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溺水者的
8大无声迹象

1、溺水者不会呼救，他们必须先能呼吸，然后才能说话；

2、溺水者也无法挥手呼救；

3、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

4、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

5、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

6、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

的头可能前倾；

7、有时，溺水最重要的迹象就是看起来不像溺水；

8、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孩子安静无声时，

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

1、首先立刻大声呼救，让更多的人参与急救，同时拨打
“120”，让专业急救人员尽快到达现场。除非万不得已，不要
一个人单独下水营救。

2、在溺水者还清醒时可为其提供漂浮物和拉扯物，如木
板、绳子、树枝等。不会游泳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即使是会
游泳者甚至是游泳健将也不要盲目下水，因为水情不同，水
下可能有很多未知因素。

3、最好由受过训练、水性好、熟悉和了解水情的两三个人
同时下水，千万不要勉强下水救人。现场的人应准备救生圈、
绳索、小船等，以防营救者发生意外。下水的人不要穿鞋和过
多衣服，不要以“扎猛子”的方式头朝下跳水救人，以免碰伤。

4、对于还在挣扎的溺水者，营救者要告诉他保持镇静，同
时要防止被其抱住，通常采用从后部接近的方法。若被溺水者
抱住，营救者可让自己与被救者自然下沉，溺水者便会放手。
营救者应首先将溺水者头部托出水面，尽快使其呼吸空气。

5、将溺水者救出后，先清理其口鼻内的泥沙、杂物，使其
气道通畅；然后对溺水者检查：如呼吸心跳都有，可控水，即
将其置于自己屈膝的腿上，让其头部朝下，使劲按压其背部，
迫使其呼吸道和胃里的吸入物排出。如呼吸心跳停止，立即
胸外按压100次/分，按压30次给2次人工呼吸。心肺复苏
要持续进行，不能停顿，直到溺水者苏醒或专业急救人员赶
来。尤其对儿童，不要轻易放弃复苏。

6、溺水者多有后续继发情况，故应尽快去医院实施进一
步检查治疗。对经现场急救已经恢复的，除非经医生允许，
不能让其擅自回家。因为伤者在12小时内仍有可能发生暴
发性肺水肿和脑水肿或重症肺炎，处理不当也会丧命。

推开八号楼那扇略显厚重的木门，一
股混合着旧纸张、墨水和岁月沉淀的气息
扑面而来。时值暮春，窗外绿意正浓，阳光
斜斜地穿过玻璃，在堆叠如小山的文件和
书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在这片光影交
织、略显拥挤的静谧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冯
根林老师——那位即将在我职业转折点上
投下温暖光晕的引路人。

彼时，我已在初中语文讲台耕耘数载，
因缘际会，需转战小学语文领域。面对全
然不同的教学对象和课堂模式，尤其是那
令人心生忐忑的“无生上课”面试环节，心
中着实没底。怀着几分忐忑与期待，经一
位相熟长辈提及，我得以前来向这位久负
盛名的小学语文教研员请教一二。

他正埋首于案牍之间，听见门响，才缓
缓抬起头。一件洗得干净、熨帖笔挺的藏
蓝色行政夹克，衬得他灰白的头发格外醒
目。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镜
片后的目光，初时带着一丝被打断工作的
审慎，旋即如春冰初融，漾开温和的笑意。
他并未起身，只是轻轻扶了扶滑落的眼镜，
冲我点点头，那无声的动作里，竟有一种让
人心安的沉稳力量。

“坐吧，”他声音不高，带着一种阅尽千

帆后的平和，“小学的课堂，尤其是面对评
委的‘无生’之境，讲究的是‘眼中有人，心
中有意’。”没有寒暄客套，没有居高临下的
审视，他单刀直入，话语如同他案头那支磨
得光滑的旧钢笔，流畅而精准。

他如一位老园丁修剪枝桠般，为我梳
理着小学语文课堂的脉络与气息。“小学的
孩子们，思维是跳跃的，想象是发散的，你
的语言要像清泉，叮咚作响，有画面感，有
童趣。‘无生上课’，更要‘目中有人’。你面
对的虽是空椅子，但你的眼神、你的手势、
你提问的语气停顿，都要让评委‘看’到你
心中那个活生生的、充满好奇的孩子……”
他的话语不疾不徐，像山涧溪流，潺潺流淌
过心田，洗去我原有的初中教学思维定式，
将一种更轻盈、更灵动、更具温度和想象力
的教学理念，悄然植入我心。

那间弥漫着书香与时光气息的办公
室，成了我转轨旅程中最重要的驿站。他
口中的“眼中有人，心中有意”，如同一粒种
子，在我心中悄然埋下。后来，当我站在面
试的讲台上，那些被他点拨过的细节——
眼神的落点，语气的抑扬，提问的留白——
仿佛都有了生命，自然流淌。最终的成绩，
与其说是技巧的胜利，不如说是他那份对

小学语文课堂精髓的深刻洞见与无私分
享，助我叩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此后，我们的直接交集并不算多，唯有
在各级教学竞赛的舞台上，我才能隔着人
群，再次捕捉到那熟悉的身影——端坐于评
委席间，依旧是那副黑框眼镜，目光专注而
沉静。每当此时，我的心弦总会不由自主地
绷紧。并非害怕失败本身，而是心底有个声
音在回响：不能辜负！不能辜负那间办公室
里他温和的点头，不能辜负他点拨时眼中流
淌的信任与期许。这份无形的鞭策，成了我
备赛时最强劲的动力。每一次教案的反复
推敲，每一次试讲的精雕细琢，都仿佛是为
了能在聚光灯下，向那个沉默的见证者交出
一份无愧于心的答卷。也正因如此，在那些
激烈的角逐中，我总能幸运地摘得一些成
绩，那些奖状背后，仿佛都隐隐映着他藏蓝
色身影投下的、无声的鼓励。

最难忘怀的，是第一次踏上滁州市小
学语文基本功大赛的赛场。舞台空旷，灯
光刺眼，台下是陌生而严肃的评委们。就
在目光慌乱逡巡之际，那个身影稳稳地落
座于评委席一角。依旧是藏蓝色的夹克，
依旧是那副熟悉的黑框眼镜。四目相对的
刹那，他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对我

颔首示意。十五分钟的赛程，我沉浸在自
己的教学世界里。然而，眼角的余光却始
终能感知到那份关注——他竟一直举着手
机，镜头稳稳地对准我，记录着我这青涩的

“首秀”。更令我心头暖意涌动的是，在我
流畅表述或巧妙互动时，他不时地轻轻点
头，那微小的动作，穿越了空间的距离，如
同无声的鼓点，敲击在我心坎上，传递着最
质朴也最有力的肯定：“很好，就这样，继
续！”比赛结束，他穿过人群走来，没有多余
的夸赞，只是伸出手，在我肩头轻轻一拍，
温声道：“发挥很好！”四个字，轻若鸿毛，却
重逾千斤，沉甸甸地落在我心头，化作支撑
我脊梁的暖意与力量。

冯老师退休后，我们因共同的文字之
好，反而走得更近了。褪去了教研员的身
份，他更像一位纯粹的师友。我偶尔写些
散文随笔，总是不揣浅陋地发给他求教。
每一次，他都欣然应允，且从不敷衍。他的
批阅细致入微，大到立意结构，小到字词标
点，都逃不过他那双被岁月和文字打磨得
异常锐利的眼睛。有时是精妙的替换，有
时是结构的调整建议。常常夜深人静，万
籁俱寂之时，我的手机屏幕会突然亮起，显
示着他发来的新消息——是刚刚批改完的
文章，附带着他深夜思索后的修改意见。

后来，在与更多同行的交流中，我才真
正明白，小林老师的光芒，何曾只照耀过我
一人？在他数十年教研员的生涯里，那间
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那张承载过无数教案、
论文的书桌，早已成为全椒县小学语文界
一片无形的沃土。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
的态度和一颗滚烫的育人之心，精心浇灌、
修剪、扶持了不知多少年轻教师。从教学
理念的点拨，到赛课细节的打磨；从职业规
划的指引，到人生困惑的开解。他沉默耕
耘的园圃，早已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满
园芬芳，硕果累累。许多如今活跃在讲台
上的骨干、名师，提起“冯老师”或“小林老
师”，眼中无不闪烁着敬重与感激的光芒。

日子久了，一次我忍不住问起“小林老
师”这称呼的由来。他听了不禁莞尔：“当
年刚参加工作，同事们都管我叫小林呢！
后来，我写了一部教育长篇小说《小林老
师》，大家更以为我就是小林老师了。”

十来年后，当我坐在他曾坐过的评委
席上，看着台下年轻教师们眼中那份熟悉
的热切与紧张，方才真正领会：他当年举起
的手机镜头里所定格的，岂止是我青涩的
赛课身影？——那是生命在播撒种子，是
薪火无声相传的庄严刹那。

（作者单位：全椒县江海小学）

我与“小林老师”
□丁明月

夏日的炎热逐渐蔓延，小朋友们如晨
曦初露，在校园中绽放。作为一名班主任，
我时常望着教室里那些略带腼腆的面孔，
思考着如何让这群农村孩子真正“看见”自
己的光芒。直到学校推行“成长币”作为小
学生评价体系，一切开始悄然改变。

班里有个叫小骏的男孩，是从东北葫芦
岛市转过来的，他总是缩在教室最后一排。
小骏成绩平平，很少发言，作业本上的字迹
歪歪扭扭。家访时才知道，他父母常年在外
务工，外公、外婆勉强照顾他的温饱，学习上
的事几乎无人过问。一次劳动课上，我偶然
发现他蹲在菜园里，动作麻利地给黄瓜苗搭
架子，手法比谁都娴熟。那一刻，我忽然想
起“成长币”中属于劳动类的“环保币”——
或许，这就是孩子的突破口。

第二天，我拿着学校制定的“环保币”
规则找到小骏：“从今天起，你负责管理班
级的劳动基地，每完成一项任务就能在“争

章榜”上贴一颗星，攒够5颗星就能换劳动
类的‘环保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
速低下头：“老师，种菜也能算‘优秀’吗？”
我拍拍他的肩头：“当然！劳动是最光荣的
一颗星星。”

接下来的几周，小骏像变了个人。他
每天早早到校浇水除草，还教同学搭藤
架。菜园里的西红柿红了，小骏主动提议
把收获的蔬菜送到校园周边的孤寡老人
家。他的这一举动，被学校少先大队部知
道了，给他颁发了第一枚“爱心币”。同
时，小骏“争章榜”上的星星也越贴越多。
班会上，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颁发了
一枚劳动类的“环保币”。他攥着自己获
得的一枚枚“成长币”，手微微发抖，嘴角
却扬得老高。

“成长币”奖励措施就像一把钥匙，打
开了小骏更多可能性。为了争取“健美
币”，他报名了学校的手工、绘画社团。起

初连剪刀都拿不稳，但凭着那股倔劲，他竟
剪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片。他的画在
校园文化节上得了二等奖。后来，小骏又
开始主动向同学请教数学题，跟英语老师
练习口语——原来，他想集齐“乐学币”，给
马上回家过端午节的父母一个惊喜。

最让我触动的是最近一次“家校联谊
会”。小骏的外公颤巍巍地掏出一本皱巴
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外孙每天
做了什么家务、学了什么新知识。“孩子现
在一回家就念叨要注重自己的行为习惯，
争取获得更多的‘成长币’，连灶台都擦得
锃亮！”老人说着，眼眶泛了红。而小骏站
在讲台上，第一次挺直了腰板：“我以前觉
得自己啥都不行，现在……现在我知道，我
至少能当个‘自强少年’。”

如今的教室里，小骏依然坐在最后一
排，但再不是那个缩着肩膀的影子。他书
包里的“成长币”：乐学的、环保的、自强的、

爱心的……每枚“成长币”都记录着一段跋
涉的足迹。而这样的故事，正在校园里越
来越多的孩子身上发生。

“成长币”是我校为激发学生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而制定的“校园币”，有乐学、
爱心、礼仪、诚信、健美、环保和自强 7 个
币种，同学们的日常行为都包括其中。当
孩子们表现优秀时，就可以获得相应的

“成长币”奖励，积攒的“成长币”可以到
“校园超市”兑换丰富多彩的学习文具和
体艺物品。

学校建立“成长币”小学生评价体系，
让农村教育不再只是试卷上的分数。它像
一条藤蔓，顺着每个孩子的独特轨迹生长
——有人从土地里找到自信，有人在剪纸
中看见远方。而作为教师，我们不再是单
方面的评判者，而是点亮火把的人，在乡村
教育的星空中，陪他们一起寻找属于自己
的星光。

“成长币”引领成长
□查君书

那天，恰逢 520，我们学校荣幸地承办
了滁州市第二届“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月”活动。校领导对此事尤为重视，不仅远
赴南京特邀智能机器人助阵，还精心策划
了一系列游园与集福的精彩活动。

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穿梭于各个关
卡，他们带着纯真的笑容，向校园内的每一
位老师请求赠予祝福。而我，也在这温馨
的浪潮中被孩子们紧紧包围。他们手持集
福卡，满怀期待地说：“善良温柔的老师，请
送我一句祝福吧。”那一刻，我被深深触动，
满怀深情地写下“一路向阳，温暖如初”“追
光而行，终将成为光芒”“幸福如影随形，常
伴左右”“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等祝
福语。一连写了30余份，有同事喊我，我遗

憾地对后面自觉排队的孩子说：“等一会，
等我回来再写。”然而，当他们转身的那一
刻，我分明感觉到了他们的失落。在这炎
炎烈日下，他们怀揣着一颗颗纯洁无瑕的
心而来，我又怎能辜负他们？于是，我连忙
呼唤他们回来，直到他们的脸上再次绽放
出灿烂的笑容。

也有孩子稍显羞涩，眼巴巴地看着其他
同学收集到很多祝福，却不敢上前。我的心
不禁为这些孩子而柔软。于是，我主动上
前：“可爱的女孩，需要我为你们写一份祝福
吗？”见我主动，她们羞涩地笑了，双手小心
翼翼地递上卡片，连声道谢。其中一个女
孩，特意把集福卡对折后将下半部分朝向
我。我想写一个不一样的祝福，就只能翻到

上半部分看看别的老师写了什么，却发现竟
是空白一片。原来，还没有人给她送过祝
福。我真庆幸自己叫住了她，便迅速在卡片
上写下“大步向前，勇敢追梦，未来可期”，还
认真地画了一个大拇指和一颗小爱心。

操场边，石榴花静静地绽放，如同火红
的酒杯，热烈得让人心潮澎湃，眼眶发热。
那位女孩紧紧攥着刚写完的集福卡，她的
影子与花影在地上跳跃，仿佛欢快的小
鹿。马尾辫扫过之处，空气中似乎都浮起
了彩虹色的光晕。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突然发现自己的指尖沾染了荧光笔的星芒
——原来，祝福是会发光的。

环顾校园，其他老师的面前也排起了
长龙。即将退休的俞老师正半蹲着为孩子

们书写祝福，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滑落，
却无暇顾及；年轻的郭老师手腕上的银镯
子随着书写的动作“叮当”作响，在卡片上
留下细碎而闪耀的光斑。我凝望着眼前这
片翻涌着祝福的海洋，耳畔倏然传来一声
欢呼——“成功啦！我的祝福终于集齐
了！”一个男孩被同伴簇拥着，眼睛紧紧盯
着卡片上的三十种不同笔迹写就的祝福
语，仿佛触碰到了真正的星星。

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在“送温
暖”，也在“被温暖”。石榴花依旧无声地怒
放，而更多隐秘的花苞，在我们未曾留意的
瞬间，已次第胀破了青色的萼衣，悄然浸润
着世人的眼眸。

（作者单位：滁州市湖心路小学）

赠予与被赠予的温暖
□王 玲

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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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溺水 安全度夏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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