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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说

习作园地

今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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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是什么？是在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
想当中，离自己本心最近的那颗赤诚的心。作
为人民教师，我把一颗丹心献给了课堂、学生和
家长。

曾经在一堂有关细节描写的作文课上，我
以一个魔术导入课堂。在惊叹声和不解声中，
个别观察力强的孩子说出了他的发现，其他同
学恍然大悟。我赶紧顺势导入：魔术的成败，在
于这个关键的小细节；文章的动人，也正是在于
那些富有感染力的细节。那堂课，同学们上得
格外专注。这份专注，也抹去了我在家中笨手
笨脚、苦练魔术的疲惫。

从教 12年，每一节课我都用心准备，从不
敢懈怠。而我的用心备课，也收获了同学们在
课堂上的专心听讲、积极参与。

上个月的一节课，下课后，有个学生迫不及
待地跑上讲台，骄傲地告诉我：“老师，刚才别班
好些同学在走廊听您的课！”我赶紧走出教室，
只见十多位学生在走廊里，有的已合上了书本，
正与其他同学交流着；有的仍坐在地上，手持钢
笔埋头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个大胆的学生凑
上来对我说：“老师，我们好喜欢您的课，于是回
教室拿了语文书，坐在地上听了一整节课。”原
来，隔壁班的同学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在户外上
体育课，回教室时经过我们班，被我们的课堂所
吸引。我的心一颤，他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鼓
励我，更坚定了我“一定要用心备课、好好上课”
的决心。

班主任工作期间，我挤出时间一直坚持每
周办一期班报——《共同的希望》。班报篇首是
这一周的校内新闻和班级大事，正文主要是学
生们一周来的优秀行为和点滴进步，最后是家
长写给班主任的寄语。这一份小班报，对于我
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从收集数据到组织
文字、打印分发，每一次编辑，都是一次脑力的
拼搏，一场与时间的恶战。3年时间，我大概出
了100期左右的班报，如果全部装订在一起，就
是一本厚厚的书。

何谓丹心？何为立德树人？我愿意将我立
德树人的丹心变成：读懂家长的期待，站好老师
的讲台，呵护孩子的成才。这是我理解的“师
德”，这也是我践行的“师德”。

（作者系湘钢第二中学老师）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我最近
教授的课文《论语》里的一句话。作为老
师，在每一个静夜，我也会问自己：“为人师
而不勤乎？与学生交而不诚乎？传不善
乎？”

我是湘潭县云龙中学一名教师，这里
爱岗敬业的教师数不胜数，他们深深地影
响着我。从教20多年的英语老师陈玲，尽
管颈椎疼得厉害，每天依然坚持检查两个
班的学生单词默写情况。有同事建议她让
同学之间互批或者组长批改，她总是摇摇
头笑着说：“学生哪有我看得细致呀，我不
放心！”每天早晨，陈老师总是早早赶到教
室播放听力，让学生跟读；课间休息时，学
生来请教音标，她总是用那略带沙哑的声
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读，直到学
生读准确为止。我的师傅徐欢老师是语文
教研组组长，同时还是班主任和两个班语
文老师，由于过度劳累生病住院，心中却仍
念着学生和教学工作；常年被腰椎间盘突
出困扰的陈晓临老师，临近退休，工作起来
仍然一丝不苟……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

“勤”。
“亲其师，则信其道；信其道，则循其

步。”一名优秀的教师具有对学生至真至诚
的爱，才能让学生信服，让学生内心深处产
生一股排山倒海的内化力。我喜欢我所有
的学生，我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闪光点：我
喜欢班长胡蝶，她默写总是全对，标点符号
都不会错一个；我喜欢体育委员周钰，尽管

他写作文时迟迟难以下笔，但他在运动会
的时候自信满满地对我说：“陈老师，你信
不信我长跑绝对拿第一！”……因为喜欢，
我愿意在备课时绞尽脑汁设计有趣的课
堂，愿意利用午休时间检查学生的每一次
作业，我也愿意在晚自习的时候挨个悉心
指导他们。在学习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
的人》时，有学生夸我像莎莉文老师一样热
爱学生、教导有方。这突如其来的赞美，使
我开心不已，这就是当老师的幸福。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要人敬的必先自
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今年教师节前，有
家长诚恳地想请我吃饭。面对我从教生涯
的第一次宴请，我的内心有一份喜悦。这
意味着我刚步入职场，就得到了家长的认
可和尊重；但更有一份警醒，意味着从此我
要学会抵制和拒绝各种诱惑。喜悦过后，
我果断拒绝了家长的宴请。因为我一旦接
受宴请，可能就不能再公平公正地对待每
一个学生，也可能引起其他家长的效仿和
攀比，形成不正之风。关爱每一个学生，尽
我所能地教好每一个学生本就是我的职责
所在。

作为老师，我们想要学生怎样，自己就
应该先成为怎样的人。以勤为桨，以爱作
舟，以廉护航，我会始终担当教育职责，做
好新时代教育摆渡人。

（作者系湘潭县云龙中学老师）

我对美食的喜爱是与生俱来的，从
小我就对任何零食点心毫无抵抗力。在
众多美食中，我最喜爱转糖和米粽。

转糖

小时候在大街上时常可以看到卖转
糖的老人，来往的孩子们总会露出好奇的
表情围观。买一个转糖细细品尝，味道很
甜又不发腻，有点难咬还粘牙。虽然现在
看来，转糖的口感比巧克力差远了，但对
于那时的我来说却是难得的美味。

转糖的魅力不只有味道，还有比拼
运气时的那份快感。运气好时可以转到
龙、飞机等，既威武又漂亮。我运气不太
好，从来没有转到过，偶尔转到一只小动
物就开心很久。转完后，老人就会用糖
作画，画出转到的东西。

我喜欢看老人用糖作画，总是目不
转睛地将整个制作过程看完。老人娴熟
地在炉上把糖化开，用一柄铁勺舀一勺
糖浆，在一块白中带花纹的石板上浇出
各种图案，转眼间，一个个飞禽走兽、花

鸟虫鱼就出现在石板上。老人再用一块
极薄的铁片将糖画铲起来，这就算做成
了。老人神情专注，运勺如飞，糖线走得
极匀、极流畅、极稳定，俨然一个胸有成
竹的艺术大师。

我已经很久没遇到那位老人，也许
他的手艺没有找到合适的传承人，但我
依然十分感谢和怀念他，感谢他给我的
童年生活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米粽

我酷爱软糯香甜的食品，北方的驴
打滚、南方的白年糕、江南的八宝饭都是
我喜爱的美食，家乡的粽子更是我的最
爱。

我也曾包过几回粽子：粽叶有清香，
系绳有讲究，一绕一缠一个结，好像藤缠
树。将包好的粽子放入锅中，蒸熟后揭
开锅盖时，白色蒸气弥漫，糯米、粽叶、鲜
肉的混合香味令人垂涎欲滴。哪怕你是
一个正在减肥、极为自律的人，也会心甘
情愿为它放纵一把。解开粽绳，迫不及

待地尝一口，咀嚼间，我不由感叹：“此物
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转眼间，
一个硕大饱满的肉粽便进了肚子，只剩
下残留着零星糯米的粽叶。我不忍浪
费，于是用舌尖舔干净粽叶上的最后一
颗糯米，心中对这种萃取天地之精华的
美食无比虔诚。

后来，家人越来越忙，加上商店里成
品的粽子琳琅满目，我家很少再包粽
子。我也尝试过买的各种口味的粽子，
却再找不回记忆里的粽香。我渐渐明
白，一道美食，真正的“魂”是那时、那境、
那些人和那段生活。而关于美食的回
忆，怀念的也不只有美食。

指导老师点评：
作者是个活泼外向、热爱生活的女

孩。她通过细致观察和真切体验，得到
了美食中的味、趣、理，这让她有别于一
般意义的“吃货”。她吃出了名堂、吃出
了品味，也吃出了思考。

（作者系湘潭县天易中学2101班学
生 指导老师：李美意）

在《我与地坛》中，地坛，如同北方一
样，是一个平实并且厚重的字眼。在这
里，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
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
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
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
地坛就这样以热烈的姿态荒芜着，直到
有一天，一个摇着轮椅的年轻人进入了
园中。他孤独而倔强的行走，走过生，却
渴望死；走过绝望，却寻找希望。后来，
这个人开始写作，将地坛的故事融进他
的每一段叙述，从此走进一场文学的大
雾中，耽迷数十年而不知其返。

这个人，就是史铁生。
我接触史铁生先生的文字，是从语

文课本《秋天的怀念》一文开始的。那深
沉无私的母爱，那坚强伟大的母亲，那朴
实含情的文字太令人动容了。此后，我
便尝试去探寻史铁生的心灵之旅、生命
之路。《我与地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我与地坛》，既是史铁生对母亲的
深爱与思念，又是他对未来方向的坚定
选择。这与其说这是一部散文集，不如
说是一部哲思录，令人忍不住猜想，那个
轮椅上的思索者是怎样用思维代替双

脚，去触及每一个遥不可及的瞬间；又是
怎样在天地永恒的注视中，成就一场不
朽的歌舞。

史铁生的人生是如此沉重，可是落
在纸上的文字却不悲情。有人说，这是
史铁生在努力克制，但我觉得，这种克制
并非故意为之，而是来自与命运对话过
程中的不断锤炼。毕竟，鼓足活下去的
勇气、用尽一生力气去做的这样一件事
情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对他而言，写作
是给自己的生命交答卷，与他人无关。

全书那些氤氲的时光、细碎的日子、
唱歌的人，甚至一片叶子的光影都在他
的记忆里长久流转，也融入了读者心
中。地坛之于史铁生，就像桃花源之于
每个想要寻找它的人，坚强和勇气贯穿
心底，带着对生命的释然。

时时刻刻是夕阳，时时刻刻是旭
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
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
布散烈烈朝晖之时。”在时光匆匆里，对
于生死这一伟大的命题，史铁生先生用
一生上下求索。

现在的我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
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看过史铁生先生
的文章，我多了一份动力和勇气，少了一

些酸水般的叹咏。这个世界，有人始终
站在阳光下，不必看到也不必感受世界
的背面，他们可以永远满怀热情，永远善
良，永远天真。或许，他们早已进入了那
个更严酷的世界，但与悲观的人不同，他
们时刻提醒自己要怀揣着赤子之心面对
万物，在荆棘丛中行走，即使遍体鳞伤，
依旧向阳前行。

“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
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
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微笑着弹奏从容的
弦乐，去面对挫折，去接受幸福，去品味
孤独，去战胜忧伤。”

指导老师点评：
史铁生的生命经验是独特的，因而，

他作品的叙述方式和情感张力也是独特
的。一个初中生要读懂史铁生，难度不
小，能尝试者勇气可嘉。这篇文章展现
了作者良好的语文素养，拥有一定的思
考力和文字驾驭能力，但作为一篇读后
感，“感”点还可以更聚焦，由点到面，向
思维的纵深延展，使文章兼具美的形式
和丰富的内容。

（作者系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
生 指导老师：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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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为桨 爱作舟 廉护航
——做新时代教育摆渡人

陈芸锦

美食的回忆
卢美至

扶轮问路 歌舞永恒
——读《我与地坛》有感

龙楚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