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62024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五

班
主任园地

□本版责编：朱丽丽 □版式：李云岳 □校对：马晨晨
□电子信箱：czrbjiaoyu@163.com

教育故事教育故事

守得云开守得云开见明月见明月
静待静待花开终有花开终有时时

□□庆克林庆克林

两年前，我有幸受邀参加凤阳
县黄湾中学承办的学区“班主任论
坛”活动。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我一
直深耕在班主任这块土地上。岁月
洗去了铅华，褶皱了诸多的育人故
事。敲击键盘，掀起往事的涟漪，凝
结成一篇《守得云开见明月，静待花
开终有时》的拙作。

连续几天，熟悉稿子，摆弄课
件，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班主任论
坛”如期而至，会场人流如织。根
据日程安排，我在活动中段开讲。
数位同仁侃侃而谈后，我缓步走上
讲 台 ，复 制 好 课 件 ，调 试 好 翻 页
笔。平复一下心情，轻轻一按，屏
幕上《守得云开见明月，静待花开
终有时》的演讲主题赫然而出。简
短寒暄后，遂打开话匣子：“《红楼
梦》中有这样一首诗：‘满纸荒唐
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抛开《红楼梦》的故事
不谈，其实这首诗也描绘了我们班
主任的管理现状。班级‘后进生’
隔三差五，就会为我们整些‘荒唐
事’。为此，我们班主任总会想尽
办法解决棘手问题，可谓‘痴心’不
改。”寥寥数语，激起场下人的兴
致，我心里踏实了一些。

时逢初冬，空气里有了一丝暖
意。我的话题继续进行：“本届我
带的班级‘后进生’众多。接班以
后，感觉管理难度比我想象的还
大。思来想去，我的‘整风行动’就
开始了。没有特殊情况，我要求学
生一周之内把《中学生守则》的内
容背熟，他们认为这种指令是不可
思议的。我往讲台上一站，把《中
学生守则》的条文放在多媒体展示
台上，背对屏幕熟练地背诵完《中
学生守则》的内容，出乎了学生们
的意料。我的气场镇住了所有学
生，因为他们以前的班主任鲜有这
么干过的。两周后，全班学生顺利
完成背诵任务。自那以后，凡是犯
错误的学生，都要结合《中学生守
则》的条文来反思自己的不足，并
且落实在行动上。”

同仁的稿子多为总结经验，雕
章丽句迭出。班主任管理工作中
的困惑往往一笔带过，攻克“疑难
杂症”的操作相对少些。而我的稿
子着眼点却是聚焦这些问题的。
参会者频频颔首，投递给我肯定的
目光。

会场的灯光依然释放着光芒，
我的声音从话筒里响亮地传出：“天
下事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的学生李某、何某、张某、徐某等
还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些孩子个
人卫生搞得很差，其他的错误此起
彼伏。于是我用上了苦肉计。我校
行政楼有两间简易厕所，我时常带
领这些学生清扫。脏活由我担当，
我教会他们使用滚轮拖把的方法。
当清洁的地面展示在爱徒的面前
时，他们心里产生了成就感。加之
其他科任老师的表扬。孩子们明白
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道理。

每每劳动完毕，我会亲手给他们喷
洒洗手液，消毒杀菌，然后分享事先
准备的果品，顺便谆谆教导一番，效
果不言而喻。寓常规教育于不同形
式的活动之中，持之以恒，常抓不
懈，这些孩子很少犯错误了，竟然心
疼起班主任，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说到这里，场下竟然响起了掌声，我
很受鼓舞。

会场安静下来，我麻利地展示
课件内容：“《论语·子路》中有这样
的文字：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
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
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我侧对屏幕，与参会人员交流
道：“此段文字启示我们班主任不要
幻想管理‘后进生’有速成的‘良方
’，更不能急功近利。眼中要有学
生，做到以人为本。有时候，最好的
沟通方式不是语言，而是耐心的陪
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每个学
生都是第一名，只要我们愿意为他
另起一行。”稿子出自我的手笔，完
全脱稿，人与稿子、课件合一，不露
痕迹。我能感受到同事们走进了我
的世界，我更加淡定了。

针对学生时常会发生肢体冲突
的问题，我回顾了班主任生涯中遇
到的个案：“多年前我管理的班级张
某、王某两位同学一言不合，发生口
角，酿成暴力冲突，造成张某牙齿受
伤住院的后果。”案例回顾结束后，
我用课件展示两段文字：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我的演讲继续着：“当时我们师
生分析以上事件，得出‘不对不能伤
人，对也不能伤人’的结论，牢记‘冲

动是魔鬼’的教训，掀起“君子标准”
讨论的热潮。而后，我趁热打铁，讲
述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的来龙去
脉。同学们听后深受震动，以至于
把故事主人公张英的回信当成诗歌
背诵：‘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学生们进而悟出相处之
道，向君子看齐！”

话说至此，我趁机出示课件内
容，阐述道：“班主任解决问题，手中
要有方法。我们还要坚守信条，第
一条：学生是可爱的；第二条：学生
做了不可爱的事，我们再重读第一
条，做学生幸福的领路人。”这些个
人见解立刻得到同仁们的支持，我
如释重负，内心充满自信。

当我叙述完“利用闲暇时间辅
导学生写作”的经历之后，我深知以
此为突破口，耐心教育学生，效果是
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学生在报刊上
发表了80余篇作品，赢得在场人员
的赞许，我明白了“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的道理。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最后，我
的心声伴随课件而出：“作为班主
任，要努力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身正
为范，脑中要有智慧；二是以人为
本，眼中要有学生；三是因材施教，
手中要有方法；四是仁者爱人，心中
要有爱心。班主任工作的本质就是

‘爱’！这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守得云开见明
月，静待花开终有时。就算开不出
花朵，也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掌声又一次响起，我鞠躬致
谢。备受同行的褒奖，真是不虚
此行。
（作者单位：凤阳县李二庄中学）

一年，一岁，渐渐接近，又偷偷远
去，我整理凌乱的思绪，向新的一年迈
进，又是一年芳草绿。捉不住的时光毫
不留情地越出手指的缝隙。回忆过往，
日子中竟是斑斓的光影。记忆的屏障
中，昔日清晰的画面大多已然模糊，然
而总有一些事情仿佛发生在昨天——

“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
裤，装着若无其事地告别，告诉妈妈我
想出游几天……”每当哼唱这首熟悉的
老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当年——
1989年，那是一个夏天，正如曲中描述，
我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
不是远游，而是返回我的家乡——如今
的秦栏镇官桥社区，开始了我漫长的教
学生涯。

我的家在学校围墙外，上学那会
儿，在家听见预备铃声响起，我撂蹦子
（家乡方言：跑得贼快的意思）跑去教室
是不会迟到的。我家屋旁有个大池塘，
池塘北边是中学的食堂，食堂师傅和附
近的老师常在这个池塘边淘米择菜，浣
洗衣裳。

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我任教四年级
语文课兼班主任。第二学期，市教育局
发出通知，要求全市每个学校选出10名

四年级学生参加市级语文学科竞赛。
接到任务，我茫然不知所措。要知道那
个年代，农村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关心
甚少，大多都是靠天收。班里确实也没
几个好苗子。选谁呢？王晓丽冠绝时
辈、秀外慧中，是参赛选手的不二选择；
徐艳娇小玲珑，思维敏捷，是铁打的种
子选手；潘丽娟踏实稳重，有内涵，也能
顶起半边天……一到九个人选摸排到
位，第十个人选实在拿捏不准，把握不
大，搞不好还会拖了后腿。茶余饭后，
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一日，中午放学后，我在池塘边洗
衣服，忽然发现池塘对面有个熟悉的瘦
小身影，与其他进出食堂的中学生迥然
不同：他不是去食堂就餐，也不是在池
塘边洗碗，而是悠闲地用碎瓦片玩起了
打水漂，还不时地朝食堂方向瞥上两
眼。那无助的小眼神让我顿生怜爱之
心。我朝着他大声喊道：“张小天，你放
学怎么不回家（这是中学食堂，小学生
一般都是回家吃饭的）？”他一愣，不知
道我的声音从哪里发出来，东张张，西
望望，当他发现在池塘旮旯码头上洗衣
服的我时，惊喜地叫了一声“宋老师”，
就向我的方向跑过来。他告诉我，他父
母不在家，回家也没饭吃，不如不回去，
省得来回跑十来里路。

“那你怎么不去食堂吃饭？”我有点
诧异。

他又愣了一下，支支吾吾：“我，我
没钱。”

于是，我给他下“命令”，让他立刻

从学校大门绕出来，到我家吃饭。饭桌
上，我了解到，他的父母忙于生计，疏于
对他的关心。有一次，他放晚学回家，
父母还没回来，他又没有钥匙，就到邻
居家还未建好的平房顶上玩耍，
玩着玩着睡着了，一觉睡到天
亮，父母也没找他。他说得轻描
淡写，我听得瞠目结舌——还有
如此心大的家长？我不由得心
疼起这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于
是，我暗自决定，不管他学得怎
样，赛得怎样，这第十个人选非
他莫属了！

经过一个月的集训，是骡子
是马都要拉出来遛遛了。可是
张小天家离学校五六里路，父母
又没空送他。万一第二天早上
他一个孩子赶不上 6 点半我们
一起去市里的早班车怎么办？
我又一次“命令”他跟父母请假，
吃住在我家。

参赛当天，我们一个也不
少，按时按点进入考场，学生在
考场奋笔疾书，我在外面耐心等
待。当工作人员把试卷拿给我
们送考老师看，我发现有几个难
点我们辅导课上讲过时，我就知
道我的学生不会让我失望！我
教学生涯中第一张市级奖状出
炉了。

多年以后，我已记不清大部
分曾经的学生的模样，也叫不出
大部分曾经的学生的名字，但这

个名叫张小天的少年在我心中，总难忘
却！因为这张老旧奖状，也有他的一份
付出，我将永久珍藏！

（作者单位：天长市同心小学）

一张老旧奖状
□宋嘉晴

用文字“速写”眼前人
□陈 杰

人物速写，指在有限的时间内，以快速而简洁的线条和笔触，勾勒出
人物形象的一种绘画方式。它强调对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生动表现，
追求形象的简洁和精确。画者可以通过细致观察和捕捉，描绘出人物的
外形、容姿、动作、神态，从而传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其实，

“速写”不只可以用线条呈现人物特征，只要留心观察，也可以用文字进
行“人物速写”。这几篇学生的日记就是用文字描绘了生活中瞬间看到
或偶然碰面的人，并记录了他们所留下的独特印象。

入冬不久，流感来袭，我也“中招”了。这天上午，我请了病假
在医院里挂水，对面的一对父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位父亲看上去近四十岁了，两鬓微白，怀里的男孩六七岁
的样子，白白胖胖，只是眉毛拧成了麻花，眼神里透露着不安，呆
呆地望着来往的“白大褂”。没过多久，一位护士举着吊瓶慢慢

“逼近”，男孩不断地往父亲怀里蜷缩着，带着哭腔哀求着：“我不
要打针……我不要……”护士看了看男孩的手，说不行。她
顺势摸了摸男孩的额头，男孩好像被烫了一般，应激地
挥起了小拳头反抗着、挣扎着。这位父亲，紧紧环
抱着男孩，无措地安抚着：“不疼……不疼
……咳……”“爸爸咳嗽也要忍一下，都不
能动哦。”护士好心地提醒一句。这位父
亲抿着嘴，大气也不敢出，紧紧地抱着
男孩。说时迟那时快，护士麻利地
将针头扎了进去。“哇——”男孩
的哭声响彻整个病房，仍然在父
亲的怀里挣扎。也许是动作
太大，血顺着针管回流。望
着输液管里的一段殷红，有
一滴眼泪在这位父亲的眼
眶里打转。

终于，男孩的母亲
来了。这位两鬓微白
的父亲如释重负，起
身，弓腰，猛烈地咳了
起 来 。 似 乎 要 把 刚
刚的隐忍一股脑地
咳吐出来。一阵剧
烈的咳喘后，他艰
难地直起了身，喘
着 粗 气 向 挂 号 窗
口走去……
五（5）班 张语晨

身影

一场大雪后，气温骤降，空气似乎都结了冰。这清冷的早晨，
谁不想躲在暖和的被窝里呢？

在电梯口，我看到一位老人。老人很高，看起来饱经风霜，应
该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老人很瘦，穿着厚厚的棉袄依然显
得单薄，好像一阵北风就能吹倒。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出了电
梯。我惊呆了！这辆自行车简直和老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车漆早就被磨掉了，把手上锈迹斑斑。古老、孤单、不堪一击……
我想不出哪个词能形容它的沧桑。这一人一车要去哪呢？正当
我愣神时，老人的身后走出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精力旺盛，红
扑扑的脸蛋可以看出他被家人精心呵护着。

走出电梯口，一阵寒风袭来，我的鼻头一阵酸。老人说了一
声：“坐好了。”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五（5）班 陈雨冉

推自行车的老人

放学时的校门口格外热闹。家长们在等候区仰首张望，一旦
看到自家的孩子就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兴奋得直招手。各种小食
摊贩不失时机地叫卖着，一簇簇人围上去又散开来。等候区的长
椅上坐着一个悲伤的小女孩，她与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粉红色
的棉袄衬着她发红的双眼，楚楚可怜。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
么，她就坐在长椅上，呆呆地坐着。

也许是想起了试卷上鲜红的分数，也许是看天色渐渐暗了，
小女孩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往来的行人向这个满是泪
痕的女孩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也有几位好心的奶奶拉着自己的小
孙子路过，心疼地问：“这哪家的小姑娘，怎么没有人接呢？”没有
人回答，谁也不知道。

过了一会，一个刚出校门的男孩走了过去，他们是同学吗？
男孩想要安慰她，问她为什么哭。小女孩似乎并不想回答他的问
题，哭得更伤心了。男孩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小声地安慰着。

夜幕降临，学校门口的行人渐渐稀少，摊贩们开始收拾货物
准备回家，男孩也被家人接走了。路灯下，小女孩的影子被拉得
长长的，是那么孤单，那么单薄。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一个嘴里不知在嘀咕什么的老人带走了
女孩…… 五（5）班 陈岳雯

长椅上的小女孩

这几篇人物速写，有的抓住神态、动作来表现人物内心，有的
通过人物的道具（自行车），刻画了人物形象，有的运用环境描写
衬托人物的心情。不管是疼爱孩子的父亲和爷爷，还是长椅上孤
单的小女孩，他们的身影都在我们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

（作者单位：滁州市湖心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