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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信任、依赖三乐器，合奏出好老师的和谐之
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三
首歌，合唱出“好老师”的传世歌谣。

我们都曾经是学生，都曾有自己信任和崇拜的老
师，并曾喜欢他上的课，学习成绩也常常是一枝独秀，
在后来的学习和深造中也大多选择了同样的学科领
域。可见，一名好老师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何等地
重要。那么，怎样成为一名学生喜欢和信任乃至崇拜
的好老师，这是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的问题。结合自
己在新锐私立学校任教的经历与感悟谈几点心得，与
同行们互助共勉。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崇拜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应该
是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做到博览群书，
学识渊博，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职业操守与人格魅力，并且善于用自己高雅的谈吐和
严谨的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起到润物无声的
教育效果。这样的老师会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并且
模仿老师的一言一行，进而喜欢和崇拜老师。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信任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应该
是胸怀宽阔，思维敏捷，心情开朗，面带微笑，善解人
意，善于倾听；可以和学生无拘无束地聊天，在聊天的
过程中去捕捉学生的喜悦与烦恼、希望与渺茫、追求与
困惑，并通过自己的眼神与笑容、言语与动作、启发与

引导来帮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摆脱烦恼，克服渺茫，化
解困惑，起到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使学生在快乐中
学习，在学习中体验快乐。这样的老师会成为学生的
知心朋友，获得学生的信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依赖的老师。老师是学生学业
上的良师，生活中的益友，攀登路上的阶梯，前进道上
的铺路石。要具有牢固的育人理念，丰富的教学经验，
多样的指导方法，细致的工作作风，热心的助人精神。
每当学生在学习中碰到难题，生活中遇到困惑，攀登时
遇到压力，前进中迷失方向时，老师就是他（她）依赖的
拐杖，加油的站点，休息的港湾，在老师那里能找到解
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拉起希望的风帆继续前行。

被崇拜、被信任、被依赖，这样的老师一定是学生
心目中的好老师。

一切为了学生。伟大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老师应具有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既然选择把老师作
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就应该无怨无悔，并像蜡烛那样燃
烧自己照亮别人，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们热爱的教
育事业，奉献给朝气蓬勃的学生。把学生培养成国家
的栋梁之才，培养成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培养成自食
其力的劳动者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好老师的一切
应该是为了学生而拼搏！

为了一切学生。教师是祖国花园中的园丁。花园中
有参天的大树，也有低矮的绿篱，有争奇斗艳的鲜花，也
有默默无闻的小草。正是她们的神采各异，千姿百态，组
成了美丽和谐、丰富多彩的花园。作为花园中的园丁，不
能只见大树不见绿篱，只见鲜花不见小草，她们都是园丁
们呵护和培育的对象。作为校园中的老师，被誉为人类
心灵的天使，更应该平等对待每位学生，不要放弃任何一
名学生。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这需要老师用智
慧的双眼去发现，合理开发、研究、培养，相信每位学生将
来都会有所作为的。好老师为了一切学生而奋斗。

为了学生一切。学生、学生，以学为生，必须从全
面入手。有句话说得好：思想好、身体好、学习不好是
次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不好是废品；学习好、身体
好、思想不好是危险品；身体好、学习好、思想好才是优
质品。老师该怎样办，怎样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句话，
那就是多做行动，少说空话，使学生全面发展。好老师
为了学生一切而努力！

当我们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
为了学生一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学生心目中的
好老师。

我也将不懈努力，终生追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诠释好老师的真谛！

（作者单位：滁州市新锐中学）

对好老师的理解
□陈晓东

教
师手记

教育部日前启动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
作，拟遴选1000所学校作为试点单位，推动在校园内配
备急救设施设备，加强教职工、学生急救知识教育和技
能培训，探索和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急救教育经验做
法，完善学校急救教育育人体系。

（4月10日《广州日报》）
医学上有“黄金5分钟”的说法，是指病人出现呼吸

衰竭或心脏骤停后，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可能挽
回生命，一旦过了这几分钟，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可
见，在紧要关头实施“急救”是多么重要。

但据报道，目前我国很多中小学校尚未开设“急救
教育”相关课程，不仅校园急救设施配备严重不足，而
且学生急救知识普及率相当低，急救知识培训也远远
跟不上。相比发达国家30——40%的应急救护技能普

及率，我国的急救技能普及率还不到1%，尽管有关急救
知识培训已走进学校，但只是“偶尔”，很多学生对急救
和逃生技能并不十分了解。可见，让“急救课”成为学
校的“必修课”已是十分必要。

2021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教育部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学校应急救护工作的通知》，明确要
求高度重视学校应急救护工作，扎实推进学生应急救护
知识技能普及行动，加大教职员工救护培训力度，加强
救护服务阵地建设，其目的就是通过“校园急救知识培
训”，使“应急救护”成为每个学生的一项“必备技能”。

此次，教育部启动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
学校，这无疑是一个“好举措”。笔者期待“急救课”能
尽早尽快走进更多学校，走近更多学生。

但笔者以为，让“急救课”走进更多学校，还需有必要

的“保障机制”。首先，要建立常态化教育机制。要将“急
救教育”纳入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程，分层实施，制定不同
阶段的课程。其次，要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要将“急
救教育”纳入教师培训体系或课程，鼓励引导一定比例的
教师取得应急救护专业资质。其三，要保障一定专项经
费。各级财政部门应安排“急救教育”推广运用专项经
费，在教育培训经费中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各级教育部
门和各类学校要确保应急救护培训经费专款专用。

当然，我们的各级医疗、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也
应积极承担起“急救教育”的重任，不妨经常性为学校
开设急救知识的培训班，把一些简单的、必要的急救知
识一样一样地教会给学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学会掌
握一两种急救技能，从而一旦遇上危急情况，既能“自
救”，又能“他救”。

让“急救课”成为学校的必修课
□廖卫芳议论风生

走在公园的路上，两只蝴蝶从我眼前掠过，低头一看，
眼前的草地上呈现浅浅的春色。原来万物复苏的季节已
经到来。

我们站在公园河畔向远处眺望，河坡上盛开着一片片小
蓝花，像一颗颗蓝宝石点缀在草丛里，妈妈告诉我这种花叫婆
婆纳，总是在春天的时候抢先开放。

几处早樱含苞待放，吐出来红绿相间的嫩芽，看起来蓬
松得马上要绽开似的。几只竹子竖立在围栏边上，吐出的新
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有的嫩绿得透出了光，有的还是深绿色
的，叠放在一起。一大片的绿树里，我看到一簇簇奇怪的花，
花蕊看起来就像小怪兽圆溜溜的脑袋，在微风里渐渐感受春
日的清新。

回家路上，我坐在妈妈电瓶车后座。一抬头，两株红梅，
渐渐散落着花瓣，像是冬日寒冷褪去的倒计时。再仔细一看，
蜜蜂在花丛间采蜜，好像在和红梅做最后的道别。待到红梅
落幕时，这盎然的春天便盛大开启。

【点 评】小作者观察细致入微，低眸抬
头间，一花一叶在其眼中都是那么的新鲜、有
趣。本文语言丰富，用词生动，含有情趣。字
里行间透露着对春天到来的喜悦。

春意总在不经意间
□滁州实验小学三（1）班 王梓奕 指导老师：杨丹丹

回 忆 录回 忆 录

芳 草 地

在我家储物间的角落里，有一把我不知道有多少年头的
锄头：长长的、直直的、光滑的木棍，一头是我脚掌大小的锈迹
斑斑的铁块。

听妈妈讲，外婆年轻时，每天起早贪黑与外公一起下地干
活，用这把锄头除草。如今，外婆老了，腿脚不怎么好了，于是
这把锄头就传递到妈妈这里了。

记得三年级，那是一个星期六，阳光明媚。妈妈带我和外
婆去老家玩，那时外婆的手脚还很利索。到了老家，外婆突然
发觉农田里该除草了，“还好我带了锄头。”外婆说完就拿出了
两把锄头，一把新一点儿的，一把旧的。新的给了妈妈，外婆
用伴随自己几十年的锄头，锄口也不锋利了。于是我很好奇
地问：“外婆，用新的不好吗？为什么要用旧的？”外婆语重心
长地说：“这把锄头伴随我一辈子了，有感情了，虽然生锈，在
磨刀石上磨磨就锋利了，我舍不得丢。”看着外婆和妈妈辛苦
劳作的背影，心里有一股五味杂陈的感觉，外婆一辈子勤俭持
家，现在已经从祖辈传到妈妈这一辈了。

外婆的勤劳节俭，“遗传”给了妈妈。妈妈总是一大清早
起来，有时带着锄头下地锄草，干完活，又匆匆忙忙地给我做
早饭，送我上学。她还在上班之前安顿好腿脚不便的外婆。
每天做三顿饭，接送我四趟，还要上班，这么辛苦的妈妈，可从
没喊过一声累叫过一声苦，甚至在晚上，浑身疲劳的她还在坚
持打扫卫生。

妈妈经常像外婆告诫她那样教育我，要求我在学习上要
勤奋，在生活中要勤俭，人生要靠努力，幸福的生活才会属于
自己。妈妈说：外婆年龄大了，把这锄头传递到我这里，我希
望你也能接受我的传递，接受这把“锄头”！我知道锄头下有
弯曲的背影，锄头下有豆大的汗珠，但锄头下更有丰收的果
实，锄头下也有勤俭持家的精神。

现在我已深刻地领会到了“锄禾日当午”的艰辛，也能初
步感受到“戴月荷锄归”的闲适。外婆留给我们的那把生了
锈的没有棱角的锄头，在我的眼中，我的心中，它是永远闪着
金光的。

【点 评】本文从一把生锈的锄头写起，写出勤俭持家的
优良家风，整个故事从小处着眼，写得生动具体，写出精神灵
魂，文末小作者进行升华，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一把锄头的传递
□明光滨河实验学校六（13）班 李安蕊

指导老师：李明斌

“化学家一般指从事于近现代化学研究的科
学家，有专职和兼职之分，在英国亦可指药剂
师。”这是网上对化学家的定义。然而我心中“化
学家”的概念是在初中三年级建立起来的，以至于
现在我每每追忆起初中求学的岁月，化学老师朱
广会先生的影像就会浮现在眼前……

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我就读于异乡的黄湾中
学。到了初三才正式与朱老师结缘，有幸成了他的弟
子。朱老师第一节课上得与众不同，他没带化学教
本。拎着一个工具箱，稳稳地走进教室，往讲台一站，
就惹人瞩目。墨浓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张明
星脸，简洁的发型，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看上去挺儒
雅的，魅力十足。他面带笑意，开口自我介绍道：“我
姓朱，化学老师。未来一年，我们共同学习化学这门
有趣味的学科。”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听起来极为舒
服。然后，朱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化学是什么？”他指
令我的同桌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又
顺势问道：“同学们有没有知道的？”当时，我毫不迟疑
地站了起来，很利索地答道：“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
成、性质、结构与变化规律，创造新物质的一门自然科
学。”我的答案出乎他的意料，朱老师夸赞我说：“你是
一个善于自学的好学生，前途无量。”

朱老师示意我坐下。能得到老师的表扬，我深
受感动，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每当学习遇到挫折的
时候，我就会搬出朱老师的那句话来激励自己。

化学课继续进行着，只见朱老师戴上一副皮手
套，用镊子夹住条状物体，小心翼翼地用火柴点燃，
一种耀眼的白光夺人眼目，冒出缕缕白烟，令人震
撼。他提高声音说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
门道。注意观察石棉网上还有什么物质？”同学们
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课堂气氛空前高涨。“这是镁
条燃烧后生成的白色固体物质……”老师解释了一
番，我们频频点头，沉醉其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老师又从工具箱拿出
几种物质，分别介绍了碘液、色素、维生素C，还故作
玄虚地问道：“透明的塑料杯、水，你们认识吗？”大家
齐声答道：“认识！”“看好了，我要作法了。”他把碘液
放到塑料杯的清水中，晃动几下，水变成了棕黄色。
取维生素C片加入杯中，很快水又恢复清澈了。朱
老师捞出维生素C片，把碘液再次加入塑料杯清水
中，搅拌均匀，水又呈现棕黄色。滴入色素后，水变
成墨黑色，最后再把维生素C片加入其中，反复晃
动，水又变成蓝色。同学们眉头紧锁，还没有走出

“魔术”的情境。朱老师又让我们打开化学课本后的

“元素周期表”，他竟从头背诵到底，还讲了门捷列夫
的故事，令我们心驰神往，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
后，我私底下送他一个雅号——化学家。

“化学家”的美名不胫而走，绝对名副其实。在学
习碳酸钙的相关知识后，有一天上复习课。朱老师让
我们背诵于谦的诗作《石灰吟》，搞得我们一头雾水。
而后他问道：“这首诗蕴含哪些化学反应？”我们一时不
知所措，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老师提示道：

“凿出的石头的成分是CaCO3。”我们的思维豁然开朗
了。“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
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竟然如此奇妙：第一句
是物理变化，后三句对应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分别为：
CaCO3高温=CaO+CO2↑，CaO+H2O=Ca(OH)2，
Ca(OH)2+CO2=CaCO3↓+H2O。把化学教学和语
文诗歌结合起来，激发我们认知世界的兴致，开阔了我
们的眼界，还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洗礼。这是我们求学
生涯的一个美好记忆，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关于“化学家”朱老师的记忆，也曾镌刻在报纸
上。有一次，我们班几个顽皮的学生午后闲逛，朱
老师办公室的门没有锁，同窗们溜进去，拿了一沓
报纸凯旋而归。我们一拥而上，浏览起来，竟然发
现“中学生化学报”刊载朱老师的一篇文章，主要阐
述稀盐酸的化学性质。我又仔细“啃食”一番后，物
归原主。恰逢朱老师在找这份邮递员刚送来的报
纸，他很兴奋，好像见到心爱的宝物一样。原来，他
一直撰写化学教学论文。从师于他一年，我们读了
他好些佳作。在那个年代，农村中学有这么“高大
上”的化学教师，绝对是屈指可数的。

初中毕业后，我有幸到凤阳师范学校学习，用心
钻研化学这门课，想成为一名像朱老师一样的化学
教师。工作后，虽未能如愿，但我并没有气馁，努力
提高自身素养，成了一名受学生喜欢的语文老师。
这完全是受到“化学家”的影响。

不久前，我聆听一节化学公开课，看到多媒体课
件展示的氢气爆炸试验画面，感觉不太过瘾。眼前倏
忽闪现朱老师用可乐瓶演示的氢气爆炸场景，冲击力
依旧在……时过境迁，他往昔的教学情景犹如经典
影片重现。“化学家”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心灵里……

定格在心灵里的定格在心灵里的““化学家化学家””
□庆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