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去年校运会的 800米中长跑比赛中，我们班的
小儒在最后50米被一名体训生反超，最终以两秒之差
屈居亚军。她瘫坐在跑道上，拳头狠狠砸向地面：“老
师，我要是能再快一点就好了……”那一刻，我看到的
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懊悔，更是无数被“完美”绑架的
童年。于是，我抱住她，对她说：“小儒，你拼命追赶的
样子，比奖牌更耀眼。”

教师应当珍视学生成长过程中每一个微小的“闪
光点”。在我的班级里，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在阳光
下奔跑，去汲取知识，探索科学，奉献爱心，实现自我；
每个学生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用期待
的眼睛去发现身边人的进步，用喜悦的心情去分享身
边人的成功，让幸福的微笑处处绽放。

不完美的土壤里，藏着立德树人的真谛。
“立德树人”从不是打造标准化的“完美标本”，而

是让每一粒种子按自己的姿态破土。

班上有个名叫小熠的学生，成绩平平，却总在课
间默默打扫教室卫生、摆齐课桌椅、照顾绿植。后来，
我在班会课上为他颁发了“匠心奖”，并告诉他：“是你
让教室有了温度。”那一刻，他眼里的光让我明白——
德育不在云端，而蕴含在对平凡善意的珍视里。

体育课上，我会让跑得慢的学生当“战术指挥
官”，让怕摔跤的学生做“安全监督员”……教育的美
好，在于让每个不完美都找到发光的坐标。

接纳缺口的苹果，才能品味幸福教育的甘甜。
我们班有一个“幸福日记本”，其中记录的并非满

分的试卷，而是像“今天我主动安慰了同学”“我比昨
天多记了一个单词”这样的小事。到了学期末，学生
们翻阅记录幸福的扉页，复盘自己的成长轨迹，就会
明白——幸福不是抵达完美终点的奖杯，而是沿途收
集星光的行囊。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我常常带着学生玩“缺陷游
戏”。例如，绑起左手打篮球、蒙眼合作跨越障碍等。
当他们笑着跌倒又彼此搀扶时，我看到了比竞争更重
要的东西——在不完美中生长出的从容与共情。

完整比完美更动人，成长比成功更辽阔。
我们班级的第三条班规是：“可以犯错，但要学会

抬头。”当学生考试失利时，我会带他们去操场跑圈，

让汗水洗去他们的焦虑；当看到学生因趴在桌子上写
字而导致视力下降时，我会陪他们一起做运动；当学
生发生争执时，我会让他们共握一根跳绳完成双人
跳，在协作中理解“对手亦是队友”。

教育不是修剪所有枝丫，把树苗压进“优秀”的模
具中。那些数学不好但会写诗的学生，口吃却热衷演
讲的学生，他们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一个完
整的人生，应当用自己最本真的样子与世界对话。

在我们教室门口，挂着这样一幅画：50个孩子在
纸上画出自己的笑脸，有的戴眼镜，有的脸上点缀着
雀斑，还有的面带微笑……画纸的顶端写着：“我们不
够完美，但我们完整。”

在这个“双减”与“心理健康”并重的时
代，引导学生明事理、晓规矩，比追求满分成
绩更为重要。我的学生可以是玫瑰，是蒲公
英，也可以是路边不知名的小草，但关键在于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堂堂正正地、挺
拔地生长，这才是教育的意义。我会对他们
说：也许我们的成绩有时会让我们难以直视，
但这并无大碍，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当
你走出校园，你会站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闪
闪发光！或许，教育最美的模样就是让每个

“沉默的角落”都能被光照亮。因为没有一朵花，从一
开始就是盛开的。

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教育者：用温柔的目光托
起坠落的翅膀，用智慧的包容孕育千姿百态的成长，
让每个学生都能骄傲地对世界说：“我或许不完美，但
我正在成为独一无二的、完整的自己。”

（作者系湘潭市益智中学教师）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中国，作为世
界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大国，至今仍保留
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独特的语言文
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
技工艺，以及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共同
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而我，对皮影戏情有独钟。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
是一种用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来
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它不仅展现了中

国传统手工艺的精湛，还巧妙地结合了绘画、雕刻、音
乐以及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凭借其独特的表演艺
术、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制作技艺，皮影戏赢得
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我曾和妈妈一起前往中国（韶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园进行参观。博览园里有舜帝抚琴坐像、湘绣
双面绣屏风、浏阳菊花石等，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
是庞世明老先生及其班子带来的韶山皮影戏表演。
在那用幕布张罗起来的舞台上，欢快的锣鼓声首先响
起，紧随其后的是湘剧唱腔和京胡、大筒等传统乐器
的和鸣。那天，他们表演的剧目是《郭子仪上寿》。尽
管我听不懂，但那些在幕布后不断变化、跳跃的影偶
却深深吸引了我。有时是戴头冠、着华服的文人唱着
小调，有时是长须武生踏马而来。影偶们舞枪弄剑、
上下翻腾，让我一个“门外汉”也看得津津有味。

听庞老先生介绍，韶山皮影戏讲究操耍技巧和唱
功，艺人必须同时掌握操纵人偶、乐器伴奏以及道白、
配唱的本领，没个五六年的勤学苦练是很难做好的。
听后，我不禁感慨道：“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啊！”据说，这种民间艺术在韶山传承已逾百年了，如
今依然点缀着人们生活。

“我们这边的皮影戏主要用于庆祝建房、结婚等
喜事，也用于祝寿，使用的是湘剧和花鼓戏唱腔……”
那天，我了解到皮影戏不仅是一门民间艺术，承载着
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还是一本生动的历
史教科书，以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社会面貌和民间传说。从古代的英雄传奇到近代的
抗战故事，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皮影
戏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了生动演绎，让人深刻体会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皮影戏这一传统艺术形
式也面临着挑战。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皮影戏因此重新回到
了公众视野。通过创新剧目、走进校园、线上传播等
方式，皮影戏正吸引着年轻一代的目光，让这门古老
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你听——皮影戏在低吟。它不仅是对往昔的追
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
们放慢脚步，静心聆听这份来自远古的呼唤，感受那
份穿越时空的魅力。

（作者系韶山学校2214班学生 指导教师：刘订）

我怀念的
彭文滨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同璀
璨的星辰，即便时光荏苒，它们依然闪烁
着温暖的光芒。我所怀念的，是那些与
爷爷一起度过的时光。那些简单而纯粹
的日子，如今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爷爷的家在乡下，那是一座古朴的
小院，院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每
到春天，桃花、杏花竞相开放，粉的，白
的，将整个院落装点得如诗如画。我最
喜欢在花丛中穿梭，追逐飞舞的蝴蝶。
爷爷则坐在藤椅上，微笑看着我，眼神中
充满了慈爱。

夏天的傍晚，是我和爷爷最期待的
时刻。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橙红色，晚
风轻拂，带来阵阵凉爽。这时，爷爷会将
一张竹床搬到院中，我便躺在上面，爷爷
则摇着蒲扇，给我讲些古老的故事。他
讲牛郎织女的传说，讲孙悟空大闹天宫，
讲岳飞精忠报国……那些故事在我心中
种下了英雄的种子，也让我对世界充满
了好奇。我常常听得入迷，忘了时间的
流逝。直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闪烁，我
才依依不舍地睡去。

冬天的乡下格外寒冷，但爷爷家永
远是暖烘烘的。屋内有一个大大的火
炉，火苗在炉膛里跳跃，发出“噼里啪啦”
的声响。爷爷喜欢在炉边烤红薯。我常
常坐在炉边，看着爷爷忙碌的身影，内心
充满了温暖。爷爷总是小心翼翼地将烤
好的红薯送到我手中，那软糯的口感和
香甜的味道，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
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被父母接到城
里读书，与爷爷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
后来，爷爷离开了我们，那座充满回忆的
小院也渐渐荒芜。每次回到乡下，看着
那空荡荡的院子，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
阵酸楚。那段与爷爷共度的时光，如同
一场美好的梦，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永远
留在了我的心底。

我怀念爷爷那慈祥的微笑，怀念他
那温暖的怀抱，怀念那些在院子里奔跑
的时光，怀念每个在星空下聆听故事的
夜晚，怀念那些围坐在火炉边的温馨时
刻。这些怀念，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
前行的方向。我深知，无论我走得多远，
那些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美好的回忆，永
远是我心灵的归宿。

（作者系雨湖区九华雅礼中学2305班
学生 指导教师：邓芝彬）

老师
我想对您说

段添臆

中等身材的您，时常踩着一双“嗒嗒”作响
的高跟鞋，无论是身着西服还是长裙，走路时
身后总带着一阵“风”。近看，那架无框眼镜下
藏着一双洞察秋毫的眼睛。您，不仅是教导我
们语文科目的老师，还是我们人生课程的导
师。

上课时，您总是神情严肃。“要尊重课堂”
“课堂是神圣的”……诸如此类的话您总是不
厌其烦地在耳边念叨，强调纪律对学习的重要
性。您讲课时，教室里总是十分安静，连针落
地的声音都能听见。课堂是肃静的，但同样也
需要活跃的氛围。每当我想要举手回答问题
时，内心便会经历一番挣扎，总是担心回答错
误。这种担忧常常让我错失答题的机会。然
而，您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犹豫。“要大胆举手发
言，答错了也没关系，课堂就是用来锻炼能力
的。”这句话至今仍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
如同一缕阳光，在我犹豫和迷茫时，为我照亮
了正确的道路。也正是因为您对课堂的严格
要求和对我们的悉心指导，才能让我们在语文
学习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刚刚步入初中的我们，正站在一片未知而
又全新的人生旅途上。您信任地选择了我担
任语文课代表，而我这个青涩懵懂的新手时常
会有所疏忽。您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导我，时刻
督促我的工作。上学期期末，学习任务繁重，
我在重重压力下遗忘了基本的工作职责。早
自习时，您早早地来到教室，轻声询问我是否
有督促同学们重默。我听后顿时脸色一红，羞
愧地摇了摇头。您却温柔地对我说：“期末各
科任务的确很重，但也不能忘了自身的职责，
希望下次你能做好你的工作。”我听后坚定地
点了点头，之后的工作中我再也不敢有丝毫懈
怠。

除了对课代表工作要求严格外，作为班主
任的您对班级事务也绝不马虎。您经常组织
班干部开会，指出各种班级问题，并指导我们
共同管理好班级。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班的管
理水平更上一层楼，也有了如今这个更加优秀
的集体。

从初一刚入学开始，您便一直陪伴着、关
心着我们。您用一支粉笔，勾勒出了我们未来
的道路；用谆谆教诲，筑起了我们梦想的阶
梯。每当晨光熹微，您的身影总是第一个出现
在教室里；每当夜幕降临，您又总是最后一个
离开。您的教导时刻警醒着我，如同盏盏明
灯，照亮了我的未来。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
火。”您点燃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
憬，让我们在文学中找寻自我。感恩岁月，让
我遇见了您，感恩您，让我遇见了更加美好的
人生。

（作者系长郡湘潭高新实验学校学生
指导教师：李红）

这一次
我会全力以赴

刘湘根

转眼之间，三年已过，这颗名为初中的种子
已然长成参天大树，结出了累累硕果。时间见证
了它在岁月的滋养下，从稚嫩的幼苗破土而出，
逐渐长成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最终，时间也将
见证这沉淀了三年的全力以赴。

初时，我们像初生的嫩芽，怯生生地看着这
个世界，对自己的潜力和能力尚不自知。我们小
心翼翼地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会因犯
错而受到批评和教育，或许会因为取得成功而踌
躇满志，或因失败而怒气冲冲。

刚进入初中的我，数学成绩一直不尽如人
意，连续几次考试都在及格边缘徘徊。面对这座

“大山”，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迷茫，甚至开始
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直到我和他坐在一起。再
次面对同样的挑战，我的内心竟萌生出了想要战
胜它的决心。从那时起，我开始向他请教，从他
身上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知识。每当我遇到难题，
他总是耐心地为我解答，用简单易懂的例子帮助
我理解，带着我一同进步。这些时光都化作我心
中最宝贵的回忆，成为我全力以赴的坚实基础。

时光轮转，枝干渐壮，我们仍向着阳光茁壮
生长。生地会考期间，清晨的太阳聆听我们琅琅
的读书声，夜晚的台灯见证了我们的努力。那一
年，我们起早贪黑，我们意气风发，怀揣着“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不羁，有着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傲骨与勇敢，更有
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
志。这一切都激励着我
们不断挑战、超越自我，
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成长不会停滞。当
树冠触及云端，我们站在
树顶，眺望远方，才发现
自己已褪去了少年的青
涩，迎来了更加美好的未
来。随着中考的日子越
来越近，我们共同许下伟
大的志向，让夏风将它吹
向更远的远方。

这一次，我们带着理
想并肩前行，让中考成为
我 们 成 长 的 养
料，迈着坚定的
步伐，向着未来
全力以赴。

（作 者 系 湘
机中学初 2207 班
学生 指导教师：
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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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说

今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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