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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间诗意的教室
□□丁兆永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教育似
乎也被裹挟进了一场无休止的竞
赛，我们急于传授知识，急于培养技
能，却往往忽略了教育最本质的东
西——对美好心灵的滋养。作为职
业院校的一名班主任，我常常在夜
深人静时思考，如何才能让我的教
室不仅仅是一个传授技能的场所，
更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梦想的空间，
一个能够让学生心灵得以栖息的港
湾。于是，我开始了对“诗意教室”
的探索与实践。

诗意教室，并非仅仅是在墙壁
上贴几首名诗，或是在课间播放几
首古典音乐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氛
围，一种气息，一种渗透在每一寸空
间中的教育哲学。诗意教室，是让
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学会欣赏美、创
造美，最终成为具有丰富情感和深
厚人文素养的完整个体。

为什么要打造诗意教室？因为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社会，我
们的学生不仅需要专业技能的锤
炼，更需要心灵的慰藉与滋养。诗
意教室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逃离喧
嚣的避风港，让他们在学习之余，也
能感受到生活的温柔与美好。同
时，诗意的氛围还能激发学生的创
造力与想象力，让他们在专业技能
的学习上更加游刃有余，甚至能够
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灵感如泉水
般喷涌而出。

那么，如何打造一间诗意的教
室呢？

首先，从环境布置入手。教室
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其环境的
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状态与
心情。因此，我尝试在教室中融入

自然元素，如摆放几盆绿植，让清新
的空气与生命的绿意充满整个空
间。每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绿叶
上，那份宁静与美好，仿佛能瞬间抚
平学生心中的烦躁与焦虑。此外，
我还在教室的墙面上挂上了学生自
己的画作与书法作品，这些作品不
仅美化了环境，更让学生感受到了
自己的价值与成就。每当他们抬头
看见自己的作品，那份自豪感与自
信心便油然而生。

其次，在课程设计上，我也力求
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掌握知识。我尝试将专业课程
与文学、艺术等元素相结合，如在讲
解机械原理时，我会引入古代工匠
的精湛技艺与匠心独运的故事，让
学生在了解技术的同时，也能感受
到文化的魅力。同时，我还经常组
织学生进行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
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成
长。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更让他们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掌握了专业技能。

当然，诗意教室的打造还离不
开和谐的师生关系。我深知，教师
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心
灵的引路人。因此，我始终秉持着
倾听与理解的态度，关注学生的想
法与需求，尊重他们的个性与差
异。我尝试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
民主的关系，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
观点与见解，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
到尊重与自由。同时，我还经常组
织班级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文化沙
龙等，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交流思想、增进友谊。这些活动不
仅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更让学生
在互动中学会了倾听、理解与包容。

此外，我还特别注重评价体系
的多元化。在诗意教室中，我不仅
仅关注学生的成绩与技能水平，更
重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与成
长。我尝试采用过程评价与自我评
价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进行自
我反思与自我评估，让他们在了解

自己的同时，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与不足。同时，我还引入同伴评价
机制，让学生在相互评价中学会欣
赏他人、尊重他人，培养他们的批判
性思维与沟通能力。

然而，诗意教室的打造并非
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与
文化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
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如资
源有限、学生参与度不高、传统教
育观念的束缚等，都让我感到过
困惑与迷茫。但正是这些挑战，
促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教育的本
质与意义，寻找更适合学生发展
的路径。

在打造诗意教室的过程中，我
逐渐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知

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更是一种
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沟通。作为教
师，我们应该用心去倾听学生的声
音，用爱去温暖他们的心灵，用智慧
去启迪他们的思想。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真正打造出一间充满诗意与
梦想的教室，让学生在其中自由翱
翔、快乐成长。

如今，当我站在教室的讲台上，
看着学生们在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学
习、交流、成长，我的心中充满了欣
慰与自豪。我知道，这间教室已经
成为他们心中最温暖、最美好的地
方。而我，也将继续秉承诗意教育
的理念，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学生的
梦想与希望，让他们在诗意的教室
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朱安阳，滁州市第十中学教师。他扎
根农村教育29年，关心爱护每位学生，在
平凡的教育岗位上，履行职责，恪尽职守，
备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甘当农村教育铺路石

朱安阳老师自从走上“三尺讲台”的第
一天起，他就给自己定下教育理念：“假如
我是个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多年来他
一直初心不改，朝着当初的目标不断迈
进。多年的从教经历，发生在身边、课堂的
一个个小故事都让他深深领悟一个道理：

“教育是一件充满人文精神的爱的互动，不
要把教育作为一件工具，当作一门技术，因
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
想有灵魂的人。”一直以来，他始终坚持营
造和谐、愉快、宽松的课堂氛围。他的学生
说，“朱老师的讲课风格诙谐幽默，我们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习，效果真的很好，我
们爱听朱老师的课。”还有的学生毕业后感
叹说，“朱老师的眼神最神奇——他可以通
过眼神去了解学生最真实的、不加掩饰的
想法；通过眼神向学生传达整体情绪，传达
自己的经历、态度、能力等。”29年的教学
生涯中他一直用心去聆听，用教育的眼光
去“看”，站在孩子的角度，体会具体情境下
孩子的处境，理解孩子的真正需求，不断地
丰富自己，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朱安阳老师连续担任多年的班主任，
“勤奋努力，奉献爱
心”是他当班主任的
信条。担任班主任
期间，他能够坚持正
面教育，大胆从心理
素质方面探索德育
教育的出发点，关心
学生，爱护学生，天
冷了，提醒学生多穿
衣服；头发长了，提
醒学生去理一理；提
醒学生晚上要早点
睡，早晨要吃好，中
午争取休息一会；放
学路上要注意交通
安全；不要进网吧；
假期，不要玩水，水
火无情……凡此种

种，不一而足。对一些思想上不够成熟、
自律性较差、孤僻自卑或自大狂傲的同
学，他采取“多鼓励、善沟通、少批评”的方
法，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予以鼓励、肯
定；发现学生学习上存在问题，及时指出，
耐心帮助；避免在公开场合使用严厉的口
吻教训学生，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使
学生觉得教师既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师长，
又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立德树人为己任

除了教学工作之外，朱安阳还积极投
身社会工作，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处处以
雷锋同志为榜样，积极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带领学校党员及团员志愿者常态参加学校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系列主题教育，切实做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教育工作、积极拓展校外德育教育
基地，带领学生走进敬老院、走进军营、走
进烈士陵园、走进好人馆等地开展思想教
育工作。

关爱留守儿童生活与学习，自2018年
以来开展了“小桔灯·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
动”，提出“陪伴是最好的关爱”的活动主
张，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每周一的中餐
结束后，阅览室对全校二十多名留守儿童
开设专场，一边阅读一边交流读书心得；每
周五中餐后，留守儿童驿站准时开放，孩子
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有的在打乒乓球，有
的在下棋，有的在和远方的家长视频聊天
等。每当志愿者们陪伴孩子们玩耍时，孩
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辛勤的耕耘必定结出丰硕的成果，无
论是教育、教学方面，还是班主任研究方
面，朱安阳老师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15年荣获“滁州市第六批中青年骨干教
师”称号；2019年2月荣获“滁州市城区教
体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个人”称号；
2020年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优秀志愿者”；2022年荣获“南
谯区最美教师”称号；2023年9月荣获“南
谯区优秀班主任”称号等。

假如我是个孩子
假如是我的孩子

——记安徽省优秀教师、滁州市第十中学教师朱安阳
□本刊通讯员

朱老师在给学生讲解问题。

立 德 树 人

北国飘雪，忽闻叶嘉莹先生仙逝的消
息，如寒风穿心，痛心疾首。叶先生，这位
在古诗词领域精耕细作，以诗魂照亮人间
的大家，她的离去，不仅是文学界的巨大损
失，也是我个人心中难以言表的痛。

我一直对古诗词怀有深厚的热爱，但
曾几何时，这份热爱在古诗词的教学实践
中遭遇了瓶颈。古诗词那深邃的情感、高
远的境界，如何能够在学生心中鼓荡生发，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其中的韵味与精髓，成
了我日夜思索的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叶嘉莹先生
将卖老宅所得的两千多万元全部捐出，用
于支持古典诗词研究的消息。这一举动，
如同一记重锤，深深震撼了我。我开始深
入了解叶先生的生平，她的经历、她的著
作，都成为了我探寻古诗词教学新路的宝
贵财富。我陆续读了叶先生的《唐宋词十
七讲》《小词大雅》等著作。每读一篇，都仿
佛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对古诗词的
理解更加透彻，更加深入。

叶先生曾说：“声音里有诗歌一半的生

命。”这句话点醒了我。我开始在课堂上着
重引导学生感受诗词的节奏和韵律，让他
们在诵读中体会诗人的喜怒哀乐。那些长
短高低的声音，仿佛拥有了生命，它们穿越
时空，与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共鸣。孩子们
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他们开始能够感受
到诗词背后的情感和意境，课堂气氛也变
得活跃起来。

和叶先生相比，我和我的学生没有经
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却依然能在她身上
感受到诗词的力量。她的一生，经历了无
数的坎坷与磨难：少年经历战乱，母亲辞
世；婚姻遇人不淑；中年更遭遇丧女之痛
……然而，面对这一切，叶先生却始终保持
着一份难得的平和与坚韧。她说：“我个人
平生离乱不足道”。是诗词给了她面对苦
难的力量。原来，所谓“诗教”，并非教人作
诗，而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温柔敦
厚、平和坚韧的人。

在叶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诗人应
有的风范与担当。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
诗词的力量，用她的智慧点亮了无数人的
心灵。如今，先生已逝，但她的精神将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愿我们都能像叶先生那
样，以诗为伴，以诗为友，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畏风雨，勇往直前。

叶先生千古！
（作者单位：滁州市湖心路小学）

风雨人生，诗魂永存
——悼念叶嘉莹先生

□王 玲

教坛随笔

上周是滁州市第二届阳明文化
活动周，也是滁州市实验小学“七彩
农场”启用近四年之际，脑海中浮现
出孩子们劳作的身影、洋溢的笑
容。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由得联想
到王阳明先生讲学的情景。

滁州是王门游学的发端，促进
了阳明心学的传播，“草堂寄放琅琊
间”“只把山水作课程”，别开生面的
游学，传遍大江南北。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
家、教育家，以“知行合一”的学说深
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若将阳明
先生的游学思想与现代教育相结
合，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独特的育人
之路。

“哇，这棵花生结得好多啊！”
“快来看哦，这么多花生是三粒籽
的”！……田地里顿时热闹起来，
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弯下身子，投
身到劳动中。同学们三三两两凑

到一起，互帮互学。起花生时，有
的同学速度过快或用力过大，花生
粒反而落在土里；用力适中，左右
移动缓慢上提，缀在根部白胖胖的
花生就会顺势而起；有的两个同学
相互配合，一人用铲子挖、另一个
用手拔，完美！

“我教你，把拇指与四指分开，
从根部把分散的叶子聚拢，抓住藤
蔓的下方，用力一拔，花生就从土里
带上来了”。灵动的小个子同学边
拔边教身边的同学。

事前老师虽然已向孩子们作
了讲解，但真正领会还需反复实
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

轻轻抖去花生上的泥土，脱茎、
去叶、摘果，没多久，便装满了一篮
篮、一袋袋。同学们把这份来自琅
琊山野的礼物带回家，享受着收获
的喜悦。倒盆、浸泡、搓洗、冲淋、蒸

煮，从田间到舌间，感知“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
道理。

春种秋收，“小农人”们经历了
挖地、平畦、选种、埋籽、浇水、锄草、
施肥、收获等花生的整个生长过
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粒”。看
似简单的一项活动，实际蕴含着深
厚的教育意义。它不仅仅限于种植
知识的学习，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
过程。观察、记录、探索、照料、坚持
……孩子们与花生共成长，“知行合
一”成为他们内化的思维方式。

这种亲身经历，把抽象的知识
转化为具体的探究，比如：水、肥、
气、热是植物生长的四大因素，那么
土壤的松软度为什么影响花生的根
系生长？水分的充足与否又是怎么
样影响植物健康？孩子们正是在一
次次的实践中，领悟到学习与种花
生一样，要讲究方法和技巧。

实验小学“七彩农场”还种植了
青菜、茄子、辣椒、空心菜、西红柿、
红薯等作物。对于一个正在探索世
界的小学生而言，动手实践、交
流探讨、分享发现、亲身感
悟是学习的最佳途径
之一。走出课堂，走
进大自然，亲手触
摸泥土、闻闻泥
土气息；认识不
同作物、亲手栽
上 几 棵 小 苗 ，
体验农耕的快
乐与辛劳，这是
一种最直接、最
纯 粹 的 教 学 方
式。这种户外课
堂既能让孩子们感
知世界的美妙、领悟

“知行合一”的真正内涵、

践行了“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又
培养了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

当孩子们把一颗小小的种子埋
入土壤时，便开始了对未来的期
待。种子从发芽、成长、开花到结
果，经历了春暖、夏热、秋凉的阳光
雨露。他们了解了二十四节气中的
不同时令和物候，见证了生命的顽
强与自然的奇妙，这种感知是任何
课本和考试都无法给予的。

劳动砺心志，实践促成长。农
场中有学问、有科学、有语言、有互
助、有探究、有艺术、有快乐、有明物
知理等智慧营养。

自然界中的山水物候并非仅
仅是供人欣赏的美景，而是蕴藏着
无尽的道理。“只把山水作课程”，
阳明先生将自然、实践、感悟等作
为课堂的一部分，他的思想虽然出
现在五百年前，但是今天依然充满
着活力。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小学）

“只把山水作课程”
——有感于滁州市实验小学“七彩农场”户外课堂

□钟家钫

种花生种花生

五 彩 路

教师手记

收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