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实践基地度过的7年时光中，
我宛如一棵松柏，深深扎根于这片土
地，静候着孩子们如雏鸟般一批批飞
来，又匆匆离去。我常常自问，他们
需要什么？我该如何设计活动，像一
场及时雨，滋润他们的心田，在他们
心中留下一段难以磨灭的美好回忆。

答案，其实早已在我们心中。因
为我们也曾是学生，只需问问学生时
代的自己，那时我们渴望的是什么。

那时的我，曾在放学后与伙伴们
一起探险神秘山洞。山洞黑暗、深
邃、寂静，每一次微小的声响都让我
们惊慌失措。经过无数次尝试，我们
终于抵达了终点，点燃了洞中的草
堆，火焰映照着我们兴奋而自豪的面
庞。学生时代的我，渴望探索未知，
追求最简单的快乐与自由。我还记
得曾与老爷爷在小河里抓鱼，围观的
路人中，有人急切地远程指导：“你左
腿边有一条！”一条大鱼就这样被我
利索地抓入桶中。我拎着满满一桶
的小鱼，心满意足地回了家。学生时
代的我，渴望被看见、被支持，渴望那
一份成就感。

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回忆并未随
时间消散，反而在我心中愈发珍贵。
那些快乐如星光般抚慰着我，也如阳
光般温暖着我。

如果可以，我愿意带领学生们去
体验最简单的快乐和自由。在大自
然的溪流中抓鱼捉虾，搭建灶台，烹
饪美食；在足球场上举办一场室外音
乐会，挥舞着荧光棒尽情舞蹈；在炎
炎夏日里举办一场酣畅淋漓的泼水
节，让他们奔跑、撒野、放肆，去感受
那炽热的青春。

如果可以，我想让学生们暂时忘
却学业的压力，去挖掘他们更多的可
能性、成就感和价值。为此，实践基
地开发了百余门课程，让学生在丰富
多彩的课程中探索未知、挖掘潜能。

今年5月，实践基地德育部门组
织开展了“寻找优势智能，开启自信
人生”心理活动。实践基地教师带领
了 495名学生在课程中寻找自己的
优势。闭营那天，每个连队都带着自
己的优秀作品走上舞台，在全体同学
面前进行展示。我想，那一刻他们心
中一定充满了自豪和骄傲。或许多
年后，他们会像我一样记得这场盛大
的颁奖典礼，记得这里精彩的课程，
记得耐心辅导他们的老师。

这样的辅导、这样的优秀作品、
这样精彩的课堂，并非偶然。实践基
地每年迎接全市近万名学生，我们真
诚地守护每一位学生，每次授课都倾
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真诚，并耐心指导
每一件作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学生们也看见了我们的付出，他们将
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课程都写在了自
己的幸福日记中。原来，我们已在学
生心中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幸福时光。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教
师应当成为一棵默默奉献、潜心立德
树人的松柏，无论严寒酷暑、雨雪风
霜，始终用爱心、耐心、细心守护着学
生，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希望的种
子。尽管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很短，尽
管我们看不到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硕
果累累的样子，甚至可能会被遗忘。
但我们心甘情愿，并已成为一棵默默
奉献的松柏。松柏终其一生不断生
长，就是为了站稳和远眺，站在湘潭
市综合实践和劳动教育的土壤上，远
眺孩子们带着我们播撒的种子搏击
长空，展翅翱翔。

（作者系湘潭市示范性综合实践
基地教师）

“选择当教师，就是选择责任。”毕业
后，我满怀期待地担起这份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职业，深知自己肩负着教书育人
的崇高使命，也深知立德树人是教师义
不容辞的责任。

教育是一条漫长且充满挑战的道
路。在这条路上，我们或许能领略无限
风光，或许会经历风雨满肩，这都是师者
的常态。有人认为，这是一段一眼能看
到头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人
皆安慰我们说：“至少你们能桃李满天
下。”然而，桃李究竟可以覆盖多少亩
地？我无法得知。我只知道在教育这条
道路上，最宝贵的部分往往是难以用言
语表达的，那就是教师对教育事业所怀
有的那份坚定而强大的信念。

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教育者，非
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在孩子
们成长的道路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
么呢？是自由、是爱、是尊重。自由和
爱，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安全感；而尊重，
则赋予了他们独立的人格。教育，正是
一场温暖的修行。

师者，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我常常
听别人说起，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成长比
成功更重要。然而，我却时常忽略了这
一点，在追求学业成绩的道路上渐行渐
远。因此，我也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努
力寻找最恰当的教育路径，坚持听课、钻
研教材、理解学生……最终，我意识到，
孩子们最轻松的学习方式，是让他们爱

上每一堂课，喜欢并信任教师。
不得不承认，教师的亲和力与孩子

的学习成效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情
感联系。孩子们会因为尊敬和喜欢某位
老师，而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学习责任
感，乐于学习他们所喜爱的老师的科
目。因此，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始
终铭记“教书育人”的初衷，牢记“立德树
人”的责任，努力做到既能传授知识，又
能与孩子心灵相通，让孩子们在信任中
成长，在快乐中前行。

师者，如泽如炬，虽微致远。当前时
代不断变迁，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亦随之
变化。作为教师，我们是否也应当学会
适应这种变化？我认为，首先我们应学
会“放下架子”，搭建与孩子平等对话的
桥梁，减少刻板标准，增加与孩子之间的
沟通交流。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父
母最好的礼物，每一个孩子内心都住着
一个天使。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
该用善良去唤醒善良，用心灵去铸就心
灵。我们肩负的不仅是责任，更是神圣
的使命。

愿吾辈教师都能用心中的爱与责
任，守住清贫，耐住寂寞，让无助者变得
有力，让悲观者变得清醒，坚守
初心，砥砺前行，为教育事业贡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者系湘潭市第三中学教师）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一半烟火，一半诗意。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相
识、相知、相伴两年多，感谢在万千人海中遇
见您，我最敬爱和喜爱的语文老师——李老
师。

记得第一节语文课，您身着一袭典雅的
旗袍，步履优雅，宛如从画中走出的才女。
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您的容貌和气质依旧出
众。您一开口，我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每一
句话都充满了韵律之美。您用一首诗让我
们知道了您的名字——李文芳。听到这个
名字，我仿佛闻到了百花的芳香。才第一节
课，我便深深地喜欢上了您。

我们的师生情谊，是从一盒草莓牛奶和
一颗桃子开始的。我投之以牛奶，您报之以
蜜桃。那天，我拿着两盒牛奶来办公室找
您，欢快地将儿童牛奶送给您。您很开心，
微笑着递给我一颗大桃子，那桃子很甜，但
我的心比桃子还要甜。

您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能让原本枯

燥无味的课堂变得充满欢乐，能把我们不懂
的知识变得清晰明了。您布置各种各样有
趣的作业，让我们在语文的世界里遨游。您
让我们制作特色书签，体验自创短诗的乐
趣；您让我们拍摄《西游记》人物扮演视频，
用别样的方法感受经典名著的魅力；您引导
我们在《诗经》里漫步，让我们在写写画画中
穿越千年，品读诗意。您从不限制我们的生
长方向，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欣
赏人间烟火之美，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
您，是我心中最敬重的老师。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您如芙蓉
般淡雅，如幽兰般谦和。您心怀诗意，却也
手执烟火。您爱花养花，精心培育，经您的
手，瘦弱的小芽得以蓬勃，纤细的小花得以
盛放。您对花儿的用心呵护，就像对待自己
的孩子。

您常说，教书育人亦如养花，您将我们
每个学生都视作独一无二的花朵，用爱心和
知识浇灌，用书籍作肥料，滋养我们成长。

您一视同仁，用一颗宽容之心静候每一个人
的成长。我们每个孩子都很喜欢您的温柔
和幽默，在您的认真修剪栽培下，我们都将
开出不同的花，娇艳的玫
瑰，清丽的玉兰，纯真的栀
子，还有茉莉般的我。

四 季 更
迭，花开花谢，
愿这 3年
的回忆如
繁花般绚
烂，愿您
岁 月 静
好，衣襟
带花。

（作者系
湘潭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 2203
班 学 生 指 导 教
师：李文芳）

绵绵茶香，缕缕清宁；丝丝静
音，源源韵流。

随着万物复苏的节奏，我坐在
车中，沿着颠簸起伏的小路前行。
向上望去，一片郁郁葱葱中，似乎有
茶香缕缕飘来。到了，爷爷的茶园，
坐落在宁乡小村的屋梁上，一排排
整齐的瓦片排列着，似是整装待发
的士兵，眺望着茶园的“边防”。

“来了呀！”一位眉眼从容、眼角
边挂着些许皱纹的老人向我们走
来，“我带你们去看看茶园吧！”他拄
着拐杖，有些吃力地走向一片篱笆。

啊！茶树与清澈透底的池塘相
呼应，林间鸟儿啼叫，空气中弥漫着
茶的清香，让人仿佛置身于蓬莱仙
岛之中。爷爷端出一杯茶——那茶
水初尝清甜，但转瞬间，味道逐渐转
为苦涩，在苦尽透骨之时，又这么一
收，余味无穷。“这茶就像人生。”爷
爷似乎在接着我的心里话，“峰回路
转，苦尽甘来，层层境味。”我望向爷
爷，他的眼中似乎藏着一轮明月，深
邃而又透亮。

随后，爷爷的拐杖声传进一间
屋子。屋子里有许多木制的器具，

但没有一个是我眼熟的。一个纺轮
似的物件摆在角落，上面似乎还留
着一些蜘蛛网。我看看父亲，指着
那个物件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呀？”父亲先是面色一红，然后摇了
摇头。“这是过滤茶叶好坏的茶车。”
爷爷的声音随即传来，接着便说起
了制作茶叶的过程，“先在茶园采摘
新鲜的茶叶，然后清洗，去除杂质。
之后用茶车过滤出好茶叶，茶叶揉
作一团，揉出汁水。再放入大火烧
干的锅中，用掌心摊匀茶叶受热，最
后就能将根根分明的茶叶打包贮存
了。”看着爷爷坚毅的目光，我不禁
问出了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爷
爷，您为什么要办这个茶园呢？一
个人不累吗？”爷爷笑着说道：“这是
我父亲传下来的茶园，他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了解茶对我们中华文化的
深远影响。我决心像父亲一样，将
这份精神传承下去！”这一刻，我对
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望着爷爷苍老
而又坚毅的脸庞，我的脑海中逐渐
勾勒出一个挺拔的身影。

夜幕降临，群星闪耀天空。随
着汽车渐行渐远，爷爷的背影也逐
渐模糊，但我依然能够看到——在
皎洁的月光下，一位老人独自坐在
凉亭里，手中捧着一杯散发着袅袅
热气的茶，抬头与明月撞个满怀，正
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作者系长郡湘潭高新实验学校
学生 指导教师：李红）

从孩提时代起，我便自诩为无神论者。
或许是 21世纪的孩子们都沐浴在唯物

主义的阳光下，在神鬼崇拜这种教条上，显
得有些激进，以至于将礼拜神佛的大人们视
为尚未开化的封建之流。甚至我的母亲，每
次在财神爷脚下膜拜时，都会遭到年幼的我
的鄙夷。

直到有一次，乡间有老人寿终，我与母
亲一同前往凭吊。那埋葬英魂的土地，竟是
山上的石崎庵。小时候，年末礼拜之时，我
曾将二郎神手上的长戟掰成两截，又因对爱
犬的一点私心而把哮天犬的犬齿拔下偷偷
离去。回家后，我向乳臭未干的表弟大肆吹
嘘我的“封建改造计划”取得了质的飞跃，又
因不愿送他那颗犬齿而被告发。结局是我
被外婆领着去了庵里赔罪，给还俗的老僧抄
了几十本香包……至此，我那“惊天地，泣鬼
神”的伟大事业暂时告一段落。

那日抄写香包时吸入的纸灰，都成了我“血
泪史”的见证。时隔多年，竟让我重回故地。

踏足故地，轻嗅焚香，竟生出几分熟悉
庄重的安稳感。庵门前种着的两棵梨花树，
虬枝苍劲，也掩映得这庵有几分欲盖弥彰的
意味。信步槛内，香火旺盛，正殿前一尊观
音之像俯瞰世间芸芸。记得儿时大闹石崎
庵，却从未对这尊观音塑像下过辣手：我扯
下经幡、敲碎莲座，甚至偷吃过贡品，连端坐
在一旁的小神们都无一幸免，而观音音容犹
存。似乎正是因为观音是所有菩萨里最好
看的一个，绛唇细眼，螓首蛾眉，很讨幼时的
我的芳心。

如今再见观音，已是历经无数岁月的洗
礼，却愈发显得超凡脱俗了。我不禁联想到
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想到《创世纪》中指尖相
触的刹那回光，想到希腊神话，想到曾拜访
过的各种庙宇，都没能捕捉到这尊佛像所散

发出的独特神性。不是因为这尊泥塑本身
有多么神圣，而是人们的信仰赋予了它永恒
的圣洁，也是因为它像极了人类，承载着人
们美好的愿望，寄托着人们的意志。因此它
受万人景仰，香火永续。

外公外婆从老僧那儿买了几支香烛，点
燃后握在手里拜上三拜，以乡亲们特有的谦
卑和崇敬的态度奉上。他们那布满褶皱而
干老的手掌中，紧握着他们嘴边常挂的那句

“万事如意”。这是根生在这儿的人们质朴
的座右铭。

无论贫穷或富裕，健康或疾病，美满或破
碎，年少或年长，凡是受这片土地所哺育的，
心中怀揣着对这片大地的“纯真”之情的乡亲
们，在这一天，皆来到这庵中。檐上漏洞映射
而下的丁达尔效应，为人们笼上一层朦胧的
金色柔光。愿至纯的你们得到神的恩泽，就
请原谅我这一回对无神论的违背吧。

神恩福泽，尽归尘土。我也向那香炉上
添上一支。

（作者系湘钢一中 2419 班学生 指导
教师：戴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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