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人行 有我师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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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我想，我是幸运的。人生路上，我
曾遇到许多恩师。与他们之间的师生
情谊，就像家乡的特产老白茶，历经岁
月的沉淀而愈发醇厚，每一口都让人
心生暖意。

犹记得，因为父母听不懂普通话
而无法参加高中家长会时，是我初中
班主任黄老师挺身而出，作为我的“表
哥”出席；因为囊中羞涩无法缴费时，
是陈老师及时提醒，悄悄告诉我去写
个申请；住校生病时，是赵老师熬好汤
药，陪我喝下……那时，因为竞赛而获
得保送资格，也是赵老师默默地帮我
操持一切，他频繁前往教务处主任李
老师那打探消息，去得多了，李老师打
趣说：“这是你孩子啊？！这么上心！”从
此我心中多了一个“干爹”……

师者如父母，正是一路走来的恩
师不断温暖着我，激励着我自信向上

向善，才有了农家子弟的高中入党、名
校保送。

怀揣育人梦想，牢记母校北京师
范大学校训，来泉州任教期间，我一直
以恩师们为榜样，努力做学生喜欢的
好老师，宽严适度，让学生在肯定与信
任的目光下温暖前行。

从教生涯，我十分珍视信任的力
量。曾有记者问我教师节送礼的现
象。确实，教师群体中难免出现个别
害群之马，但从我身边接触的同行来
看，他们大都是值得信任的好老师。
其实，节日里同学的一声问候，一个
敬礼，一张贺卡，给予老师的肯定和
尊重，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与满
足，更是激励师者前行的温暖力量。
我至今珍藏着一份特别的纪念品。它
不仅仅是一本笔记本，更是温情与感
动的记忆簿。这是在教师节时，班上
每一位学生亲手写给我的赠言合集。
页间泛黄的字迹，如同时间的低语，
字里行间满含真情。

从本质上说，教育不仅是科学，更
是艺术。一方面，家长给予老师信任和
尊重，才能最大程度上形成合力，孩子
才能亲其师、信其道。另一方面，日益
多元复杂的环境中，教师要更加自律
用心，获得家长的信任，要相信“相信
的力量”。

又一个教师节来临，感恩给我温
暖力量的恩师们，也感谢给予我信任、
陪伴我成熟成长的孩子和家长们。

温暖的力量
□汤向明（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书记、院长）

教育是心灵的塑造者。“心育”与
心灵紧密相关。1998 年时任晋江一中
副校长的我参加任职岗位培训，聆听
了专家一场“心育”讲座。在那个“心
育”不被重视的年代，经过讲座的洗
礼，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教”
是将知识、技能传授和灌输给他人；

“育”即对他人心灵、品格的滋养，思维
模式的锻造。育是教的目的和归宿。

返校后，我在学校找了一间10㎡左
右的房间作为心理咨询室。最初，我的心
理咨询工作开展并不顺利：一些学生想进
去咨询，却不敢入门；有些老师在背后阻
挠，认为这是没用的东西，纯属瞎折腾。

但我并没有气馁，在夜以继日钻
研心理学知识并系统修完心理学本科
和研究生课程的同时，还积极地践行
着“心育”的理念：“心育”不单是针对
心理有问题的学生，也关乎所有学生
的心灵成长和个性发展。

我是一名生物老师，心理学是我
第二专业。如果说“半路出家”，在一片
荒芜地耕耘是开创先河，那么，倾注心
血在挚爱事业里逐梦，则是修己达人。

2007年，我调任民族中学校长后，
面对这所校园简陋、硬件不全、升学率
极低的薄弱校，如何让这些学生树立
起阳光、健康、自信的心态，成了我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我在学校建起了面积800㎡、
功能齐全、温馨舒适的“心育”中心，配
备3位“心育”教师，还组织20多位德育
骨干进修“心育”课程，组建了一支专兼
职的“心育”队伍。

在不断地摸索实践中，我提出了
“发展性心育”的思路，加强对个体自身
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积极因素的开
发，用积极心理发展观对个体的心理现
象进行解读，激发个体自身内在的心理
潜能，让其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
保持生命的最佳状态。这也使学校高考
本科上线率从2007年的0.63％提升到
2017年的71.69%，一批学生录取到985、
211等重点高校，真正用“不理想的牌”，
打出了“不一般的成绩”。

时过境迁，回望这段教育历程，我
深感教育的真谛在于心灵的触碰与塑
造。每一颗年轻的心，都蕴藏着无限的
可能与潜力，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滋
养。师者当以爱育心，以智启慧，引领
每一个孩子穿越成长的波涛，发现自
我，成就自我。

教育要从“心”开始
□陈瑞山（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退休教师）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
微以致远。”在教育的星空中，每一位老
师，都宛如一颗星星，光亮尽管微弱，却
能点亮学生的内心。

师者如光，不择其所。从小到大，我
见过的学校都是高大整洁、绿草如茵。三
年前，我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到三班中心
小学任教，这是德化为数不多的乡村小
学之一。

初到校园，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失
望：不规则的水泥操场，两座低矮简陋的
教学楼，狭窄拥挤的走廊……你若是在

操场上大喊一声，校园里哪都能听得见，
甚至可以和校外的老乡相呼应。

但只是短短的时间，我的那点不甘
和失望就被淳朴的孩子们一扫而空。他
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追求、有梦想、有
希望，他们也是含苞待放的花蕾。

师者如光，不择其材。每一个学生都
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小诗就是我们班一
朵别样的小花。他皮肤黝黑得发亮，由
于自卑，明亮有神的双眸总是低垂着。
他上课乖乖地坐在座位上认真听讲，和
同学也都是悄声交流，在班级里显得很
不起眼。有一次考试，他在作文中写道：

“同学们说我皮肤这么黑，都笑我是非
洲来的……”看到这，我陷入沉思，接着
拿起笔在上面写上评语——“外貌不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柔软美
好的内心，加油！”

没有一个孩子是完美的，但是，每一
个孩子又都是可爱的、独一无二的，师者
要以自己的光，点燃学生心中之光。

师 者 如 光 ，为 星 满
天。毕业后，孩子们时常
回来看我，分享他们的学
习生活。有一年春节，我
们再次相聚。在和孩子们
叙旧的时候，一个同学突
然递给我一张崭新的、没
有一丝皱褶的五十元现
金，说：“老师，这是小诗
叫我给你的，他说要给你
当压岁钱。”我先是一愣，
而后连忙摆手拒绝。感动之
余是心疼，这五十元对乡村
的孩子来说意义太大了。

我知道，小诗心中一定有一个爱
的世界。所有的孩子心中都有光，而
那一束束得到呵护的光，总有一天会变
成满天的星星。

乡村里的孩子，他们或明亮耀眼，或
内敛含蓄，但都在自己的轨迹上缓缓闪
烁。他们渴望知识、渴望飞翔、渴望优秀

的师长……他们值得被看见。
教育是一场微以致远的修行，愿我

们这些乡村教师的萤火微光，能激发
孩子们内心的火种，绽放属于他们的
光彩。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苏婉蓉（德化县三班中心小学语文教师）

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也只是去年的事
情。九月，在一个收获的季节，再次推开阔
别已久的中学校园大门，把总是埋头研究
理论的自己送上想象已久的讲台，开始通
过实践成为那些庞大教育理论的渺小注
脚，这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

直到开始上课的前一天，我又很有仪
式感地将电影《死亡诗社》重新播放了一
遍，里面有句台词这样说道：“医学、法律、
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尚的追求，且是谋
生的必要。但诗歌、魅力、浪漫和爱，这些
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一直很想做一
个如电影主角“captain”一般的理想主义
教师，带领学生去感受古今中外文学中所
包含的是非曲直、成败兴废、爱恨嗔痴、悲
欢离合，期待他们与文学共振，去了解在

何等险象环生的世界中仍然有人在用全
部的生命去思考、去行动。这便是我的教
育初心——成为搭载孩子们远航的“诺亚
方舟”中追求真理的“captain”。

于是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我凭借着
如此强烈的原始驱动力，一次次地感受到
与“教育”达成了高度的意念合一。最早由
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衣提
出的“心流状态”这一概念，完美阐释了我
在课堂上的心理状态——个体的意识和
活动完全合一，达到忘却时间、沉浸当下
的身心状态。我完完全全活在每一个与学
生灵魂共振的瞬间当中。

比如我与学生谈论孔子作为“至圣先
师”一直坚定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生信念，但其实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的理想失落。学生们惊觉再伟
岸的人，也基于首先是一个“人”，达不到
理想的结果，便会痛苦，于是诗以言志，修
辞立诚，我们都能感受到语言文字的背后
是灵魂的抗争与呐喊。

比如我与学生一起品读《登泰山记》，
讲述姚鼐与挚友朱孝纯雪夜登山等待日
出的故事，共同体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
臾成五采”的感动瞬间。惊喜的是，学生们
将审美的体验从文学延伸至生活中，偶尔
也会提醒我，从俗事的纠缠中脱身去感受
生活——“老师快抬头看看，有日落！”

比如我向学生解释《庖丁解牛》中“以
无厚入有间”是庖丁保存他的菜刀的秘诀
时，让学生在教室里避开桌椅走一圈，他
们这才明白典籍里的“大道理”就在身边，

文学就发生在此刻。
我们便是这样共同借助语言文字，认

识到不同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境界，推动着
自己在个体的人生课题中感受美好与温
存，破解迷茫与痛苦，寻找出路与方向。

如今，又来到九月金秋，细数着这一
年来与学生同频共振的灵明时分，心中
仍有窃喜。我怀揣着这些宝贵的瞬间，有
感于“教育”在我的时间轨道里，发生得
如此具体且深刻，它们都将成为我生命
中难以消弭的印记。站在新的节点，我仍
旧真挚地希望，能够继续与学生乘一叶
小舟，穿过一节又一节课堂的时间航线，
撷取文学中的吉光片羽，远渡知识与生
命的汪洋。

（作者系泉州六中语文教师）

以我之声，与君同频高歌
□李丽彬

教语文的男子汉
□余锦斌

“教语文的男子汉”，这是高中第一堂
语文课的开场白。

至今还记得，老师把这七个字写在墨绿
色的黑板上，眼睛在镜片后炯炯发光。教室
里异常安静，只有树枝哗哗摩挲窗玻璃。老
师微笑着等我们从这个句子里找出他的名
字。秀丽的行楷已经让人啧啧称赞，名字和
工作又有呼应，吊足了我们的好奇。脱口而
出的几个鲁莽猜测松动了大家的拘谨，笑声
渐渐起来了。软风穿门入户，搅动了热气，初
见竟然如此轻快美妙！现在想来，那不应只
是一个别具匠心的设计，是不是和杜甫一
般，老师也顾盼自雄，自任“诗是吾家事”？或
者老师发心“我即语文”，要把自己当作语文
最恰当的注解？

今天，课堂之上，PPT美轮美奂，却着实
难以体现师者个性风采。相较之下，当年老师
们的板书各擅胜场，“神仙打架”一般。化学老
师个子不高，字却很大，跂足舒臂，努力把每
一个元素往黑板送，同学至今感念。生物老师
每堂课必携带一个卷轴式小黑板，端端正正
抄着检测题，展开时学生如对圣旨，着实惊
心。英语老师板书不少，左边英语字母拼写丝
滑，右边中文翻译落笔秀丽，停匀美观。语文
老师的板书堪称有范有格：课文标题往往用
行楷书写，流利不失端正；文章作者或出处放
在下一行，字小了一些，扁了一点，魏碑、隶书
一类字体；搭配雅致，端庄沉静，尽显儒雅。

可惜那时候，自己成绩普通，身无所长，
心理建设相当脆弱。虽然从乡下中学考入县
一中，惴惴不安的心绪却像疯长的藤蔓一
样，几近拥覆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周记本发
下来了。老师写了两三行评语。每个红字被
妥妥地放置在方格里，连标点符号也规规整
整。没有恣意挥洒，没有任情涂写。毫无疑
问，这是绝无敷衍的评语！事实上，每个人，
每篇文章都会得到评语，要言不烦，一句，或
三两句。神奇在于，读着这一些雨露均沾的
认真点评，不知所起的不安情绪慢慢偃旗
了，息鼓了。回想起来，老师评语中可能没有
褒奖，又可能当时根本无法领会老师的专业
指导，但憧憬的小苗们勇敢挺出了荆莽藤
蔓，又开始呼啦啦生长。

“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写作
文”，这话诙谐击中语文的困境。文言文，繁
琐至极，单字注释、全文翻译、各种语法、各
条笔记，如江河漫灌，课文空白处墨迹盈科。
苦累交织，见效甚微。老师巧创符号标识法：
三角形、波浪线、小圆圈、着重号……几种符
号，各司其职。某日，挚友从图书馆借来一本
诗歌鉴赏指导书，欣欣然指着目录，我一看，
老师的名字赫然其上。由是更心孚此法，确
信裨益不远。文言学习终于眉清目秀起来，
同学们亦步亦趋，处处志之，始而生疏，继而
相亲，最终习惯成自然。复习时，寻向所志，
肯綮了然，往复记忆，明白晓畅。三年修炼，
初通文言津梁。到毕业时，已能自学读通《报
任安书》《项羽本纪》等文言经典篇目。

这位把名字写进语文的老师尊名“文
汉”，同学们都恭敬地称呼他“曾先”。毕业三
十年同学会上，同学们把老师簇拥在背景墙
前，集体照、宿舍照、同乡照，各种形式轮番
上前跟老师留影。岁月悠远，仿佛校园里青
春记忆只有老师镇场才能再次确认。老师目
光炯炯而慈和，流露着桃李罗堂前的欣喜。
而我们倍感庆幸，他没有把语文带往嬉笑怒
骂的浅闹，带上刻板枯燥的苦旅，而是展现
了才如江海的睿智、温润如玉的儒雅。回忆
越久远，越发心向往之。什么是影响深远的
教育？答案终会在时间里显现。或许，让人终
生铭记的教育就应该这样：“语文即我”！

（作者系泉州五中高级教师）

◉先别急着下课，再给我两分钟。
◉你们在下面做什么小动作，我在

讲台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下课来我办公室一下。
◉老师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讲，你会

你来做！
◉你很聪明，但是不用在学习上。
◉这是一道送分的题啊！
◉等你们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整个楼层就你们班声音最大。
◉体育老师有事，这节课我来上。
◉为什么迟到，我不想听到任何理由。
◉你们考不好，我工资不会少一分钱。
◉一人浪费一分钟，这课还要不要

讲了？

老师爱说的口头禅

《清源》副刊“五味斋”生活随笔版面
主打专栏“三言堂”，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

一个话题拟写的小杂文，每篇六百字左右。要求
题目自拟，轻松可读，观点鲜明，切忌空发议论。来
稿请附生活照和个人简介。

下期话题预告：国庆节特别策划——
“激情燃烧的岁月”
每个人都是波澜壮阔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不仅

承载着个人的故事与梦想，也映射着时代的光辉与变
迁。诚邀您共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录与时代同频
共振的精彩瞬间，或青春的拼搏，或梦想的追逐，或社
会变革中的顺势而为，让那些个人梦想融入时代洪

流的瞬间，点亮希望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三言堂”）

截稿日期：9月20日

约 稿

（（CFPCFP 图图））师者如光师者如光
第40个教师节

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