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苑07 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欧阳天 杨卫 美术编辑：熊剑刚

往事如同流水，溅起的浪花，是我与您之
间的点滴记忆。您能陪伴我一同行走的路并
不长，却为我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初一，我们不期而遇。我拥有的上进心
不足以支撑我竞选班干部，不过在课堂的交
流、互动中，您注意到了我的身影。某一次课
堂，我举手发言，念出黑板上并不陌生的英语
单词。您微笑着让我坐下，并且表扬我口语
说得好。课后，您找到我，好似开玩笑地对我
说：“你口语这么好，考不考虑当我的英语课
代表？”我轻轻一笑，并未回复，因为口语好只
是表象，我的英语成绩并不优秀。

到了初二，在选举新的班干部时，我不由
得想起您的话：“考虑当英语课代表吗？”我的
成绩虽不差，但离优异仍有不短的距离，要跨
大步再上台阶。我萌生试试看的想法，也许
是运气，我真的当上了课代表。

课代表的任务无非是搬一搬作业，帮老
师布置作业在黑板上。我与您打交道的次数
逐渐变得多了起来。您很忙，每次见到您，总
能看到听写没有达到要求的同学被您抓着背
单词；或者同学之间闹了些小矛盾，您出言调

解；或者您忙着批改作业、做课件。我想，您
挺辛苦的，毕竟您还担任着其他班班主任。

您对我们的学习很上心。当我们考差
了，您会生气，为我们定下目标分，让我们学
习有动力和方向。当我们考试成绩优异或是
有了进步，您会表扬并且给予奖励。您总是
提醒我们：“不会就来问我，别老憋着。”

有段时间，我成绩“下滑”，您把我叫到办
公室问：“怎么回事？最近上课也有点心不在
焉。”我低着头，上课开小差是我的错，偏巧还
考得差了，您大概是要把我换了吧？“我的英
语其实不太好。我小学英语就不太好，单词
总记不住。”“那就花时间呗，你底子又不差，
多记不就好了！上课还开小差，还不好好努
力？”您怒气似乎散了些，说：“不许再有第二
次。”

后来我才知道，您希望我当课代表，我不
该辜负您的期望。我开始试着努力，在您的

督促下，我的成绩有所提升。
您如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缕阳光，洒下

缕缕光芒，温暖着每一位同学。早安，我们的
谢孟老师。

（作者系岳塘区湘纺中学 349 班学生
指导老师：辛亦云）

何其有幸，遇见您
舒嘉玲

教育者说

班级是学校的基层组织，班主任是班级的主要负
责人，负责一个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
作的人，是一个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也是一
个班全体任课教师教学、教育工作的协调者，更是能
够带动和影响一个班级整体精神面貌的支柱和灵
魂。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我将从学校、同事、家长、
学生四个维度来述说。

成为学校教育的助力

班主任不仅是学校德育工作骨干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是骨干队伍里的中坚力量。班主任的工作
颇具复杂性，在学校里，无论是教育教学还是消防安
全、文体卫生、科技创新等，都需要班主任的支持或协
调，所以我们班主任要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成为学校教育的助力。

成为同事的“学生”

班主任工作繁杂，颇具挑战性。教育孩子虽然有
一定规律，却无固定模式。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共同
进步对于班主任来说尤为重要。所以，班主任要与同
事和谐相处，做到互帮互助。学校是一个大集体，同
时也是一个充满知识和文化气息的地方。班主任在
日常管理过程中，应与同事互相学习，实现共同成长
和进步。

成为家长的朋友

目前，我们有些老师还保持着传统观念，认为班
主任就是权威，应该高高在上，家长就要听老师的，班
上的事情班主任说了算。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已经
预示你在日后的班级管理上会遇到很多困难，最终也
只能以失败收场。班主任的工作是与人交往的工作，
应该主动成为家长的“知心朋友”。班主任既要了解
学生的心理，更要明白家长的需求。在家长面前更多
时候如果以“服务者”自居，会起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成为学生的“家人”

学生在校学习，其实在读两种书，一种是课本，一
种是老师。在此过程中，学生会不断对这两种书进行
比较和对照，用老师验证课本，用课本评判老师。学
生以老师为镜子，决定他们对书本的态度；学生以课
本为尺子，决定他们对老师的情感。所以老师除了以
自身学识让学生信服，还应用时间作陪伴，以德育德，
成为学生愿意亲近的“家人”。

作为班主任，高尚的师德、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
验是我们必备的素养，但“用心”却是我们带班、带学
生必胜法宝。了解学生特性、观察学生反应、聆听学
生心声，为孩子付出爱心与真心，孩子们便会给予“回
应”。请相信，作为一名教师，只有做了班主任，才会
真正领会到教育的奥妙；只有做了“懂得爱”的班主
任，才会真正体会“桃李满天下”的幸福。

很幸运，我当过班主任；很自豪，我一直在“追逐
爱”。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九华步步高小学老师）

我
自
豪
，我
幸
福
，只
因
我
是
班
主
任

王
倩
倩

今日品读课文《寒号鸟》后，小
渐向我汇报，寒号鸟被冻死的原因
是懒惰和不听劝告。我与孩子们
的聊天模式再次开启。

我说：“‘懒’是一种坏毛病，谁
都可能会有懒惰的时候，比如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用眼
睛看到孩子们。

小李站起来说：“老师，晨训 6
点多就进行。有时，天很冷，我也
因为懒不想起来。”

我点头表示很理解他这种情
况，接着追问了一句：“那么，你为
什么没有因为懒而像寒号鸟一样
呢？”

小李接下来的话，戳中了我的
心。

“妈妈给我定了闹钟。”
“噢，原来，聪明的妈妈用闹钟

劝告了你！”我的点评一出，小李乐
不可支。

我微笑地望着他，请他继续跟
大家谈谈，为什么他能做到既不耽
误学习，又坚持训练。

小李想了想，说：“我起床的时
候，妈妈在为我做早餐……”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明朗清

润，又带着少年特有的青涩。时间
仿佛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有些
东西在我心中酝酿，仿佛就要冲出
来，开一朵叫“母爱”的花。

他的这句话让我想起自己的
童年，想起从学前班到初三毕业，
整整10年，我带着母亲做好的饭去
学校的情形。

生而为人，当怀感恩。很自然
的，我开始跟孩子们分享我母亲的
故事，分享母亲每天为我和弟弟准
备午餐，以及我为报答父母养育之
恩，刻苦用功地学习的故事。

回到课文，寒号鸟两次被喜鹊
劝告，也就是说它有两次保护自己
生命的机会。可最终，它还是在一
个夜里悲催地挂了，为什么呢？

或许，“劝告”不应只是谆谆教
诲、碎碎念叨。父母对子女的疼爱
不应只是买买礼物那么简单。小
李家长的做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如何悄悄地当一名智慧的家
长，让自己有底气与孩子巧妙对话，
成为孩子们崇拜信任的对象和最佳
成长伙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作者系湘潭县易俗河镇天易
金霞小学老师）

也谈“劝告”
赵燕

今日学堂

窗外，夜雨有声，击碎了无边愁绪。氤氲
里醉了梦痕，让离家的旅者也多了三分惆怅。

思绪纷飞间，我翻出《雨夜短文》，虽不可
造就闲潭落花之梦境，却借着这几分夜雨之雅
致，沉浸于半梦半醒间。

梦里，我看见余秋雨先生行走在夜雨
中。朦胧间，他止步驻足“蜀山行旅图”前，回
味千年之文化命脉。待品味了那苦涩的夜雨
后，又大步踏向未来，写下这滚烫的字句。我
摩挲着平整的书页，细密的文字躺在白纸上
严肃而安静，我无法想象那探索的路途是怎
样艰难曲折，或是遥远。

记忆中，这本书买回来后我很少翻阅，若
不是这偶然的夜雨，它只会躺在角落，静静地
被岁月掩埋。我不禁怅然，书中那千年文化
为何不能被代代传承？

古往今来，我们不断回望历史，渴望借古
人的经历酝酿自己的一番思绪，在这回溯中

似乎也达到了怀古的目的。收藏者在满屋古
色古香的画卷里是否领悟了作者当初的目
的，我无从得知，但在这夜雨里，我却收获了
两三秒的“大彻大悟”。假设非要在墨迹未干
的字迹后寻找诗意也并非不可，只是我想，在
这简单的一场夜雨里，我已回溯出古文明的
痕迹。

余秋雨先生在《夜雨诗意》中写道：“在夜
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
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在
嘈杂的雨声和室内的寂静交织的时空里，我
确实享受了一刻静谧：我像梦游天姥山的李
白，不似有“魂悸魄动，惊起长嗟”之感，却也
被时缓时急的雨声感染，丝丝冷意弥撒开来，
铺就一方天地，我徜徉其中。我不能生硬搬
出“话别巴山夜雨”，更无法将惆怅强加于羁
旅之人心中。我们同立于这片天地间，从中
汲取不竭力量，供自己前行，多余的感慨都随

一声声嗟叹留于夜雨里。我钦佩那些孤苦的
能于短暂的慰藉里拾级而上的人，或许他们
能在夜雨里造就滚烫的灵魂。

我忆起无数歌颂夜雨之人，但如今已鲜
有人能再写成一篇“夜雨诗意”。我几番梦中
寻望，再难看到“青灯古寺”，供我在世事沉浮
中聊以自慰。

夜雨在无声中挽救了无数消极的灵魂，
在越来越精致的生活里，我们扮演着被“幸运
女神”眷顾的人，于是把苦难挣扎都抛诸脑
后，就这样辗转沉浮。

我合上书，有一瞬间的迷茫。在一望无垠
黄土文化里，无论是生命意蕴或精神意蕴，我
们都需一场“夜雨”，以供踩着泥泞步向未来。

我再次望向窗外那淅沥小雨润夜色的美
景，顿觉手中之书绽放耀眼光芒，一行又一行
的文字是思绪，是历史，这雨清欢美妙。

（作者系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

半梦半醒夜雨时
熊静宜

我们把回忆织成茧，让思念幻化成蝶。
——题记

靠近城市边缘，所见不过是模糊的天际
线。

我踏上公交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
下。脚下新刷的黄色漆料下露出一小截铁
锈，不知名的金属随着老旧的车身摇晃，在耳
边叮当作响；路边的波斯菊灿烂地盛开着，逐
渐在眼前融成晚霞。

在这样一个霞光似锦的傍晚，种种回忆
涌来。

恍惚间，我又回到那个秋天。那天，第一
节课是语文课，曹莉老师款款走上讲台，长裙
的飘动，像湖面早晨泛着霞光的波纹。

她朱唇轻启，告诉我们，未来一年，我们
将成为全市第一个“五思”实验班。简单来
讲，就是以小组为单位，以“展讲”为主要的形
式，进行语文这一门科目的自主学习。

于是，我们都遇见了志趣相投的人。我
们挥毫泼墨，落笔生花，有时嘴里蹦出同一句
话，然后相视一笑后，继续在语文的世界里驰
骋。

那一年，钮怡讲《哦，香雪》，折射出新时
代大山里的欢乐与悲哀；可盈讲《沁园春·
雪》，展现一代伟人如烈火般熊熊的书生意
气；楚琳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英雄被命运
裹挟着走向不归路；锦业讲《立在地球边上放

号》，年轻诗人独白狂热的内心；沛锦讲《窦娥
冤》，一个弱女子面对强权的坚毅与果敢令人
惊叹。刘晨雨组改编《驴得水》，展现出生活
最真实的幽默与荒诞；杨峥亿组再现《简·爱》
经典，凄美而充满力量的爱情令人动容；何柯
润组和黄钧一组诠释《雷雨》，字字句句直击
旧社会的复杂与矛盾；秦羽组演绎《茶馆》，再
现动荡时代小茶馆里的人间百态……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展讲”
的白居易的《琵琶行》。

曹莉老师问我们，一个是沦落天涯的歌
妓，一个是失意降职的大官，是什么让他们成
为知己？答案是音乐认同和文化认同。换言
之，是文学艺术的魅力，让看似遥远的两个人
相互靠近。它可以让皇帝吟诵乞丐的诗文，
老者感受激荡的青春，娼妓唱出内心的高洁，
谪仙袒露对人间的留恋。在文学的世界里，
没有高低贵贱，只有知己的惺惺相惜，纵使跨
越千年，仍能有灵魂的共鸣。

文学的力量，历久弥新。
若问这一年带给了我们班什么，我想是

那份弥足珍贵的友情。
班级群里有个相册，记录着这一年的点

点滴滴。从刚开学时的运动会，到后来的艺
术节，再到那场初雪，以及每周的班会，纵使
光阴流转，同学们的一颦一笑，仍近在眼前。

我们不会忘记，军训做饭时，大家被烟熏

得灰头土脸，你一句我炒的冬瓜没熟，我一句
你煮的青菜放多了盐；我们不会忘记，艺术节
那天晚上，化妆用的眉笔出了差错，大家都成
了蜡笔小新，仍开心地照了很多集体照；我们
也不会忘记，那天大家一起兴奋地打雪仗，弄
湿了校服，还相互赠诗“今朝若是同淋雪，此
生也算共白头”；我们更不会忘记，大家自创
的情景剧带来的欢声笑语……

有一天上语文课，曹莉老师讲起坐公交
车的趣事。她望着大街上形形色色的招牌，
突然看到“阳光不锈”四个大字，心中突然有
无限遐想，感叹这就是诗，这就是人生。定
睛一看，才发现是一家叫“阳光不锈钢”的
店，最后只能无奈一笑。可她又话锋一转，
说，在她的心里，永远都是“阳光不锈”。

曹老师说，她相信“阳光不锈”。我当时
听了，只觉得浪漫，却有些一知半解，直到现
在，我才真正体会其中深意。我想我们每个
人都应相信，纵使万物荒芜，阳光和阳光一般
的人和事也不会锈迹斑斑，他们会在黄昏般
温暖的记忆里，永远熠熠闪光。

灰蒙蒙的天幕下，我仿佛回到那个炎热
的初秋，我们共同缝补着那块平平无奇的招
牌，用湛蓝色的丝线绘出一片汪洋大海。

回头看，满世界都是属于我们的不锈的
阳光。

（作者系湘潭县一中高二2109班学生）

阳光不锈
赵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