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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草 地

教育故事教育故事

“顽皮”学生一直以来是教育的一大
难题，这类学生既有品行上的不端，也有
学业上的困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
女成为新一代的父母，他们的文化水平、
学历层次越高，在时间、精力、经济上对
孩子投入越多，期望值也更高。但随着
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社会多元、父母离
异、网络游戏、物质富足、精神亏空、家务
劳动少、挫折教育不足，使得现在一些孩
子自私脆弱、娇惯霸道，不爱学习、不爱
劳动、不守纪律。还有个别家长对教师
的打击报复，加之媒体的渲染传播，使得
老师对这一类学生不敢管、不想管，但教
师职责所在又不得不管。这类学生在行
为转化方面存在着反复性，增加了教师
的工作难度，考验着教师的工作智慧。

对上课不听、下课惹事的孩子，在日
常教育教学中该怎样办呢？我对这类事
情作了一番思考。

一是不激怒，常修炼。教师之所以
不同于其他职业，就在于教师这个职业
要能最大程度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
教育的理性，分析事情产生的原因，以便
采取更理性、更智慧的教育策略和方
法。老师，是要不断地修炼的，正如谢云
老师在《幸福教师五项修炼》一书中阐述
的，教师要“修炼一颗柔软心”“修炼一双
智慧眼”“修炼一腔宽容怀”“修炼一手绝
活儿”“修炼一副担当肩”。在修炼的路
上，我当不断反思自己，常怀敬畏之心，
常思育人之策。

二是多帮助，重指导。“顽皮”学生更
考验教师的爱心、耐心和包容心。万事
皆有根源，学生“顽皮”，有家庭、学校、自
身等多方面原因，教师从学生的角度出
发，想方设法帮助他，设身处地为他着
想。学生接触到新知识，是有一定难度

和畏惧心理的。老师要尽可能地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帮助其增强信心。多数学
生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能够立即动笔，
有一定作业速度，能当堂完成。但总有
几个掉队的，课堂上面向全体的同时，更
需关注个体，加强个别指导，鼓励他们战
胜写作业畏难的心理。

三是立规矩，知敬畏。不激怒学生，
也不意味着不管不问，放松要求。如果抱
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去对待“顽
皮”学生，既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会造
成班级纪律的涣散，影响全班的教学和良
好班风的形成。对“顽皮”学生的教育，必
须严加训诫。心有敬畏之心，才能守规守
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要求“对学
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

“严”怎样严？2021年3月1日起施
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为
保障和规范教师依法履行教育、管理学
生的职责，维护师道尊严，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作出明确规定，也为教育
惩戒的实施提供了遵循和具体操作办
法。对少部分学生，光靠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还不够，必要的教育惩戒是有益的
补充，让他心生敬畏，从小遵守纪律，长
大才会敬畏法律，守规守法。

“慈”怎样做？高尔基说过：“谁爱孩
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才会教
育孩子。”爱，就是要帮助到他，让他找准
定位，在集体中发现、实现自己的价值。
柏拉图说：“教育非他，乃心灵的转向。”
孩子觉得自己进步了，被表扬了，被认可
了。他开始转向了对自我进步的要求，
转向了对实现自己在集体中价值的追
求，转向了对向上生长的渴求。在这一
过程中，他仍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需
要老师客观冷静地看待，就事论事，不以
偏概全，不打击自尊心，不抹杀他的优秀
表现，做到常提醒，防患于未然，有意识
地放大他的优秀表现，以此带动缺点的
改正。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通往儿童
的心灵，并不是要经过一条洁净平坦的
小路，教师不只是要在路上经常用心做
拔除野草的事，而是要经过一片道德品

质‘幼苗’的肥沃田野，教师要在路上像
播种耕耘的庄稼人那样，十分小心地保
护那些尚未茁壮成长的幼苗的柔弱根部
和向着太阳生长的新叶。”

是的，拔除学生心灵的野草，根除顽

皮的不良习惯，要理性，要智慧，要宽容，
要理解；做好一名教育的“庄稼人”，更要
相信、呵护好学生内心深处向上生长的
力量。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小学）

做一名教育的做一名教育的““庄稼人庄稼人””
□胡茂迅

周六，阳光和煦，爸爸、
妈妈带我一起去奶奶家玩。
奶奶家坐落在凤阳东南之陲
的殷涧镇，那里风景秀丽，景
色怡人，有大美凤阳的韭山
洞、狼巷迷谷、樱花谷等景
区，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流连忘返。

大约半小时的车程，爸
爸的车就来到了宋集街边的
奶奶家。刚到门口，我就闻
到了淡淡清香。走进院子，
奶奶家院子里的桃花开了，
满树缤纷，令人喜欢！一阵
风吹来，桃花好像在向我们
招手，欢迎我们来奶奶家做
客。

爸爸、妈妈分别去帮奶
奶做家务、烧饭了，我就走近
了桃花，想到了上周才学过
的古诗，苏轼的《惠崇春江晚
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
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何不
细细看看真的桃花呢！奶奶
的院子虽然桃树不多，但桃
花无数，有的还是含苞待放
的花骨朵，有的才展开两三
片花瓣，像菩萨的玉手托住
雪莲给人间送来了福音，有
的花瓣全展开了，粉红粉红
的，嫩黄的花蕊若丹青妙手
装点着仙女交流的盛会。

这时，一阵风刮过来，粉

红的桃花，有的在欢笑，有的
慢慢地飘落了下来，围着我
翩翩起舞。我觉得自己仿佛
就是一朵美丽的桃花——穿
着一件粉红色的衣裳，在风
中舞蹈。我陶醉在桃花丛
中，不光是我一朵，满院的桃
花都在舞蹈。小鸟飞过来，
唱着动听的歌曲：“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小虫爬过来，
说昨夜做的好梦。阳光照在
我的身上，我感到无限的温
暖，浑身拥有了《西游记》里
孙悟空的力量，好像我也能
飞了……

“蕊蕊，吃午饭了！有你
喜欢吃的凤阳山水库鲫鱼
……”奶奶喊我。哦！我才
想起，我不是桃花，是在看桃
花呢！

啊！“院中桃花三两株，
春天喜人花千枝。村中风景
无近远，报春红花墙外殊”，
我喜欢春天里的桃花。

【点评】
叶圣陶先生的《荷花》编

入三下课本，小作者吸取学
习收获，围绕农村亲自看桃
花的样子，遐想、感受了桃花
的美丽及对春天的大自然的
喜爱之情。春之美，不论远
与近，春之美就在有发现美
的眼睛，就在我们的身边，就
在大自然中。

桃 花
□凤阳县实验小学三（2）班 唐蕊 指导老师：陈先声

于永正先生是我最喜欢的教育者之
一，我曾拜读过他的很多文章，那些挥之
不去的教益给我自身的教学带来了诸多
启示。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读来令
人愉悦，也让我受益匪浅。

书中的一句话深深地感染着我，他
说：“教了五十多年的书，最终把自己教
成了孩子。岁月的刻刀可以在我脸上刻
上深深的、密密的皱纹，却刻不到我的心
上。”我想，让于老师永葆青春的奥秘或
许就在于他有一颗永不褪色的童心和永
远勤学的恒心吧！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甘草是一
种中药，可以止咳，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和
于永正老师联系起来。但随着我阅读的
深入，仔细品读每个章节及于老师小语
后，我明白了，正是因为于老师具备所谓

“甘草”的品格，他才与同事相处得好，学
生才喜欢他。

首先，甘草性温，味甘。于老师就是
一个温厚的人，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他儿
时的几位老师都是温厚的典范，微笑是
他们共同的名片，宽厚是他们共同的品
格，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啊！作为一
名年轻的教师，我当然要多向于老师学
习——像甘草一样温厚。在我们的教育
教学过程中，多想想于老师的经历，在我
们大动肝火时，多想想对学生的影响，让
我们用一份冷静别样的心境来处理事
情，这样才会更有利于学生的品格发展。

其次，甘草包容，几乎能与所有草药
为伍，它不但能解百药之毒，还能提高其
他药物的疗效，形容到于老师身上，就是
宽容，大度，有气量，不计较。人是易怒
的动物，尤其是面对那些个别学生的时
候，又如何能忍得住？但想一想我们从

事的就是教书育人的工作，暴躁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人们把最美好的文字都给
予了我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
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等，欲戴其冠，必承
其重，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有容乃大的心。

从接触于老师的作品开始，我就告
诫自己，在我的教育生涯里，也要像于老
师那样……

做“甘草”，让我的学生都感到满满
的爱意。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爱，
便没有教育。”的确，爱是人类永恒的主
题，更是浇灌心灵的甘泉。我热爱生活，
热爱教育事业，尽管我们学校地处偏远
的农村。刚考来时，还有诸多的不适应，
但不知何时起，我早已爱上了这所偏远
的山区小学，爱上了这里朴实又充满朝
气的孩子们。工作七年来，我早就把这
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周一出
发，周五回家，我愿意在这里一直守候，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我也多次告诉自己：

“我要为乡村孩子插上坚硬的翅膀，给他
们一个飞翔的机会，还天空一道最美的
痕迹！”这是我不懈的追求，也是我毕生
的梦想！我相信我还会在这里待上很多

个七年，也坚信每一个七年都会给我的
教育生涯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
是我和孩子们共同完成的！

倾注心血，事无巨细。2022年春天
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我仍印象深刻，班里
有一位和奶奶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有
一天奶奶摔倒了，孩子的吃饭就成了问
题，索性早饭就不吃了。在了解情况后，
我每天上课前都会把一份早饭放在孩子
的桌子上，直到奶奶康复。后来孩子把
我写进了日记里，记录了满满的爱和感
动。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教书育人的
道路上，我付出的是汗水，收获的是孩子
和家长的沉甸甸的爱。

我视于老师为偶像，于是自己也就
有了学习的榜样。闲暇时，读他推荐的
一本本书，面对教育生涯的一个个棘手
的案例时，我会驻足，想想如果是于老
师，他会怎么做……很多时候，会豁然开
朗。偶尔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不难，
但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一辈子，都会很
难。难，才有挑战，今生，我将会把这件

“难事”一做到底！
（作者单位：全椒县西王学校）

将“难事”做到底
——有感于《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道》

□董小玉
教师读书

我是一所乡镇学校
的一名普通教师，每天
面对着一群充满好奇和
活力的学生。孩子们天
真烂漫，身姿如青松般
挺拔，行动如狸猫般矫
健 ，笑 声 如 泉 水 般 清
悦。不知不觉中，我觉
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我深知，教育不仅仅是
传授知识，更是品德的
塑造和心灵的启迪。我
坚信，要想教育好学生，
必须做到正人先正己，
育人先育心。

记得有一次，我注
意到班上有个男孩，他
总是低着头，独自坐在
自己的座位上不语，或
独自站在无人的角落
发呆，不愿意与别人交
流。他与同龄人相比
显 得 矮 瘦 ，且 相 貌 平
平，成绩也平平，但我
知道，“天生我材必有
用”，每个孩子都有他
独特的光芒。我开始
尝试与他沟通交流，了
解他的内心世界。经
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原
来，他家境贫寒，父母
常年在外地打工，很少
关心他的学习和生活；
他一直和爷爷住在一
起，两人相互照顾；他
有口吃的缺点，不善于
表达，久而久之，形成
了自卑和孤独的个性，
喜欢独来独往。

义务教育的初衷就是“一个
不能少”，不落下一个学生。我决
定马上采取行动，用他容易接受
的适宜的方式来了解他的兴趣爱
好，为后面的工作做好铺垫。在
课堂上，我有意设置一些简单的、
他感兴趣且擅长的问题，鼓励他
回答和参与讨论，适时肯定他的
表现，及时表扬他的每一个小进
步。对于他爱好写作、擅长写作
的特长，我还鼓励他参加各级各
类征文活动，让他有机会展示自
己的才能，树立自信。慢慢地，他
变得开朗起来，放下了思想包袱，
敞开了心扉，话语越来越多，笑容
越来越多，学习成绩也有了较大
的提升。

我深知，每个孩子都是一颗

种子，需要耐心和关
爱才能茁壮成长。教
育的力量在于激发学
生 的 内 在 潜 能 。 于
是，我特意组织了一
次户外教学活动，让
学生们在自然环境中
互助学习，感受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我任
命他为第二小组的组
长。在活动中，他表
现出色，不仅承担起
小组长的责任，还主
动帮助其他同学，共
同圆满地完成了此次
活 动 。 通 过 这 次 活
动，他切实感受到了
集体的力量和温暖，
自信心大增，人也变
得更加开朗和自信。

他爱静，喜欢看小
说，我就推荐一些经典
名著和他一起阅读，分
享书中的智慧和人生
哲 理 。 读 完《白 求 恩
传》后，我们共同讨论
如何成为一名有道德、
有理想、有责任、有担
当的时代新人。他说：

“内心纯粹、坚强勇敢、
吃苦耐劳、无私奉献、
胸怀天下的人才是大
写的人。”我不停地告
诉他，每个人的成长都
需要时间，重要的是要
有耐心，要相信自己的
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仅在学业
上取得了进步，更重要的是，他的
心灵得到了滋养，个性也变得丰
满起来。他明白了沟通的必要
性，懂得了表达的重要性；他学会
了关心他人，学会了自我反省，学
会了感恩，学会了面对困难时的
坚韧不拔。他的变化同时也激励
了其他学生，班级的氛围也变得
更加积极向上。

我深知，作为一名教师，我
的责任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
人。我相信，只有教育工作者
自己先做到高尚儒雅、正直善
良、博学多才、乐于奉献，才能
真正身体力行地做到“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才能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作者单位：滁州市第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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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东西有价，爱心无价！”“这怎
么卖？”“这还有吗？”……3月22
日，一场师生们期盼已久的校
园义卖活动在天长市炳辉小学
校园“上演”，活动氛围温馨热
烈。

从吆喝兜售到讨价还价，
义卖现场气氛活跃，人声鼎沸、
活力满满。义卖现场，有保留
完好的学习用品、精美图书，有
闲置的儿童玩具，有连夜赶制

的工艺饰品，有新鲜出炉的各
类美食，琳琅满目的爱心小商
品让同学们应接不暇。花样百
出的促销游戏更是博人眼球，
有幸运大转盘、花式抽盲盒，有
趣味套圈圈……各班工作人员
分工明确，“导购员、售货员、收
银员、安保员、环保员”各司其
职，热心家长添砖助力，活动现
场热闹非凡而井然有序。家长
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在你买我卖
的过程中享受着“爱的传递”。

据悉，本次爱心活动吸引
全校 1300 余人参与，义卖所得
的所有爱心款项将捐献给各班
级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通过
校园爱心义卖活动，让社会慈
善公益理念的种子，播洒在孩
子们的心中，传递爱的力量。

通过活动开展，孩子们懂
得要珍惜现今的幸福，爱惜每
一件物品，体验到帮助别人、关
爱他人的快乐，把爱心的种子
播撒心间，并生根发芽。

春“锋”送暖 爱满校园

天长市炳辉小学开展爱心义卖活动
□冯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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