃树枝挂伤。听
懂了吗？“听懂了！”不知道有几个真听懂了，回答倒很整齐。
我又让他们干了一会儿，看着他们红彤彤的小脸，气喘吁吁的
模样，就让他们喝喝水，歇一歇。

让他们继续拔草的时候，我在旁边进行有效的监督，让他
们弓腰拔，蹲着拔，并给他们定工定量，让他们付出汗水。“这
一片李宇航拔，这一片李煜祺拔，这一片刘博宇拔……你们要
拔干净哦，最后我要查看评比的哦。”“好的。”小家伙都很听
话。让他们踏踏实实拔一会儿草，体会一下农民伯伯拔草的
辛苦。阳光穿透树梢，在他们身上画上了桃树枝干，热力很快
涌上来，好几个同学脸上挂上汗珠。“老师，热！”“能不能坚持
一下？”“能。”“老师，我要喝水。”我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有点
凉，少喝一点，喝慢一点。”五分钟，有的就叫苦不迭了。我看
时间差不多了，就宣布结束。小家伙们如释重负。

结束的时候，我实地查看，表扬了干得好的学生，并带着
他们看一看，好在哪里。和那些干得不好的同学对照一下，让
他们懂得劳动成效。我给予干得好的同学“劳动小能手”的称
号。接着让他们集体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劳动让他们快乐，劳动让他们健康成长。
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一堂劳动课。

“这样的劳动课，才是真正的劳动，才能体会劳动辛苦。”
“这样好，老师想得周到，为老师和同学们点赞！”“这样他们高
兴，在快乐中学会劳动，体会劳动的要义。”……当我把学生劳
动照片转发在家长群里时，家长们都为这种做法点赞，并说出
挺有文采的赞词。

（作者单位：凤阳枣巷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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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和往年一样，今年的高考依
然备受关注。各地各相关部门协力全城护考、各界知名
人士寄语考生、家校合作维护高考秩序，以及全社会热议
高考，即可说明问题。从现实来看，以从容理性的心态看
待高考，将高考作为人生的新起点，展望即将开始的新的
人生旅程，做好下一步规划，是更为明智之举，亦与当今
时代同频共振。

高考确实是人生中的重要节点，但它绝不是终点，只
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分岔口。甚至可以说，高考过后又站
到新的起点上，只是起点位置不同而已。同样的高考，背
后是不同的未来：同样分数所带来的，也是不一样的人
生。高考之后，一些考生也许如愿以偿，但若没有长远规

划，认为考上大学便算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错过加速发
展、完善自我的机会，最终迷失自己。相反，那些高考“失
意者”倘若直面现实、重拾勇气，找到人生方向，也能开启
精彩的人生下半程。的确，高考是人生的一个节点，唱好
为自身、为家国持续努力的奋斗之歌，才是恒久的命题。
只要秉持一个“做社会有用之人”的理念，无论干什么，只
要肯奋斗，都是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面对高考的态度，也能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发展程
度和成熟度。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从容地把高考放在漫长人
生旅途中来衡量，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豪情来看待，
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心态来对待，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是充
满活力和理性的。所谓人生，简单点说，就是人积极、快乐

地过完一生。对照这个目标，输一场考试真的没有什么，摆
正心态之后更为重要的是，不气馁，不灰心，努力为下一场
有形无形的考试做准备。赢得这场考试的，在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中，倘若没有快乐，消极以对，这无异于输了人生。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人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完整的
人。人生的最大目的是幸福。如果每一个高考生，包括
那些落榜生，能不忘初心，牢记本真，始终知道自己要什
么，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上朝着目标奋勇向前。谁能说他
们的人生是不成功的呢？！高考在不断改革，时代在不断
发展，我们的人才观教育观也要不断改变。愿全社会的
目光都能关注每个人的成才、一代人的成长，帮助更多考
生走好未来人生路。

做好高考后的人生答卷
□鲁庸兴

2020年9月，我到琅琊路小学工作，
担任了三（8）班语文老师。教师节快到
了，学校要求每个班级出一期教师节黑
板报。我找到美术老师，请她帮助我们
班级出。她说：“冯老师，我只能帮你出
一期，下次，你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出黑板
报。”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我决定在班
级里培养能出黑板报的小能手。

我首先找了几个书法写得比较好的小朋友，让他们负责
写字，有朱若菡、储牧谦、李言等同学；我又找了几个绘画比较
好的几个小朋友，让她们负责黑板报的绘画，有王绍龙、张馨
研等同学。这样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快就建立起来班级黑
板报兴趣小组，我负责在网络上找黑板报内容，把黑板报的布
局和内容打印出来，按照打印的黑板报模型出黑板报，方便又
快捷。一开始，我们班黑板报兴趣小组，出的黑板报跟其他班
级相比差远了，经过我们不断修改和提高，我们班级的黑板报
水平不断提高，在学校组织的黑板报评选中多次荣获一等奖，
而且在出黑板报的过程中，小朋友们得到了锻炼，增强了学习
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找到了学习的快乐。他们的语文成绩
不断提高，他们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并懂得了团结协作、人
多力量大、付出就有回报的道理，展示了我们班级的风采，我
们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拉近了！家长们对于孩子们在学习上、
精神风貌上的变化也非常高兴。通过出黑板报，培养了同学
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班级凝聚力。我们班级的书法水平也大有
长进，王绍龙、储牧谦同学获得第三届醉翁亭奖全国硬笔书法
大赛少年组三等奖。李易轩、李言、储牧谦等同学多次获得校
内书法比赛一等奖。多位同学在校内外绘画比赛中获奖。杜
中正同学在安徽青年报、滁州日报都发表了文章。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
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陶行知）。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我深感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让人生出彩，让所有的学生
出彩，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滁州市琅琊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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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坛随笔

教育故事教育故事

最近，我县正在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2.0项目。为了帮助大家完成相应的微能力点
的作业，我校的计算机老师对全校教师进行了培训。在培训
会上，计算机老师带着大家了解了作业要求和完成作业的方
法。计算机老师讲得很详细，并且强调说，作业很简单，只要
大家花时间去做，肯定能完成。年轻教师很快就掌握了，但
一些中老年教师，尤其是几位临近退休的老教师听得一头雾
水，真可谓是“言者谆谆，听者昏昏”。散会后，一位老教师调
侃道：“我听得昏昏欲睡。难怪课堂上有些学生会打瞌睡，他
们是真心听不懂啊。”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案例。1990年，美国斯坦福大
学的研究生伊丽莎白·牛顿做过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
她把参与者分为两种角色：敲击者和听众。每位敲击者拿到
一张25首美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曲清单，例如《祝你生日快
乐》和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等。敲击者要做的事情就是
从中挑选一首歌曲，在桌子上敲击出歌曲的节奏，然后让听

众根据听到的节奏猜出歌曲。
这个实验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情况却很艰难。在实验

过程中，敲击者敲出了120首曲子的节奏，而听众只猜出了其中
的3首，猜中率仅为2.5%。更有趣的是，在听众猜歌曲之前，伊
丽莎白让敲击者预测听众猜对的概率，他们预测概率为50%。

从预测概率50%到实际概率2.5%，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当一位敲击者在敲击歌曲节奏的时候，他听到的是自己

脑子里的歌曲，因为他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对于听众来
说，他的脑袋里没有歌名这个信息，他不知道这首歌具体是
什么，也就听不到曲调——他们所能听到的，只是杂乱无章
的敲击声。

做一个敲击者也很难。问题在于敲击者已拥有的知识
（歌名）让他们想象不到缺乏这种知识会是什么情形。当他
们敲击的时候，他们不能想象听众听到的是沉闷的敲击声，
而不是一首曲子。

这就是“知识的诅咒”。这个实验名叫“击节者与猜想

者”，伊丽莎白通过这个实验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当计算机老师不厌其烦地面对中老年同事求助的时候，

他或许心生纳闷：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怎么就不会
呢？也许他压根就没想到，其实他是被知识“诅咒”了。

在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不写作业，母慈儿
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家长们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他
们掌握了某种知识，往往很难理解孩子没有掌握这种知识会
是什么样子。当家长们一旦失去耐心的时候，敲桌子拍板凳
的事情难免就发生了。老师们平常辅导学生，有时候也会考
虑不到学生的实际认知情况，于是气急败坏，恨铁不成钢，武
断地给学生贴上了“孺子不可教也”的标签。

作为家长和老师，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为孩子们想一
想。我们觉得很简单的知识，或许孩子们压根就不懂。我们
要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多一些理解和耐心，千万别让知识“诅
咒”了我们。

（作者单位：全椒县十字小学）

别让知识“诅咒”了我们
□席绪鸿教与思

历史的文化长河里，无数晶莹的浪花奔涌，
戏曲艺术无时无刻不填充着华夏儿女的精神世
界，美丽的她源发于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等，
融入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
演艺术综合而成，戏曲不仅是茶余饭后消遣哼唱
的乐趣，也不仅是一类人无奈谋生的职业，更多
的是国人精神的寄托，心情的安放，甚至是感悟
人生、寻觅真谛的生活讲堂。

无数优秀的戏曲剧本传递着真善美，让人在
优美的韵律中深思、感慨：《乌盆记》的冤大必出、
惩恶扬善；《四郎探母》的忠孝节义、家国深情；

《铡美案》的正义执法、蔑视权贵；《霸王别姬》的
英雄末路、悲怆唏嘘；《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坚贞
爱情、撼天动地……

充满真善美、正能量的戏文、戏词在人们的
成长教育中，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爹娘嫌贫
爱富贵，素珍不忘恩爱情……”《女驸马》教育人
们不能嫌贫爱富，要忠贞爱情；“屈死的冤鬼魂休
要怨咱，自有那神灵儿天地鉴察”《捉放曹》传递
着正义终不会缺席的信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
男！”在男尊女卑的时代，这样铿锵高亢的唱词点
亮了多少女子们的人生之灯。

戏曲进校园，这一项年年举行的活动，已经
体现了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视，相关部门联系当地剧团，精心准备
了切合时代发展风貌的剧目，将现代与古典融
合，西皮二黄、锣鼓点儿，浓妆重彩的脸谱，璀璨
琳琅的行头，像散发着檀木香的清风，吹进每一
座青青校园，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在演员
们的表演和老师的讲解下，一点点汲取着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华，虽然，还有很多戏词没有听明白，
还有很多唱腔太难学，但目光所及，皆是令人惊
艳的美。戏曲本身的教育作用，这也是应当充分
发掘出来的

有的学校开设了京剧课，戏曲社团，有的校

园文化中凸显了国粹京剧的知识，有的积极组织
参加了比赛表演。但从我们的戏曲传承来看，还
是存在一些不足：

1.普及面还不够广。表演者往往是精心打造
出来的那么一些孩子，大多数孩子只是观众，或
群演，参与机会还不够。

2.青黄不接的尴尬。对于戏曲的传承，剧团
负责表演，有剧团老师或者当地票友会的爱好者
负责教学，教的是青少年儿童，而我们学校的老
师们爱好吗？学习了吗？中青年一代的国人，有
多少在学习传承戏曲文化呢？

3.忽视戏文的解读。戏曲文化的教育魅力，
在于她在演绎故事的同时，传递着道德礼仪、人
情世故，传递着做人的真善美，这不也是“立德树
人”的精神素材？我们可以撷取精华，在课堂上
讲解，让学生讨论交流，在曲艺的韵味美中，潜移
默化地学做一个正直的人。

4.缺少活动平台。除了每年一次的戏曲进校
园，我们当地文化馆也许还会有票友会，除此以
外，戏曲活动体验平台极其少，这也和戏曲传承
人的断层有必然的联系。

5.戏曲歌曲的不合理杂糅。时下，很多流行
音乐揉入了京剧元素，歌者捏着假嗓在RAP中来
上一段，或者整首歌都是古风的戏曲式的，这虽
然体现了对中华戏曲的传承，但并不严谨，且不
说韵味上的粗糙，还有歌词上的牵强、乱造，都破
坏了戏曲中的文学美、音乐美。有些青少年甚至
误以为这些就是中华戏曲。

6.时代碰撞的沉默。在国内外各种时尚音乐
形式的影响下，戏曲因为它的古老、含蓄、精致，
还难以走进青少年儿童的兴趣世界，更难以培养
欣赏这“东方歌剧”的高雅情操。我们中国的戏
曲是一项高端高雅的艺术，而且，因为戏曲中丰
富的思想内涵，“汇千古忠孝节义、成一时离合悲
欢”，她更贴近寻常百姓家，我们应该在学习和传
承中，提升对戏曲的认识。

“舞台方过悬明镜，忧孟衣冠启后人。自古
文武今时见，历代君王自此知。”

戏曲艺术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承载着
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丝竹音韵的悠扬声中，传
输给一代又一代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启迪无数华
夏儿女的人生智慧，将善良、忠贞、孝顺、勇敢、勤
劳、宽容等等美好的品质通过一个个各具情态的
角色，或含蓄或淋漓的彰显，并深植在国人的心
中，新时代的我们，须有高度的民族自觉、文化自
信，珍藏、珍视、珍爱中华戏曲文化，撷取精华真
意，用心传承发扬，让戏曲文化为我们青少年儿
童的思想道德教育发挥出更好的育人作用！

（作者单位：明光市嘉山中学）

丝竹愉情志 戏曲更育人
□徐红艳

随感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