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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四十载，弹指一挥间。1985
年，我带着几分懵懂和青涩走上了讲
台，那一年有了第一个教师节；2025
年，再过很短的时间，我就要告别讲
坛，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回过头来
看，近乎半个世纪，很长，但也很短，一
切都在昨天，一切也都似乎刚刚开始，
甚至时不时地感慨：似乎尚未登台，竟
已悄然落幕。

常常试图回头寻找40年的足迹，
但实在乏善可陈。惆怅多于喜悦，失
落大于欣慰。再前几日，把两个办公
室整理一下，把自己的东西带走，除了
书，还是书，几乎没有第二样的东西，
装进纸板箱，搬进车子后备箱；把电脑
里的材料或下载或清除，然后独自一
人坐着，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看着电
脑翻动的屏保，内心惆怅又忧伤。

即将挥一挥衣袖，告别这个工作
了二十几年的地方，这个熟悉的校园，
我会留下些什么呢？校友捐赠的景观
石、拓荒牛，以及学生宿舍区的匠心
亭，铜质铭牌上所有的文字均出自我
手，也许今天还有几个人知道它们的
作者是谁，但我敢肯定，要不了多久，
谁也不再知道这个人，那里连一个落
款都没有。

对岁月不居、人生苦短的感慨，这
是人类永远的命题。人总得顺应规
律，顺应规律是一种哲学的表达，但理
性是一回事，感性又是一回事。人有
感性，才会有忧伤或快乐的情绪，才会
有种种的自诩与遗憾，以及种种感慨，
但正是有了感性，生命才有滋味，才真
实。果真太上忘情，那人生多么无
趣。不过我还是喜欢高僧的一句话：

“一切都会过去”。
孔老师有弟子三千，我虚荣地

想，我弟子的数量应该超过三千吧，一
级一级迎来，一届一届送走，在一次又
一次的目送中，也目送了自己的岁月，
从青年到壮年再到暮年，目送着自己
的余生慢慢变短，过去的光阴慢慢变
得悠长。无数个日子似乎是一天一天
地复制粘贴，但日子就是这样在叠加
中减损，如水如风般地逝去了。

我不大愿意参加学生的毕业照
相，除了早年带班主任的时候，再后来
做一个普通的任课老师，就不再参加
了。主要原因是自己好静，好独处，喜
欢孑立在人群的边缘。还有个原因
是，我不知道是让他们记住我好呢，还
是忘掉我更有利于他们去快乐地生
活，更何况，记住，也并不在于照片上
有我那煞风景的容颜。

以前，每一届我给他们上最后一
节课的时候，总会喜欢向他们说几句
祝福的话，希望他们高考顺利，同时，
总会重复这样的一句：你们记住我，会

知道该怎样去生活；而忘了我，你们才
能活得更好。而今年，我上完最后一
节课，向他们告别并献上祝福，我说，
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也可
能是我今生所上的最后一节课了。这
样说完的时候，忽然哽咽了，差一点落
泪，全班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不知道那
掌声是一种怎样的含义，在掌声中我
不敢再看他们，我害怕当着他们的面
泪水倾泻下来，我赶紧转过身，挥挥
手，快步走出教室。

在教室里哽咽，这是第二次。第
一次是早年给学生上《为了忘却的
记念》，给他们读课文，读到“天气愈
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
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
了没有？”便无法控制地哽咽，不能
继续读下去，后来再上这篇课文干
脆不再范读。

我留给学生的背影是怎样的呢？
迂腐的，瘦弱的，坚强的，忧伤的，遗憾
的，慈悲的——我无法确定。我希望
每一个学生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所以我常常操之过急，情绪一失控，便
会有粗暴的态度和尖锐言辞，尽管用
心是好的，但方法的失当，言语的犀
利，难免会伤了师生的情感，伤了孩子
的自尊，也有辱斯文。

虽然我对他们的批评从来都是因
为学习，或者遵守纪律上出了问题，从
来没有因为私事，我也从不让孩子们
为我做任何私事，尽管曾有一个孩子

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办公桌整理得
整整齐齐，我的批评，我的怒火，多多
少少带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因
为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孩子，我那么焦
急的迫切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轻松
的有尊严的人生。尽管可以用“爱之
深，责之也苛”来为自己解脱，但终究
难以释怀。

“有时不能忍，猝然发雷霆；继思
不太妥，道歉亲上门”，这是陈毅的
话。我常常这样，每每大光其火之后，
被我批评过的孩子说不定早已安然入
梦，但我则辗转反侧，悔恨着自己又犯
了一次错误，次日上课一定会首先对
昨日之事鞠躬致歉。这种事情在我的
身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是我最大
的毛病，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我不
知道你们是否把我当成老师，是否认
可我这个老师，因为我知道，不是所有
站在讲台上的人，学生都会把他尊之
为师的。有的人当了一辈子老师却没
有一个学生。我很怕我也是这样的
人，所以我特别期待你们能够公平地
评价一句：这个老师是负责任的，这个
老师是有良知的，这个老师没有误人
子弟。这于我而言是最高级的勋章和
最华美的桂冠。

提前告个别，向我付出了一生心
血的讲台。没有资格说再见。

我将去哪？在云起时，在水穷处。
（作者单位：天长工业学校）

进入五月中旬，距 2025 年高考已
不足一个月。应届学子和家长紧张备
考的同时，“高考周边”也在持续火热
销售。其中，“考题”显然是关注度最
高也最有“文章”可做的部分。一时
间，“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AI齐
上阵…… （5月13日《北京晚报》）

近年来，每年随着高考临近，都会
出现“高考押题热”，比如网上会出现各
类“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
略”，今年的“高考押题卷”还出现了抢
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模式。
一些博主还借AI兜售“押题卷”……

实际上，现在的高考命题很难被
“押中”，现在的高考题更多考查考生分
析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而不再是考
查考生单纯的记忆知识，高考题不再考
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押中题的可能
性就会很小。况且高考命题人为了防
范“高考押题”，还会反其道而行之，人
们认为越会考的内容，反倒越不会考。
所以，不管是名师“押题”，还是 AI“押
题”，不管商家吹嘘得多么神奇，更多不
过是对考生、家长的忽悠。

“高考押题热”，一方面在于一些老
师、考生与家长热衷于押题，或是有投
机心理，或是对高考还没能形成正确认
识，把高考当成博彩。所以，由此来看，

“高考押题热”也折射与暴露了当前高
中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一
些商家也借此炒作，利用考生与家长的
浮躁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比如
对“押题”战绩夸夸其谈，还进行虚假宣

传，让考生、家长受到忽悠，误听误信，
将各类“高考押题卷”当成备考“神器”、
制胜“法宝”。

“高考押题热”，不利于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也可能给学生造成误
导，让他们过于依赖“高考押题卷”，影
响他们的高考成绩。所以，这些“高考
押题卷”弊大于利。

要给“高考押题热”降温，要从供需两
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大对高考押题
乱象的打击力度，比如一些宣称能够“神
预测”“精准押题”的押题商家，已经涉嫌
虚假宣传，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还有商
家为了获利，通过扫描电子版，做起复习
资料的“二道贩子”，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
权，也要加大打击力度。据报道，一些不
法分子还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
贴广告、网页弹窗等方式借口出售所谓的

“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后就会以
“预付订金”等名义要求受害者付款，或是
借传送“样题试卷”的名义向受害者发送
非法链接，套取用户信息。对于这种种乱
象，都需要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进而
言之，相关部门还要进行专项整治，开展
高考前市场大检查。

另一方面，广大考生与家长也要正
确看待高考，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减少
浮躁心理，避免给不法商家可乘之机。
学校、老师也不要迷恋于“押题游戏”，
不要“临时抱佛脚”，而应在平时就重视
考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让学生
能够成为“六边形战士”，这样学生在考
场上才能应付自如。

“高考押题热”实则是走向了教育
反面。要给非理性的“高考押题热”降
降温了。通过疏堵结合，形成各方合
力，“高考押题热”才可能得到有力遏
制，考生与高考、学生与教育，也才能更
好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双向奔赴”。

“高考押题热”走向了教育反面
□戴先任

一个月前，学生们问我：“老师，我
们什么时候春游？”

“春游？你们可以春游？”我很疑
惑，如今安全第一，谁还敢搞这吃力不
讨好的事！

“可以啊！我们去年就去了花博
园。”小朋友们叽叽喳喳嚷着。他们看
到我睁大双眼的样子，大概是觉得老师
没见过世面。

语文课单元三有个《口语和交际》
课程，有机会让学生对研学展开讨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今年要去的地
方。我提议到博物馆，我心想，这里又
近，又有看头。找个解说员，肯定比上
课要精彩多了。如果真要去，不用花
钱，我还真能向学校领导争取一下。最
后举手表决，大家的意愿绝大部分指向
琅琊山。我立刻感到这几乎不可能。
那么远，安全第一，不可能，我也不能逞
这个能！

以前在乡镇学校，我会变着法子带

自己班学生出去，在学校附近爬山玩
水。每次都是先让家长在安全出游意
见书上签字，然后，我再拿着装订好的
家长意见书和自己的保证书，厚着脸皮
连哄带骗恳请校长签字同意。

以前带着学生在山水间嬉戏，我们学
到课堂无法给予的知识。在课堂无法提
供的学习生活机会中我们心智得到提
升。我们从家里带着锅碗瓢盆，在湖边烧
火做饭，同学自己去拾柴草，淘米煮饭，吃
了一锅又一锅，有的还夹生，面条煮得“糊
糊涂涂”，但是大家就是吃得香甜。返程
后我心里开心极了，因为我回味着同学们
在活动中耐人寻味的一言一行。

回忆归回忆，总觉得不可能。我心
里告诫自己：姓张的，你收收得了，这是
新学校，万不要去出那个风头！研学再
好，肯定与你无关！

嘿嘿，没想到，班主任会议上，领导
真的宣布要举行研学活动。时间：4月
18日。地点：琅琊山。

我心里那个乐啊！这下我满意，学
生满意。

发通知给家长，签字同意。去年因
身体原因没参加的同学也参加了；不愿
参加的，沟通一下，也参加了。

家委会家长做了一个条幅：寻幽探

古琅琊韵，研学励志山水间。
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大地方，没有

个明显标志不行吧？我找了一家打印
室，做了一面班级旗帜。还给四个小队
分别做了旗帜，这样就不容易乱了。当
然，自己还得做做功课，再背背《醉翁亭
记》，复习一下醉翁亭琅琊山的相关资
料，多给同学说说。让手机满电，让小
蜜蜂(小扩音器）满电。

我们班辅导员杨艳老师给力啊！
四个小队，她带两个队我带两个队，好
管理。她工作努力，严格要求，不放弃
任何一位学生，在学生中威信极高，镇
得住场面。这让我心里踏实。

客车上，我说了醉翁亭，也说了《醉
翁亭记》，说了欧阳修和苏轼，说了琅琊
山和摩陀岭。同学们听得认真，还问了
许多问题。那一刻，我有点佩服自己。
我觉得今天将给同学灌输不少知识。
但是，一下了车，可就没那么灵光了。

少年有自己的兴趣点啊！
介绍酿泉，介绍醉翁亭，介绍欧阳

修王禹偁；意在厅九曲流觞；影香亭“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花中
巢许，古梅亭。听者寥寥无几。

人家不感兴趣，不是对知识不感兴
趣，是对说教不感兴趣，当然我讲得也

有可能不够有趣。
大家研究竹笋，也知道石拱桥，他

们想去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尝一
尝，买一买，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

这样想着，我也释然。本来研学就
是需要学习，需要渗透，需要不经意。

当我们急急出来，峰回路转，到达
蔚然深秀的湖边，已经十二点了，有同
学意犹未尽。但也有人发出“好无聊”
的感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本
书，滋味不一，各有喜好；路途中，有人
见到绝世风景，有人眼里是平平无奇。

在真实的情境之中体验、合作、探
究，辛苦、忍耐、感动，以及此时此刻表现
出来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累并快乐着，也是研学旅行意
义的一部分。优秀的学生表现出的坚
韧、合群、友善等可视素质，让我欣慰。
相反，矫情、软弱、散漫，让我心忧。

这样的研学太有必要，甚至需要训练。
下午三点多，群里消息显示，二实

小师生全部安全返回学校。下午五点，
文思敏锐而手速飞快的领导在群里发
文总结，同时转发老师们的分享。

这一切，把探究自然研学推向更深
层次，有了理性思考。

（作者单位：滁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研学行，我们来啦！
□张万松

跨省非遗传美育，双师课堂花鼓
香。5 月 9 日，在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
展背景下，滁州市教科院组织凤阳县实
验小学音乐教师代海荣、美术教师鲁会
萍，以《凤阳花鼓》双师课堂形式走进南
京市月华路小学，与该校五（9）班学生
共同开展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学校践
行以美育人理念，非遗带香，花鼓课堂，
双师携手，学科成长，美育绽放，让金陵
月华路小学师生初尝传承非遗文化的
魅力，收获了百里之外“凤阳花鼓”的古
韵沉香。

双师联袂启程：

沉浸式非遗之旅

课堂伊始，凤阳双师化身“非遗导
游”，以一曲原生态《凤阳花鼓》惊艳亮
相：凤凤（代海荣）老师背上腰鼓铿锵起
舞，阳阳（鲁会萍）老师手持小锣灵动配
合。高低错落的对鼓、刚柔并济的对
奏，瞬间将五（9）班学生带入六百年前
的花鼓之乡。随着古韵悠扬的唱词响
起，一堂融合历史溯源、花鼓韵味与剪
纸艺术的跨学科课堂正式启程。

三重时空穿越：

非遗的活态传承

第一站·鼓楼寻根
音乐教师代海荣以明代移民史为

引，通过“打花鼓”情境演绎，带领学生
体验早期花鼓的质朴韵律。学生们在

“一锣一鼓”的协作中，用轻巧的鼓芯击
打还原移民行走的节奏，悠扬的唱词

“紧打锣，慢筛鼓”回荡教室，重现凤阳
先民的艺术智慧。

第二站·中都探艺
美术教师鲁会萍以剪纸为媒，将双

条鼓的曼妙舞姿定格于纸端。在“丹凤
朝阳”“凤抬头”等经典动作的创作中，
学生通过剪影艺术再现花鼓律动之
美。当剪纸作品与现场舞蹈交相辉映
时，传统非遗展现出“静可成画、动可起
舞”的双重艺术维度。

第三站·小岗创新
课堂在跨学科展演中收官：学生分

组呈现“唱、奏、剪、舞”融合创作，既有
改革之乡小岗村的奋进鼓点，又有现代
双条鼓的灵动编创。手持剪纸作品的

“非遗小传人”们，用创新演绎诠释着
“敢为人先”的凤阳精神。

深耕廿载求索：

教育人的非遗情怀

作为安徽省首个将凤阳花鼓纳入

校本课程的学校，凤阳实验小学历经
20 年探索，构建起“非遗传承+学科融
合”的特色育人模式。本次双师课堂
虽显稚嫩，却是该校继创编花鼓韵律
操、开发非遗研学路线后的又一突
破。“从单科教学到双师协同，从技艺
传授到文化浸润，我们始终在探索非
遗活态传承的最佳路径。”代海荣老师
如是说。

在长三角教研一体化发展的推动
下，传统艺术在跨地域交流中焕发新
生。这场聚焦核心素养跨越省界的课
堂，不仅展现了实验小学“以美育人”的
丰硕成果，更昭示着长三角教育共同体
在文化传承中的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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