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惊喜了！竟然遇到了张老师！
“呀！张老师！”我惊呼着飞奔上前，张老师在刹那的

惊愕中回过神，也激动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慈
爱的光芒，手轻轻拍着我的头，如同我依然是当年的那个
小姑娘。

张老师询问我的近况：“现在在哪上班啊？”“东坡中
学。”“教得怎么样啊？”那一刻，我就像当年在课堂上被提
问时那样老老实实地站定，慎重地回答：“只能说，没给老
师丢人吧。”“那就是很好了！”张老师欣然应道。

我 1994 年初中毕业，算起来离开张老师已经 31 年
了。毕业后，我忙着升学，忙着工作，忙着家庭，张老师也
先后辗转几所学校，其间我们只寥寥见过一面。我从当
年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到如今已逾不惑之年，相貌的变
化可想而知。张老师却能清晰地叫出我的名字，除了感
动就是感激！

张老师带我们班主任时才20出头，正值年轻气盛之
时。他担任班主任颇为“随性”，很少用刻板的班规约束
我们，有时我们犯了校规，只要不过分，他也在校长面前
极力维护我们，因此很受学生们喜爱。

那时候乡村中学要上早晚自习，校园也没有门卫，一
些社会上的小混混经常出入校园，骚扰女同学，这让女生
们很烦恼，课间上厕所都要结伴才敢去。有一次上晚自
习时，有个小混混站在教室外对着我们班某个女生吹口
哨，正好被张老师碰到。张老师二话不说上前理论，出言
警告。经此一战后，再也没有小混混敢来骚扰我们班女
生了。这件事让我们更加亲近张老师，觉得他就是我们
的保护神。

张老师的几何教得出神入化。有些我们觉得难得不
可思议的几何证明题，他往往添加几道辅助线后就能轻轻
松松做出来，然后一脸嫌弃地看着我们：“出来了吗？出来
了吗！”每当看到老师在讲台上得意的模样，坐在课堂里的

我就会酸酸地在心里编排他几句。当然，这些张老师并不
知晓，在他的眼里，我一直都是个极好的孩子。后来我做
了老师，也无数次站在讲台上傲娇地睥睨着一群茫然的学
生：“有什么难的？你们告诉我这题有什么难的！”颇有几
许张老师当年的风范。

上学时，我并不是个聪明的学生，只是看起来很乖而
已，其实骨子里却有些叛逆。初二下学期，我愚笨的智商
逐渐显露，代数还能勉强维持，几何证明题让我苦不堪
言，常常一道题目被我用辅助线画得面目全非还是徒然
无功……我上课开始走神，课后又迷上了琼瑶小说。我
一面悄悄颓废着，一面又暗暗愧疚着。这时，不断有同学
辍学回家务农，我的心开始痛苦地挣扎。

张老师发现了我的变化。他不断地找我聊天，但收
效甚微。

后来，他约见了我的父亲。这让我惊恐不安。我是
多么害怕面对父亲失望的眼神啊！那于我而言是最严厉
的处罚了！怎么可以这样做！我深深地怨恨起班主任，
开始抵触他的所有教育。在他上课时，我故意全程低着
头，装作不听课的样子，作业也不认真写。

终于，一次上完新课，张老师若有所思地踱到我座位
旁边，皱着眉看了我好久。我明明知道老师在看我，却故
意装作没发现，在草稿纸上随意乱画着。“唉！”一声长叹，
既无奈又愤怒！我有些怯了，放下了笔，依然低着头。“你
看看自己成了什么样子！”他摇了摇头，走了。

周末，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赶了几里山路来家
访。这更让我倍感窘迫。果然，看到了我当时贫困至极
的家境，其他几位老师面露同情，这让敏感的我心里的自
卑无处可藏！

张老师把我拉到厨房，我愤怒地看着他，心里自暴自
弃地想：“看到了吗？满意了吧？我就是一个自始至终生
活在泥潭里的人！现在，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谁知，他
微笑着说：“你爸爸真了不起，你弟弟也很聪明，你真是个
好孩子！”

我错愕地看着张老
师！他的眼睛含着
笑，真诚地看着我。
那一刻，压在我心
里的阴霾似乎一

下子消散了，他没有在意我们家徒四壁的破烂光景，也没
有给我讲不学习以后的苦难未来，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与他
这次家访看似不沾边的话，但这句话却让一直自卑敏感的
我找回了自信与骄傲。这份自信与骄傲对当时、后来以及
如今的我是多么重要啊！使我此后无论在何种境地里都
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并不耀眼的出身，并且可以不卑不亢地
生活与前进。

初二或许是我的一道坎，成绩好不容易步入正轨，我
又遭遇了一场大病，我无法继续学业，出院后在家休养。
父亲焦虑万分，到学校找张老师商量，张老师帮我办了休
学手续。等我病愈重返校园，已经不能继续和原来的同
学一起升学了，我来到了一个新的班级。或许是因为中
途插班的原因，也或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不讨喜，休学后，
我一直融入不了新的班级，我能明显地感受到来自同学
和班主任的漠视。

一次，一个和我成绩相差无几的女生和别人说，因为
我偷了她的外语笔记本，所以外语成绩才超过了她。面
对这种无稽的诽谤，我很委屈，找她问询，想让她在同学
面前为我澄清。谁知，她句句语带锋芒，一番冷嘲热讽，
这时新班主任非但没有帮我澄清还狠狠地批评了我，说
我耍大小姐脾气。经历了这件事，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
我的班主任已经不再是那个宠着我的张老师了。自此，
我愈加沉默，也更加发奋努力。

工作后，我和张老师匆匆见的一面还是我作为班主
任带学生去中考，偶遇了当时在五中任教的张老师。张
老师很欣慰地看着我为孩子们指引考场的位置，叮嘱着
注意事项。他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老师是很优秀的人，
你们好好考，以后像你们老师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张老师，我多么惭愧啊！倒不是因为当年的不懂事，
那只是年少时的一点妄为，还不至于多么悔与责。我惭愧
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学生并没有成为您口中“优秀的
人”，是您一直带着超大的滤镜在看待自己的学生，我只是
个普普通通的老师，经营着我平平凡凡的人生。在教学上
没有特别的造诣，在生活中也没有亮眼的光芒。唯一没给
老师丢脸的是，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不糟糕的人而已。

鲁迅能让无数人知道了藤野先生，魏巍让读者记住
了温柔慈爱的蔡芸芝先生，丰子恺亦有底气称他是李叔

同的弟子，而作为您的学生，我只是个籍籍无名的中
学语文教师，但我多么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初中班

主任是张存扬老师——一个既会教书，又会育
人的好老师！

（作者单位：滁州市东坡中学）

我的初中班主任
□许 宏

什么是教育家精神？李镇西老师在《做最好的老师》
一书中说：“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教师！”我觉得这是
对教育家精神最直白的解释。

我是一位平凡、普通的老师，以满腔的热情扎根教育
这片沃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25年，用爱心和执着谱写
了一首动人的教育之歌。

2000年，我毕业于滁州师范学校。多年来，我潜心研
究教学，结合教材内容、学情特点进行备课施教。我酷爱
阅读和写作，笔耕不辍，多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多次指导
学生在征文活动、讲故事比赛、摄影比赛中获奖。所带班
级多次获得市、区“优秀班集体”“书香班级”等荣誉称
号。个人被评为区“农远教学应用新星”“优秀教师”“教
坛新星”“书香教师”。从乡村到城镇时刻保持初心，用心
用情关爱每个孩子，做一名有爱、有温度的老师。

当孩子们谈起我时，有的说，老师给我的幸福是“化
作春泥更护花”的感动；有的说，老师给我的幸福是“吹面
不寒杨柳风”的舒适；有的说，老师给我的幸福是“千树万
树梨花开”的惊喜。

教育之路，由爱开始

师范毕业那年我怀揣着对教育的热爱，回到了家
乡。带着儿时的梦想，以教师的身份走进自己的母校。
那是一所偏僻的乡镇小学，周边几个村的孩子都在这里
就读。村里道路泥泞，特别遇上雨雪天，来回得两个多小
时。十里黄村离学校最远，中间要经过一座石板桥，桥下
水流湍急。当年19岁的自己也才刚成年，记不清多少次
在雨雪中早早地驻守在桥边，牵起一双双小手带着他们
颤巍巍地走过石桥。

当时班上有一个让人时时刻刻牵挂的群体——留守
儿童。作为爱心妈妈的我结对帮扶了很多这样的孩子。
农村的冬天特别寒冷，一天检查作业时，我发现小键手上

长了冻疮。我轻轻地抚摸着那双小手，心疼极了。第二
天我亲手给孩子涂上冻疮药膏，戴上新买的手套，还准备
了暖手袋。看着眼前的一切，小健眼圈红了。害羞的孩
子小声地说：“老师，您真好，像我妈妈一样好。”留守儿童
虽然父母远在他乡，但我不舍得让他们孤独。我愿意将
爱化作那醉人的春风，润物的细雨，护花的春泥。

当年那些不经意的举动，影响了很多乡村学生。他
们中有的后来报考了师范专业，毕业后放弃城市的优越
条件回到家乡，将那份爱传递下去……

严慈相济，“情”“理”交融

我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班主任，在处理班级事务时，
常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学生既感受到关爱,又学到为
人之理。

2018年9月，我担任实验小学六年级5班的班主任，
这是进入新学校后第一次教授毕业班语文。我投入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学生身上。班上有一对双胞胎姐
妹对学习兴趣不大，热衷研究奇装异服。很多老师都远
远绕开这两个不听劝的“小难缠”。我反其道而行，常与
姐妹俩聊“有趣”话题。一次，我从网上找了不同前卫造
型的图片，请她们帮忙改变一下我的风格。姐妹俩异口
同声喊不适合，说老师为人师表是学生的榜样，不能打
扮得太怪异。我反问那么学生可以造型自由吗？机灵
的姐妹俩立刻明白我的用意。从此以后简单的校服、清
爽的 T 恤代替了之前的奇装异服，对学习、班级活动也
更加上心。

根据毕业班的学情，部分学生在学习上有困难时，我
会适当放慢进度，查漏补缺。班里有个叫家乐的男生，有
段时间上课总是一副听不进课、烦躁不安的样子。我仔
细寻找原因，原来艺术楼教室空间大，他因患中耳炎耳朵
有点背音，坐在教室后面几乎听不清老师讲课。于是我

先给家乐调整了座位，利用课余时间将前期所上重点、
难点内容详细讲解，鼓励他不懂就问。担心家乐后期的
听力问题，我帮助他预约了专家，陪着家长一起带孩子
去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疗，家乐的耳朵恢复正
常听力，教室里又多了一个快乐的身影。

书香致远，墨卷至恒

我酷爱阅读和写作，时常带领学生徜徉书海、品味书
香。每届学生从诵读短句《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
再到吟诵长篇《论语》，热情高涨、乐此不疲。

从低年级开始，我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每
天坚持课外阅读。现在班上的孩子每周按时去图书馆打
卡借阅，班级会定期开展阅读分享会、亲子阅读交流会、
古诗吟诵、二十四节气主题阅读等读书活动，在丰富孩子
们阅读生活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促进知
识内化的机会。

浓烈书香氛围的助推下，我和孩子们都取得了一些
成绩。我撰写的文章《浅谈教育家精神》获安徽省第八届
书香校园读书创作活动一等奖。多篇学生习作在报纸杂
志上刊登。

一位学生曾经为我写过一首小诗——
老师是春日的小雨，滋润着我的心田。
老师是盛夏的清风，驱散身边的热浪。
老师是秋天的落叶，守护我们的成长。
老师是冬日的暖阳，温暖你我的心房。
我是一名平凡普通的人民教师，献身教育，甘为人

梯，用自己的臂膀为学生建起了一处爱的港湾。唯有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纵然年华老去，但我依然无悔，在平凡
的岗位上秉承教育家精神，默默奉献光和热，享受着花开
的绚丽……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小学）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回首我的25年教育路

□闫 瑞
教坛心语

芳 草 地

教坛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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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那位和蔼可亲
的数学老师调走了，从此，我
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

直到新学期——葛老师
来了。她抱着一摞色彩鲜艳
的学习单走进教室，声音清
亮：“这节课咱们换个有趣的
学法！”她灵动的手势、鼓励
的眼神，重新点燃了我对数
学的热情。

葛 老 师 对 我 们 要 求 严
格。一次课上，我回头和同
学说话，她严厉的声音立刻
响起：“上来，把你的练习找
出来，看看有没有错！”我慌
乱地翻出练习纸，闭上眼等
待着批评，却听到她惊喜地
说：“厉害呀！全对！”葛老师
眼里的笑意像星星，那是久
违的被认可的喜悦。

还有一次春游，我和几
个朋友约好开卡丁车。到了
那儿才发现，要两人一组，我
们其中一人要落单了。大伙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中
满是不安，都害怕自己会被
单 下 来 。 这 时 ，葛 老 师 来
了。大家纷纷猜测：“葛老师

要跟我们一起玩吗？”“葛老
师不会要叫我走吧？”这话一
出，周围顿时陷入了沉默，都
眼巴巴地望着卡丁车。只见
葛老师笑着说：“一起玩吧！”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松了口
气。我也成了“幸运儿”，和
葛老师一辆车。

上车后，我紧张极了，双
手紧握着方向盘，心“砰砰”直
跳。葛老师似乎察觉到了我
的不安，轻轻拍了拍我的肩
膀，温柔地说：“别紧张，开慢
点，不然跟在前一辆车后面容
易吃灰。”她的声音就像一阵
春风，吹散了我心中的恐惧。
我深吸一口气，慢慢踩下油
门，车子缓缓向前驶去。一路
上，葛老师时不时地鼓励我，
还和我分享有趣的事情。在
她的陪伴下，我渐渐放松下
来，尽情享受着驾驶的乐趣。
车停后，她满眼笑意地夸道：

“开得不错！”那一刻，阳光洒
在她的脸上，温暖又明亮。

如果说，数学是我的生
命，葛老师就是照亮我生命
的那道光。

光
□滁州市湖心路小学六（5）班 孙明瑞 指导教师：陈杰

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听
到很多声音：清晨闹钟发出
的“叮铃铃”的声音、妈妈烧
饭时厨房里发出的“滋啦啦”
的煎蛋声，暴风雨来临前天
空中轰隆隆的雷声，还有教
室里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
而在我的生活中，还有一种
独特的声音如影随形，它会
出现在我早上赖床的时候，
也会出现在我磨磨唧唧吃饭
的时候，还会出现在我上学
的路上。它像一首永不落幕
的交响乐，奏响了我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

每天清晨，阳光还未完
全洒进房间。一道晨光偷偷
地从窗户外透进来，落在了
我的脸上，我揉了揉眼睛，伸
了伸懒腰，迟迟不愿起床。
那熟悉的唠叨声便准时响
起：“快穿衣服起床啦，太阳
晒屁股咯！今天周一要穿校
服哈，别穿错了。”我眯着眼
睛，伸手摸衣，一边迷迷糊糊
地应和着，一边慢吞吞地穿衣
服，可因为太困了，不一会儿
又睡着了。这时，妈妈又走了
进来，说：“你这孩子，怎么刚
让你起床又睡着了？赶紧起
来！”我不耐烦地转了个身，嘟
囔着：“知道了知道了！马上
不就起来了嘛。”

洗漱时，“好好刷牙，上
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要刷干
净，不然牙齿要长虫的”。吃
饭时，“牛奶要喝，吃一个鸡

蛋补充蛋白质，才能长高高
的”。出门前，“检查一下书
包，作业、课本都带齐了没，
别丢三落四的”。我皱着眉
头，简单敷衍了几句便匆匆
出门了。

上学路上，微风拂过我
的脸颊，我深深地吸一口气，
试图平复这烦躁的心情。嘴
里还不断小声嘀咕着：“妈妈
就不能让我的耳根清净一下
嘛。”终于到学校了，这下耳
根可以清静一上午了。

放学时，忽然乌云密布，
天空中下起了大雨，雨水拍
打着操场，发出“啪啪”的响
声。早上匆匆出门没带伞，
这可怎么办，只好待在原地
等雨停。这时，一个熟悉的
身影出现，是妈妈！只见她
一手打着伞，一手示意我过
去。“没被淋到吧，来，用毛巾
擦擦，鞋子袜子有没有湿。
回家给你做好吃的，今天晚
上家庭作业多不多啊……”
唠叨声又开始了。这时我看
到了妈妈的头发也已经被雨
淋湿了，贴在脑门上，发尖还
在滴水。而妈妈满眼看到的
却是我有没有被雨淋到，鞋
子有没有湿。

这“叮叮当当”得令人耳
根发烫的唠叨就是妈妈的爱
呀，这些碎碎念或许我们并
不喜欢，但它在岁月里悄悄
地滋养着我们，也是全世界
最甜蜜的牵挂。

藏在唠叨里的爱
□滁州市紫薇小学六（4）班 吕家齐 指导老师：梅丽

【点评】
作文情真意切，结构完整，围绕“藏”字选取零碎生活场景，

暗扣主题，立意以小见大。小作者观察很细致，从日常的母子
对话，准确地捕捉到生活中每个细节里的母爱。从不耐烦地应
和到看到妈妈淋湿的头发，自然呈现孩子对母爱的认知转变。

【点评】
文章叙事生动，以“光”喻师恩，选材真实动人。通过课堂教

学、成绩鼓励、春游互动等片段，立体刻画葛老师的循循善诱与
温暖关怀，情感真挚细腻，字里行间满溢感恩，极具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