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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犯错的孩子，我们常常对
他进行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寒假
期间，教师培训时，听了天津师范大学副
校长、教授白学军的心理学讲座《疫情防
控期如何有效利用心理效应促进师生心
理健康》之后，觉得这样做是不科学的，
应该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让孩子在心理上接受你、
信任你，然后晓之以理，学生才更容易明
白你所说的道理。正所谓“亲其师才能
信其道，信其道才愿受其教。”

四年级蒋明哲是一个十分顽皮的男
孩，既是留守儿童，又是单亲家庭。身上
恶习很多，随便拿别人东西、破坏公物、追逐打闹是家常便
饭。对于这样的学生，我没有过多的批评和训斥，而是更多
地关心他的生活，关注他的学习。没吃早饭，我会弄来给他
吃；缺少学习用品，我也无偿提供。

由于他和我来自同一个乡镇，二年级时有一天他问我：
“张老师，您也是广平的？”我说：“是的。”他非常高兴：“咱们
是老乡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天真地问我：“老乡是不是就是
亲戚了？”我说“是的”。他更开心了。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
了两次谎。我说：“你要是再说谎，咱们就是不亲戚了。”

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小子顽皮，有时我也凶他，但
他从不生气。一天，他又忘记带数学书了。上课时我把教
本给了他，让他在上面做练习。下课了，他把书还给我。还
在书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张老师，我是蒋明哲，我
要向您说声对不起。”

2022年11月10日这一天，何云飞来告状，说蒋明哲把他
桌肚里的4元钱拿去了。我将蒋明哲和几位证人传来训话。
尽管有两位同学证明蒋明哲犯案，但是小家伙还是不承认。

我叫其他同学上班级读书，把蒋明哲留下，苦口婆心地
对他进行教育。“4元钱是小事，但偷拿别人东西的行为是
恶劣的。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不能改正错误，将来后果不
堪设想。”“现在承认错误为时不晚，以后改正错误仍然是好
孩子。”“只要承认错误，4元钱我来买单，而且不会跟任何
人说。”不管我怎么说，他始终保持沉默，若有所思。

见他哑巴不开口，我说：“你不想说，可以在纸上写。”说
着，我递给他一本练习本。不一会儿，他终于在纸上写了：

“昨天我拿了何云飞四块钱，以后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想要找奶奶买。做人要诚实！”

看来小家伙真的有点触动，我也庆幸自己没有对他大
动肝火。我表扬了他勇于承认错误，并再三叮嘱他以后不
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动之以情，不是简单的表扬，而是要用赏识的眼光看待
学生；也不是刻意的施舍，而是要真诚地关心学生的方方面
面。这就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要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
用扎实的学识赢得学生，用仁爱之心感动学生，做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引路人。

（作者单位：全椒县第二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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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儿童的语文》，就仿佛于老师沏
了一杯热茶，我搬了一把椅子，听他语重
心长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啊，不会教；会
教了，却又老了，退休了。可我虽然退休
了，不能身体力行了，但我寄希望于带着
思考教书的年轻一代。”

于老师的话温暖、亲切又入心，我一
边听着一边拿笔记下思考。

我在一所乡镇小学任教七年，今年
六月，我将送走我第一批六年一届的学
生，除了不舍，还有担心，我怕他们羽翼
未丰，我怕我还未倾囊相授，而我“囊中
羞涩”。

回望自己这几年的小语教学，于永

正老师提出的建议并未真正落地生根。

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在于永正老师多篇教学文章中，你
会发现他最重视的就是朗读。每拿到一
篇新课文，于老师首先备朗读，至少读三
四遍，不读得“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
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是不会善罢甘休
的。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于老师
的学生也很喜欢朗读。他们跟着于老师
一遍一遍地读，读出了人物的轮廓，读出
了人物的情感，也读出了“话外音”。

反观自身，每篇课文，听读、范读、带
读、自读虽做到了，但学生是否得其文、
得其法、得其情、得其义，不得而知，因为
随着课文教学的深入，逐渐由讲解代替
了朗读。

而我有所不知，“朗读好了，课文理
解了，学生就有了悟性，有了灵性。朗
读好了，什么都有了，就会为学生留下
语言，留下语感，留下情感，留下表达的
方法。”

靠读书长大的孩子，生命有根

我任教的学校，很多学生在家庭
阅读上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只读一
本语文书。所以，从低年级开始，我便
时常在班级群中分享适合不同年龄段
学生阅读的书目。只有一部分家长去
做了这件事，可他们却反映，书是买
了，可是孩子不读啊。我深知，这些家
庭缺少的不是书，而是亲子阅读的环
境和习惯。

于老师在书中说过，“教师对于学生
的爱往往超过亲子之爱，因为它包含了
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句话让我明
白面对乡镇地区孩子阅读的现状，作为
教师应该要去做些什么了。

去年四月份，2022版小学语文新课
标颁布，里面明确提出了整本书阅读的
概念。是的，我能做的又多了一步。是
不是能从学校、从老师的角度出发，对整
本书阅读作出相关设计，从而吸引学生
阅读的兴趣，进而去影响一个个家庭？

我知道，这些孩子将要有根了，他们
会走得更远。

写字·育人·做人

于 永 正 老 师 对 写 字 教 学 同 样 重
视，为此，他写了《写字·育人·做人》。
究其原因，是受其初小老师张敬斋的
影响。张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课堂上
要求包括于老师在内的全部学生临摹
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同时还写小
楷，连作文都是用毛笔誊写的。久而
久之，于老师感受到了书法艺术带来
的启迪、情趣和智慧。就把这种启迪、
情趣和智慧教给自己的学生，又传给
了我们。

但这一棒我接得并不好。
低年段时还比较注重书写，到了高

年段书写却退居后位。因为潜意识中认
为如果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里抽出时间来
朗读和书写，是不是会耽误教学进程。
与此同时，乡镇地区的家长认为“我的孩
子只要会做题不就行了吗？”他们对于提
高孩子的书写能力不以为意。这更增加
了写字教学推行的难度。

但是，我们忘了“写字就是育人，学
写字就是学做人哪！”

厚积而薄发——多作

厚积而薄发，不是不写，时候未到。
习作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乡镇学生的

首要难题？
其实通过前面的思考不难得出原因

——我们的学生并未踏踏实实做到多读
多书多写，没有文化积淀，没有话语基
础，自然会在习作时捉襟见肘。

此外，作为教师的我并未“下水”。
于老师是郭沫若先生倡导的写“下水文”
的忠实践行者，凡是要求学生写的作文，
于老师一定自己先下水。他说，只有这
样，走进课堂才有底气。

虽说“书是最好的作文指导老师”，
但教师不下水，如何达到师生共写，其乐
融融？不下水又如何践行于老师的“无
言之教”呢？

书中于老师的谆谆教诲，我记下的
又岂止于此？

在生命的最后，于永正老师忍受着
病痛带来的折磨，依旧笔耕不辍，坚持用
素朴、干净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我
想，他一定想把自己关于儿童的语文的
所有思考说给我们听。

“于老师，我都听到了，可我做的远
远不够啊。

我能做的就是沿着您为儿童语文所
指明的方向，继续前行。因为我知道，乡
镇小语路虽远，行则将至。”

人总要有点热爱，我的爱就是教育
这片星辰大海。

（作者单位：天长市新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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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攀登。在翻越一座高峰、踏上

新的旅途之际，人们都需要稍作休整，回首

过往、眼望未来，让人生之路张弛有度、行

稳致远。2023年的高考已经落幕，对于在

学业道路上奋力攀登的青少年，高考既是

高中学习生活的终点，也是大学学习生活

的起点。在翻越高考这座山峰之后，接下

来需要思考从高中毕业到上大学这两个多

月漫长的假期中，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需

要去做。“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

始。”为了充分高效地做好未来学习生活的

准备，准大学生们可以参考如下一些建议。

向内生长，探索自我。从心理发展的

角度而言，高中到大学阶段是青少年寻找

人生目标和方向、形成自我同一性的关键

时期。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所追寻的一种

稳定的自我理解，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

的回答。高考结束，意味着旧目标即将消

失，而新目标则可能尚未出现，这也恰是准

大学生们容易对专业和未来迷茫的时候。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认真思考自己的兴趣

爱好、积极树立新目标，对探索自我发展具

有特殊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去运动、健身、

旅行，或者去做公益，勇敢地扩大自己的生

活半径。当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走向

社会做一点兼职、体验一下父母或亲友的

职业，也是一个探索自我的好办法。这既

能够提前感受社会职场，又有助于培养独

立生活的意识。体验方知喜好，确定方向

之后，就带着勇气与期待，奔向自己的目

标，一路前行。

向外延伸，提升实力。自身实力才是

能够紧紧把握住的“锦鲤”。放松过后，不如

把时间用于兴趣爱好，提升自己的技能。可

以尝试考驾照，学习一项新技能，学学理财，

沉下心来看看真正喜欢的书，锻炼自己的演

讲能力，提高自己的时间管理水平等。这些

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未来踏入大学校门后

在竞选学生干部、参加迎新晚会、开展社会

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大放异彩。

在信息网络时代，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

力、新媒体运营技能等，也有助于为未来的

发展降噪赋能。技不压身，拥有一门熟练的

技能，会在大学里拥有更多机会，在新天地

里汲取无穷的养分和乐趣。

向后回望，心怀感恩。人的本质在其

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种

程度上，高中阶段的同学、老师、父母等重

要他人构成了青少年个体的成长环境。高

考不仅是一个人的战斗，也是一群人的努

力。在即将告别过往、踏上崭新旅程的时

刻，珍惜友谊、心怀感恩、构建积极和谐的

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例如，可以利用这段

时间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叙一叙过往，聊

一聊未来，让青春定格在一曲曲合唱的歌

声中、一张张留念的合影中；也可以主动与

自己初高中的老师们聊一聊，再一次听听

他们的教诲，感谢他们的悉心培育；当然别

忘了感恩自己的父母，利用这一阶段的时

间多陪他们聊一聊、走一走。毕竟从大学

开始就要从真正意义上远离他们了，以后

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少。

向前远眺，展望未来。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上了大学，走出校门，优秀需要重

新证明。生活处处皆是学问，对自己未来

的学习生活做好规划极其重要。休息一段

时间后，同学们要为报志愿做准备，比如寻

找渠道提前了解想选择的专业、学校、城

市，学习报志愿的流程、方法等。录取后，

还要根据学校的相关通知，准备好自己的

行李物品，安排好入学报到的路线行程

等。为了对全新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建

议同学们保持好学习的状态，养成学习的

好习惯。例如，闲暇时间可以提前准备大

一的英语四级考试。毕竟对于大学阶段的

英语学习来说，四级只是底线，还有六级、

GRE、雅思、托福等水平更高的测试，保持

长期自律的英语学习习惯十分重要。再

如，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提前了解大学的

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不妨试听网络慕课

平台上众多门类丰富的课程。通过网络试

听学习，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潜力和方向做

进一步了解，最大程度地选择自己真正感

兴趣和适合学的专业。

高考虽然已经结束，然而青春不会止

步，未来更为可期。高考后，他人眼中百无

聊赖的时光或是虚度的“神仙日子”，也可

以是不断充盈自我的机遇。在这段成长的

黄金期里，向内生长、向外延伸、向后回望、

向前远眺，保持对世界的敬畏和好奇心，去

尽情开启精彩纷呈的人生画卷吧。

（来源：中国教育报）

善用高考后的黄金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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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至10日，滁州市第七届少先队
辅导员职业技能技巧比赛在明光市城南
小学举办。经过8个县（市、区）层层选拔，
全市 24 名少先队辅导员参加了此次比
赛。大赛围绕少先队主责主业，共进行了
少先队活动课展示、个人风采展示、少先
队基础知识测试三个环节。在少先队活

动课说课展示中，各参赛辅导员展示了在课程纲要指导下开展的少先队
活动案例。在个人才艺展示环节，各位选手在声乐、舞蹈、书法、朗诵等
方面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展现新时代辅导员们的朝气蓬勃和多才多艺。
少先队基础知识测试环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
的重要论述、党团队基础知识、少先队基本礼仪规范等为内容，集中考察
了辅导员们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经过现场技能的比拼，参赛选手用精彩的表现展示了少先队辅
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最终滁州市第二小学卜晓宇、滁州市湖心路
小学陈永莲获得一等奖。大赛另设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
12名。活动课设计与说课单项奖6名，专业技能展示单项奖6名。

此次少先队辅导员技能技巧大赛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全市
少先队辅导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专业的业务技能，促进更多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脱颖而出，为滁州市少先队事业注入新生力量，深化了少
先队改革成果，为加强该市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推动少先队辅导
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全市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能
技巧比赛在明光举办

□李 祥 王照芹 毕咏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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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镇小学教语文我在乡镇小学教语文
———读—读《《儿童的语文儿童的语文》》

□别想妹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我的生命将在我的书里延续。愿我的书成为老师们的朋友，与大家同行。
——于永正先生 2016年6月23日

《儿童的语文》 于永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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