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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不仅要教书，更
要育人，以自己模范的品行来教育和影响学生，我
觉得一个教师要做好学生的“严父、慈母”。

我们要做学生的“严父”。国有国法，家有家
规，一个学校有规章制度，一个班级也该有自己的
纪律。教师要想搞好班级工作，首先必须做到对学
生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学生，严格执教是教师在处
理师生关系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师德规范。为此，可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在校一日常规》《学习常
规》等细致的规则，以此来约束学生的行为，并督
促他们付诸实践。对学生“严”，学生是否喜欢呢？
为此我对他们进行调查，结果希望教师要求严一
点，工作抓得紧一点的学生占大多数。有的学生
说：“我们也想好好学，可有时就是管不住自己。如
果老师抓紧点严格要求点，就会好些。”由此可见，
学生对要求严格的老师是喜欢的。

我们还要做学生的“慈母”。虽说严师出高徒，
严师能得到学生的尊重，但也未免让学生感到害
怕，就像所有的孩子都怕严厉的父亲一样。热爱学
生作为一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由我国社会主
义教育的人道性所决定的，它不仅体现了社会主
义所倡导的新型师生关系，而且包含着对学生的
一种深厚人道关怀和期待，反映了我国教师职业
道德在师生关系上所具有的较高精神境界。这种
爱超越了子女之爱，友人之爱。爱，就是教育。
因此，教师应像慈母一样，给学生春风一般的
爱，用爱来温暖他们的胸怀。母爱是最无私的、
最伟大的，只有具备了母爱的教师，才能理解自
己的学生，得到学生的信赖。对于教师来说，爱
是理解的基础。没有一颗慈母般的爱心，是永远也

不能理解学生
的。当然，在我
们付出了无私
爱的同时，也
会获得无限的幸福。

在我担任班主任的工作中，我
的班级里曾经有过商毅和王佳俊这
样的同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留守儿童，爸妈外出打工，跟着
爷爷奶奶。都不爱做家庭作业，导致
学习成绩很差，几次找家长谈话，效
果也不是很好。课堂上，我仔细的观
察了他们；课下，我找他们谈话，发
现他们并不是那种学习成绩较差、
无可救药的学生。是无人管理的问
题，我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可是没过几天，老毛病又犯了，我真
的很生气，同时也有些失望，不想再
管他们了，但是我想如果我放弃了
他们，那么他们也许会越来越放纵
自己，我只好再想办法。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一有空就把他俩叫到办
公室，一边陪他们做作业，一边和
他们交流。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我也特别关心他们。有时帮他们洗
脸、整理衣服，还在他们生日时送
了一个文具盒。几天之后，我发现
他们已经能够自己按时完成作业
了。批改他们的家庭作业，我时时
不忘加上一些评语。有时写：你能按
时完成作业，教师真高兴；有时写：
你可要坚持哦！并且一直坚到底。现
在这两个同学的单元自测每次都是
考“优”。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
悦。对于学生，要想让他们有所提
高，老师一定要抓住他们的弱点，像
妈妈一样从各个方面去关心他们，
去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受到老师给
予他们的温暖，给予他们的关怀，这
样才能让学生从内心发现自己的错
误所在，找到提高自己的办法，从而
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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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是一个小偷，因我恰好目睹他偷东西的
整个过程。

那是一个春日午后，我搭猫空缆车至木栅指南
宫一游，当由主殿欲至偏殿时，刚踏上门坎，才一
转头，恰好就看到了这一幕。

他正蹲在二楼的楼梯扶手顶端，两只精灵的眼
睛滴溜溜地往下望着。四下无人，迟疑了一会儿，
他立即俯冲而下，身手敏捷一跃至楼梯旁的桌上。
桌上不知哪位香客放了一袋子的芭乐以及分散的四
根香蕉。

他想拿走其中一根香蕉，忙乱中却无意踢落了
另一根香蕉至地上，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但他
好像有些急了。此时似乎感觉有人影晃动，作贼心
虚，他立即以两只小手，捧着一根香蕉，一溜烟按
原路跑走了。

虽然他是一个小偷，但我想我们会原谅牠，因
为他仅仅偷了那么一点东西，一根香蕉。

更重要的是他是那么可爱，一只有着长长尾巴
的小松鼠。

小 偷

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她最美的
一生应该这样度过：10 岁而乖，15
岁而聪，20岁而甜，25岁而美，30岁
而媚，35岁而庄，40岁而强，45岁而
贤，50岁而润，55岁而醇，60岁而慈。

就在那“而聪”的年纪里，懵懵懂
懂的一群女孩子在文科班相遇，刻在
记忆里的那个夏天，是我们一起在阳
光下留下的笑脸。如花美眷，似水流
年；风华是一指流砂，苍老是一段年
华。高中、或者说高三，是一段非常特
别的日子。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段
抹不去的镜头，对于我而言，三中更
是生命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奋斗拼搏的镜头越来越模糊，
岁月淘洗后，清晰的却是我和倩妹
散步的大操场。从某种意义上讲，
那时候的我和倩妹都是简爱，和夏
洛蒂勃朗特一样，有个小小的梦。
记忆中班里没有任何男生的印象，
那是一个彻底属于女孩子的文科
班。我和倩妹也都很渺小，站在高
三的四楼望着倒计时牌，一边羡慕

着艺考过的美丽艺术女生，一边激
烈的讨论着数学题。

春天，四月，倩妹拉着我去看院
子里那一棵开花的树。雪白的花满枝
绽放，花瓣雨洒落，我们一起读席慕
蓉，“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
时刻，为这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
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阳光下我慎
重的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
望。”宁静的夏天，知了伴着翻书声
叫，倩妹喜欢听那首歌《穿裙子的季
节》，那个夏天我反复的为她唱。没有
一把木吉他，也没有浪漫的男孩敲
门，问我可以走进你的心吗。彼年豆
蔻，谁许谁地老天荒。秋天来了，落叶
一地，我和倩妹逃开体育课跑到实验
楼楼梯上做作业，听见外面风吹过的
声音。冬天安静的夜晚，雪落了一地，
我和倩妹手牵手去操场散步。猛然抬
头，看见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
一样美丽。我给倩妹写小纸条：云淡
风轻的日子，我们一起看过眼烟云；
月朗星稀的日子，我们彼此微笑不

语，听对方的心跳。
两只丑小鸭就这样陪伴着惺惺

相惜，在求学的道路上翻山越岭。
那时的我们以为那是人生中最

艰难的岁月；那时的我们不知道那也
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而今每当我在
餐厅在校园，看见三三两两挽着手、
勾肩搭背讨论问题的学生，我会羡慕
他们最纯真的友谊，同时也会想起我
和倩妹。斗转星移，三中是个铁打的
营盘，我们不知不觉都成了流水的
兵，可静静的校园依然在这儿等待
着，守护着。

那段特殊的岁月，我想我和倩妹
都不会忘记一个人——我们的老师。
春天梅香几分，老师督促我们勤学
早；夏日松柏犹葱，老师叮嘱我们勿
浮躁；秋时菊花妩媚，老师关爱我们
添衣裳，冬季雪莲冰洁，老师陪伴我
们学到地老天荒。寂静的是深锁的那
一缕光阴，一份忆念。春夏秋冬，多少
次老师没回家做饭，多少次老师没照
顾自己的孩子，还有多少次老师带病

站讲台只怕耽误同学们学习进度。流
水光阴，一转身是背影了，你就进了
往事了。

记得一位校友在博客里这样写
道：“高三不是人过的日子，三中不是
人呆的地方。每每想起这句话，从不
屑一顾，到心有余悸，到悔之晚矣，到
重新振奋，到微微一笑，到眼望前方，
这里给了你经历，给了你路途，无论
你是否走了，若干年后，你都会知道，
在你的一生中，三中是如此的重要，
是如此的值得感恩。”

前几日，老师打来电话谈自己
近况，谈笑风声中提到自己始终坚
持英文授课。还是当年的风格呵。
心中涌起一丝莫名的感动。这种感
动穿越时空，从那个小小的我，一
直延伸到现在站在讲台上的我。现
在的我，怎么会不热爱教育，又怎
么敢忘记美丽。我深知，平凡的我
在也和我的老师一样，在做一件不
平凡的事情，那就是传承延续三中
人身上的独有的精神。

女孩子的文科班
枣庄市实验中学 胡文玥

我是一名数学教师，因为对书
法有着浓浓的爱，又被学校安排为
学生书法指导老师。

给学生写范字是我一直在做也
是最有效的指导方法。学生也经常排
着队找我写范字，我总是不厌其烦，
因为喜欢，所以从不觉得累，还觉得
是一种乐趣，在写范字的同时，自己
也练了字。有时工作忙，我就回家给
学生写。

另一种方法就是手把手教学生
写字，这种方法也是收效很大。记
得那是一节午后的练字课，我在黑
板上给学生板书范字后，就站在教
室内，静静地欣赏着学生练字时的
专注。忽然，一幅不和谐的画面映
入我的眼帘：班内有名的“草字大
王”小雨正坐在位置上蠢蠢欲动。
我悄然走了过去，轻轻地搂住了他
的肩膀，握住了那只不知所措的
手。他见我并没有怒气，眼神由惊
恐马上变成了惊喜，便和我一起静

静地书写。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
笔尖在纸上轻轻滑动的声音。望着
小雨练字本上一个个工整漂亮的字
迹，我俩会心地笑了。

被我握过的手有的小巧精致，
有的白嫩干净，有的脏兮兮的，但
每当我握着那一双双手写字时，心
中总是很感动。当我走到学生身
边，用胳膊搂着学生的肩膀，手把
手写字时，学生常常受宠若惊，暗
暗得意。对于高年级学生，拍拍肩
膀，摸摸头，都是一种触觉的教
育，学生感到老师的关爱，有利于
心理的健康发展。一个学生说；“我
喜欢朱老师握着我的手写字的感
觉。”在手把手的过程中，拉近了师
生的距离，传递的是师生的感情，
在逐渐建立的情感桥梁上，学生何
止是写好了字呢？

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喜欢给
他们写范字，跟学生在一起练字，
真好！

我和学生一起练字
枣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朱开元

大课间的铃响后，立新小学的校园里
充满了诵读“三字歌”的声音。只见，一
列列整齐的队伍走出教学楼，然后集体诵
读起“三字歌”，步伐整齐，声音宏亮；放
学的路队，亦是如此，一支支学生队伍走
出校门，一声声“三字歌”飞扬在街道
上，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为了抓好安全教育，也为了培养小学
生的守纪观念，集体活动站队是一个很好
的方法。放学路队，课间操路队，上外堂
课路队等，有效地解决了小学生活泼好
动、跑跳打闹的问题。

可是，路队站好了，不跑了，不闹
了，又来了新问题，小学生好说话的小毛
病又来了，走路途中吵吵嚷嚷声音很大，
仅凭老师大声管理，“不要大声说话”、“不
要喊叫”还真不行，怎么办？

刚开始，学校老师们用了让小学生喊
“一二一”走齐队伍的做法，效果挺好。可
是，形式太简单了，好象缺少一点什么。

后来，学校采用让小学生背诵“三字
歌”的办法，来解决路队散漫或口号简单

的问题。“三字歌”和“一二一”节奏一
致，易与步伐协调，但内容丰富，内含教
育元素。

学校要求，学生们在行动中，一定要
把路队的步伐节奏与三字歌结合起来，节
奏稳定，步伐整齐轻快而不跺脚，口号响
亮而不是叫喊，这样就避免了大喊“一二
一”这样简单而缺少文化信息的缺憾。

现在，学校利用课余时间，推行了几
首富有教育意义的三字歌，如《小学生行
为规范三字歌》、《小学生法制教育三字
歌》、《小学生安全教育三字歌》等，学校
还打算继续编制三字歌，如《中国历史三
字歌》、《灿烂文化三字歌》、《英模人物三
字歌》等，小学六年下来，学生可以背诵
很多有意义的三字歌，同时也让路队充满
了文化气息。

让路队闪耀着文化的光芒，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拓展开来，我们的许多活
动，都可以思考其内涵和拓展的教育元
素，让每一次行动都充满着文化、充满着
丰富的教育元素。

让路队有文化
枣庄市立新小学 胡勤国

生活短章两题
台客

星期天，我跟妈妈去菜园子拔菜。
来到菜园子，我便被满眼的绿色迷住了：青绿色的

菠菜，浓绿色的小油菜，淡绿色的小白菜和生菜……我
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泥土里往上拔，想象着中午的餐桌
上将会是怎样的绿色佳肴，对于爱吃青菜的我和妈妈来
说真是爽呀！正当我拔的起劲的时候，突然，“啊”的
一声惨叫把我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我定睛一看，妈
妈满手只剩下泥土，把菜撒了一地，一脸惊恐地站在那
里一动不动。我赶忙问：“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吓得
声音都哆嗦了：“虫子，虫子，吓死人啦！”我这时才明
白妈妈刚才惨叫的原因。我们全家都知道妈妈是出了名
的胆小鬼，尤其害怕软骨类的毛毛虫，这下好了，该是
我表现自己的时候了。

我装作英雄般的站在妈妈面前，问：“在哪儿？让
我看看！”妈妈害怕地往白菜叶子上一指，对我说：“宝
贝，你也别动它，咱走吧。”我真的看到一只绿色的胖
胖的小虫子从菜叶子上爬了下来，它身体的颜色和菜叶
子的颜色太相似了，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它。这
种软软的小虫子是妈妈最害怕的，我哪能让一只虫子把
我们娘俩打败了，便对妈妈说：“妈妈，别怕！我可以
打败它。”

我先用一只小树枝把它挑到地头边上，又摘下一片
菜叶子让它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它慢慢地爬了起
来，起先我还稍微有点害怕，现在突然有点喜欢这只菜
青虫了，我打算再给它找个伙伴。我瞪着两只大眼睛趴
在菜叶子上，怎么就找不到呢？妈妈告诉我一个好办
法：只要是有黑点的菜叶子或者是变成“蜘蛛网”似的
菜叶子上可能会有虫子。我掀起一片被啃得好像“蜘蛛
网”的叶子，果然捉住了一只小虫子。我把它们俩装在
小袋子里面，放上几片菜叶子，让它们吃个够。并且我
瞒着妈妈把它们带回来家，我要看看它们是怎样啃菜叶
子的，还要看它们是怎样生小毛毛虫的。

（辅导教师 李娇）

菜青虫
市中区黄庄中心小学 燕雨璠

一株蕃茄树，生长在枯水的河床上，四周都是
大大小小的石头，仅仅那么一点点空隙，仅仅那么
一点点沙土与水份，然而它竟然立足且开花结果，
柔嫩的枝头上，长出了几颗果实，有两颗已经转
红，等待谁来采收？

或许上游下了一场大雨，河水滔滔而下，它即
将被冲走，粉身碎骨。然而它毫无惧怕，每天努力
的生长着，嫩绿的枝叶，笑迎蓝天。

崎岖难行人迹罕至的河床上，终于来了一位捡
石人。他寻寻觅觅，正午的阳光晒得他又累又渴。
突然，他发现了这株蕃茄树，树上两颗红澄澄的果
子。他不可置信的望着，许久许久，他终于满怀感
恩的将它们摘下，缓缓送入嘴里，一阵清甜沁入喉
咙、心中。

这一株艰难成长的蕃茄树，似乎也让我们对人
生有了些启示。

一株蕃茄树
每日清晨，驱车奔赴单位。车驶

出市区就如飞出笼子的鸟，轻松愉
悦。开阔的视线，满目清凉，不压
抑，不堵得慌。自由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感觉幸福着呢。更幸福的是在单
位就能看见远山---单位的北面十余
里就是凫山。在这朗朗的秋天里，天
空高远，白云悠悠，走出办公室，那
山，近在眼前，静卧于蓝天白云下，
疏朗秀气，山石树木依稀可辨，让人
总有种想亲近的欲望。

其实，那山已经不知爬过多少次
了。老家就在单位附近，小时候望
山，远着呢。第一次去爬山大约十一
二岁，不会骑车，却抵不住山的诱
惑，和几个伙伴在周末徒步去爬山。
兴致勃勃地站在山脚下，感觉自己变

得那么渺小，在孩子的眼中，那山实
在太高大了。汗流浃背的爬到山顶，
极目远望，村庄，田野，一览无余，
世界一下子变得那么大。甚至，远方
影影绰绰有着城市的影子。兴奋的我
们，扯着嗓子大喊，听那空山回音，
直到累的瘫坐地上。以后的岁月里，
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种渴望。

慢慢的，方圆百余里的大小山几乎
爬个遍。龙山，莲青山，峄山，熊耳山，抱

犊崮，云龙山……无论何时，一走进山，
心情就会轻松而愉悦。也在山的雄伟与
静谧中超越着自己，净化着自己。

近处的山爬过了，远方的山又在
诱惑着我。以至于，时时都有种去登
山的欲望。无数的远山，就如一个又
一个的梦想，有高有低，有远有近。

学生时期，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大
学。那时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不能
停下，拼的是一种毅力，一种坚持。

工作后，为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更好
的生活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目
标。很多时候，遇到困难也打起过退
堂鼓，都咬咬牙，坚持住了。走过去
后，才发现，努力的日子很充实，不
空虚。就像登山，很累却很快乐。

梦想缥缈，有时难以实现。而山
具体真实，抬脚可及。但美丽的都是
一个追逐的过程，幸福的都是实现的
心情。当梦想实现时，回头再看，就
如站在山顶俯瞰大地，所有的坎坷崎
岖都微不足道。真庆幸走过来了，没
有被吓倒。

生活中，有山诱惑着你，真好，
有梦想诱惑着你，更好。远山就如梦
想，登山就是挑战。梦想不灭，就要
时时挑战自己。

远山的诱惑
滕州市大坞镇峄庄中学 吕奎

榴园飞瀑 孙晋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