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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我也有，
但它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猴
子玩偶。

听妈妈说，这个小猴子是在我很小
很小的时候，在商场缠着她买
的，虽然我不记得了。

小猴子有着一身
棕 色 的 皮 毛 脸 ，肚
子、小手和小脚是
可爱的肉色，小耳
朵也是肉色的，
像 一 对 小 贝
壳。脸上有着
一对黑亮亮的
豆豆眼，眼睛下
是一个突出来的
小鼻子和一张大
大 的 微 笑 着 的 嘴
巴。肚子上有着一个
小小的肚脐眼，身后还
有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个小猴子可是我小时候的
“黄金”，十分珍贵，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

我依稀记得，每次回老家时，我可以不
带衣服，不带洗漱用品，甚至不带行李箱。
但我必须和妈妈叮嘱上百次带上小猴子。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甚至是上街溜达，这
个猴子都离不开我的视线和手，我就像家长
带着孩子一样，它丢了就要去找它。

除了我，谁也不可以动它一根毛，不
然我可能会变得又吵又闹，又哭又喊。因
为我爱惜它，所以我还会认认真真地为小

猴子“搓澡”。我会小心翼翼地，生怕
弄疼它。晾晒时，我也会小心

翼翼地平放着将它晾干，
因为我也怕夹着它晾

它会“疼”。
有 人 会 觉 得

这只是一个冷冰
冰的没有生命的
玩偶，我为何如
此对待它？

对呀，我也
不 理 解 那 时 的
我，可小时候的
我就是如此单纯，

把这个普通的小猴
子当作每天都能陪伴

我的玩伴，甚至在以前
爸妈吵架时，我也会抱紧它，

就觉得小猴子能守护我，能安抚
我，害怕的感觉瞬间就没有了，那一刻我就
觉得小猴子已经有了生命。

被爱的事物会疯狂地长出“血肉”，现在
这个小猴子已不再普通了。

【点评】文章饱含深情地叙述了作者对
猴子玩偶的珍爱，展示了它在作者心中的独
特地位与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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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看娟改作业绝对是种享受。“哗，哗，哗”，红
笔上下翻飞，一页结束。另一只手“哗啦”一翻，

“哗，哗，哗”，又是一页。不消一节课，小山一样
的作业勾勾画画结束。个别作业本上写了个

“来”字，龙飞凤舞的。实在错得恶劣的，在“来”
字后面再额外加个“！”，简洁有力。

当拿到“来”字作业本的同学乖乖“来”到她
面前，娟就“叭叭”一顿输出，语速和手速一样
快。简短几句切中要害，原本长长的队伍，顶
多一两个课间就“解决”得干干净净。然后，身
体往椅背上一靠，小腿一跷，晃着二郎腿开始
备课。

娟带3个班的化学，办公桌就在我旁边，每
天在我面前上演着她的“速度与激情”，而我只
能一边暗暗赞叹，一边默默埋身于桌上的作
业。我自认为不是个磨蹭的人，只是实在比不
上她的高速。

瘦瘦小小的娟，看着像弱不禁风的“黛玉”，
谁承想活脱脱是个浓缩版的“武松”。

除了做事风风火火，她还有敏锐的洞察力，
班级里稍有个风吹草动，哪怕微波褶皱她都能
明察秋毫，经常能发现连班主任都忽略的问题，
比如：某某学生最近学习态度不太对啦，某某学
生最近开始有点小心思啦，某某学生晚上肯定
玩手机了等等。而她反映的问题经班主任查证
往往都是事实。

别看娟才1米5几的个头，可人家往讲台上
一站，硬生生能站出 1 米 8 的气势来。目光如
炬，不怒自威，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上课的声
音不大，可就是没一个学生敢睡觉。

她眼神还特别好。有一次，全班都在埋头
做笔记。她朝着教室里某个角落说：“快交上
来！”在一群同学的面面相觑中，小琦不情不
愿地站起来，拿出一个家庭作业本。高高大
大的小琦在比自己矮一头的化学老师面
前红着脸，低着头，结结巴

巴地费力解释。
她的好眼神可不仅仅在于能发现问题。

临近期末，她对我说：“小轩会是匹‘黑马’。”
小轩的确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甚至有些木
讷，他经常迷瞪着眼睛，嘴巴微张着，似乎一
脸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和他交流时，说十
句也回应不了一句，让我实在弄不清他到底
理解了没有，理解了多少。但不可否认，他的
确很努力。这样听话的学生不会太差，可要
说能好到短期内跻身‘黑马’的行列，我的确
有些不敢相信。可娟笃信自己的判断，对小
轩不断鼓励，作业稍有问题就当面辅导。期
末成绩出来，果然如娟所料！

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芸芸
众生中，不是谁生来就光芒万丈，还有很多人是
需要一束光来照亮才能勇敢前行的。很多时
候，我们的人生呈现出令人羡慕的精彩时刻，除
了得益于自身的努力，还要感谢那道照在我们
身上的光束。能从一群马中找到那匹千里马，
除了超越普通人的智慧，还要有心里深深根植
的热爱。慧眼识珠的娟就是小轩的伯乐啊！

敏是初三才和我们搭班的外语老师，中途
接手，困难程度不言而喻。但敏有自己的方
法，不急不躁不放弃，短短一学期，就悄然扭转
局面，学生很快就喜欢上了她，家长也一片赞
扬声！

最让我敬佩的是敏的情绪特别稳定，她从
没有在意自己当下的处境，既不抱怨，也很少发
火。有一次，我满怀同情地说：“敏，你受累了。”
谁知她一脸轻松地回应：“怎么会呢，孩子们那
么听话好学！”

我深深感动！“听话好学”——，这是我第一
次听到有老师用这四个字评价这个班级的孩子
们。入校以来，无论是学习还是比赛，他们似乎
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陪跑者。有时候，我既“哀
其不幸”，又“怒其不争”。

那一刻，我真为这群孩子们感到幸运，对于
他们当下的处境来说，宽容与肯定可能比责备
与怀疑更有力量，他们更需要有人给自己描述
前方的光明而不是途中的困难。

一次上班时间快到了，忽然天降大雨。从
家到学校只有 5 分钟路程，尽管我打着伞跑到
学校，还是被淋湿了，雨实在太大了。路过教

室门口，我看到敏狼狈地站在讲台上上课，湿
哒哒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衣服和鞋子都
湿透了。

敏的孩子在一中上学，从一中到学校有六
七公里远，骑车要 30 分钟左右。我可以想象，
她在滂沱大雨中艰难前行的种种苦楚。看着
她穿着湿冷的衣服和鞋子，淡然自若地给孩子
们上课，我既心疼又敬佩。记得那个雾霾严重
的早上，敏和我在签到处偶遇，她满脸汗水。
我问她骑车怎么会出这么多汗，她说，车中途
出了故障，茫茫大雾，她辨不清方向，迷了路。
可尽管如此，她依然准时赶到，分秒不差地站
在讲台上。

似乎没有任何阻碍能让敏缺席或者迟到自
己的那节课，似乎无论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她总
有办法按时抵达自己的岗位，而且没有一句抱
怨与愤然。

我再次从心里对敏生出敬意！“胜不妄喜，
败不惶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也”。那一刻，我觉得敏就是英雄！

有一次，敏拎了一大袋蔬菜瓜果给我，说
是她开荒种的。我感动之余很是惊讶，我经常
看到她下班后夹着学生的听写本和试卷回家，
除了工作还要照顾上高中的女儿，种种繁重的
任务，足以让一个人疲惫不堪，心生怨气。敏
却在繁忙与琐碎中抽出空隙与精力来开垦荒
地，种瓜种菜，在收获之余还念着分享给我，只
有足够善良的人才能对生活如此平静而执着
地热爱吧。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
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
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年轻时，我一直读不懂，不理解这段文字
的意义何在，更不理解有人说看懂第一段就已
经参透了整部经书。它明明只是写了佛陀一
天的生活而已，细碎得如同一个普通的家庭主
妇在絮叨她如何起床，如何洗漱，如何拎着菜
篮去买菜。

年龄果真是岁月最好的礼物。如今看来，
我似乎读懂了，这段文字大概想告诉我们：深奥
的教义不在高阁里，而在生活中；真正的老师不
是说给你听，而是活给你看！

（作者单位：滁州市东坡中学）

我的同事是英雄
□许 宏

2024年11月22日早晨，我在医院做术前
检查后匆匆赶回学校，准备上第一节课。一
进教室，孩子们却唉声叹气：“哎，
不是音乐课吗？”“怎么还是数学？”

“怎么又变了？”……他们一边嘟囔
着，一边不情愿地拿出数学书。我
有些诧异，便问他们怎么回事。孩
子们告诉我，班主任担心我赶不回
来，临时把课调成了音乐课。

我这才明白过来，笑着解释
道：“我赶回来了，班主任去开会
了，没来得及通知我。你们就这么
不想上朱老师的课呀？没关系，下
周我就不带你们课了。”——其实
我本不打算提前告诉孩子们，但话
到嘴边，还是说了出来。

话音刚落，教室里一片寂静，
孩子们瞪大了眼睛，满脸疑惑。我
接着说道：“朱老师因为身体不舒
服，需要去外地做个小手术。”瞬
间，教室里炸开了锅：“老师怎么
了？”“老师什么时候回来？”“老师
回来还教我们吗？”“老师早日康
复！”……有的孩子甚至抽泣起来，
教室里一片沸腾。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
学过的课文《最后一课》。没想到，
这样的场景竟在我的课堂上重现
了。我被孩子们的真挚情感深深
打动，喉咙有些哽咽。我努力控制
住情绪，对孩子们说：“学校已经为
你们申请了新老师。今天我们抓
紧时间把这单元上完，新老师来了
也好衔接。2 号本正好用完，新老
师来了再换新本子。”

说完，我像往常一样开始上
课。可没上多久，一个孩子突然举
手：“老师，某某哭了！”另一个孩子小声补充：

“他舍不得你。”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简

单安慰道：“没事，老师手术后还会回来的，别
哭了。”然后继续讲课，努力把这一单元的最

后一点内容讲完。
下课铃响起，我刚走出教室，

几个孩子就跟了上来，递给我几张
皱巴巴的小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地
写着：“老师早日康复！”“老师您辛
苦了！”“老师好好照顾自己！”“老
师好好吃饭！”……我再一次被感
动了，强忍着泪水对孩子们说：“好
了好了，别写了，别送了！”

回到办公室后，孩子们的心意
却并未停止。一直到放晚学，陆陆
续续有孩子送来小纸片，甚至在大
课间做操时，几个孩子还哭得稀里
哗啦。下午课间，我回到教室，看
到一个平时内向的女孩哭得特别
伤心——我甚至一时叫不出她的
名字，心里满是惭愧。另一个经常
被我训斥的调皮男生走到我面前，
低着头说：“老师，我也想哭，可哭
不出来……我舍不得你。”说完，他
默默回到了座位上。还有许多孩
子呆呆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一点精
神。

我本想安慰孩子们，可伤心似
乎会传染。我开玩笑地说：“校长
要是知道你们这么多人哭，会来找
朱老师，问我怎么把孩子们都弄哭
了。赶紧别哭了！”没想到，这句话
反而让更多的孩子哭了起来。

真的没想到，一群不到十岁的
二年级孩子，竟有如此丰富细腻的
情感。我被他们深深感染，一次次
偷偷抹泪。那一刻，我再次感受
到，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用心浇
灌，付出再多都值得！教师这份职

业的光荣与伟大，也在这样的瞬间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来安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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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1日从云南省教育厅获悉，云南全省
92所高校将从今年毕业季开始推行“大学生体
质健康优良证书”制度——只要每年体质健康
测试在80分以上，毕业时就能获得一本“身体倍
儿棒”证书。（3月11日新华社）

此前是云南个别高校给学校体质优良学生
颁布“身体倍儿棒”的证书，现在云南省教育厅
统一在全省推行“大学生体质健康优良证书”制
度，覆盖面更广，影响更大，更能发挥促进大学
生重视身体锻炼的正向作用。

近年来，国家重视学生体质，尤其是中小
学，体育教育不再在学校教育中“靠边站”，青少
年体质也由此有所回升。但一些大学生的身体

素质却仍然不容乐观，甚至有所下降。原因就
在于一些高校不够重视学生身体素质，大学生
已经成年，一些大学容易因此放松管理，让大学
生处于“放羊”状态，这就让人看到不少大学生
缺乏体育锻炼。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们学业
压力大，一些学校更为注重文化课程，忽视了学
生的身体素质，这让不少进入大学的学生们，更
是没有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近年来，各级教育部门、高校对大学生体质
问题变得重视起来。云南给达到“优秀”或“良
好”的学生颁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
书，更有利于激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增强学生体质，养成自律的良好习惯，也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意志力、自信力等，对于预防近视肥
胖、提高学习效率等都大有裨益。“身体倍棒证
书”也是一种严肃考核，有助补齐学生体质短
板。此前还有高校给体育成绩好、身体素质好
的学生发放“健康奖学金”，与此就有异曲同工
之妙。

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对用人单位来说，这
样的“身体倍儿棒”证书，虽然不能与学生的工作
能力、性格特点等有必然联系，但也算是对求职

者“性格侧写”的一个佐证。往往热爱运动的人，
性格更为活泼，身体更为健康，生活习惯更为良
好。在同等条件下，一些用人单位就会优先选择
拥有“身体倍儿棒”证书求职者。

当然，要激励学生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提
升大学生体质，也不能仅靠一纸“证书”。颁发

“身体倍儿棒”证书，是重结果，也要重过程。而
也有一些高校重“过程”，却不重结果。比如一
些高校推出了“跑步打卡”等措施引导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但一些学生却“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对跑步考核弄虚作假。

所以，“身体倍儿棒”证书不能只重结果，不
重过程，要防范走向“体育应试”倾向。要让运
动项目变得更有趣，要多一些特色课程，根据每
个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身体条件等，实行“精
细化体育教育模式”等，要唤醒学生的“内生动
力”，从而才能更好培养学生积极进行体育锻炼
的良好习惯。还要在校园营造良好的体育运动
氛围，要保障学生体育锻炼时间，培养学生体育
锻炼的兴趣，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推进学校体育
设施建设等等。这样才能让“身体倍棒”证书带
来“身体倍棒”效果，成为提升学生体质的抓手。

“身体倍棒证书”有助补齐学生体质短板
□戴先任

图
为
孩
子
们
写
的
暖
心
小
纸
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