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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临淄区教育中心 朱新玉
每当我跟不太熟悉的朋友

交谈时，他们很少问我是做什么
工作的，一般都是直接问：“你是
不是当老师的？”一开始，我觉得
很奇怪，总是反问一句：“你怎么
知道的？”朋友笑笑说：“看着你
就像当老师的。”我想，他们之所
以这样判断，不外乎我的言谈举
止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教师形象。
有坚定的教育信念，有高尚的教
育情怀，有谦和的仁爱之心，这
样的老师表现出来的气质定然
是大家所认可的，这样的气质又
是由无数点点滴滴的小细节所
构成。我愿意做这样一名好
老师。

从20多年前踏上讲台开始，
我就将“做一名好老师”的信念
刻在了自己心里。工作经验少，
就多向老教师学习；课不会讲，
就一字一句背优秀教案。记得
有次上公开课，为了呈现更好的
效果，我推翻了十几次教案，白
天到平行班级试讲，有7个班我
就试讲7次，晚上自己再在教室
对着桌椅板凳试讲。每次试讲
下来都会反复琢磨，从授课内
容、过渡语、孩子反应的应对等
各个方面再进一步完善。现在
想想，都佩服当时自己的执着。
后来我在语文课的设计上能有
一些自己的看法，能在多次讲课
比赛中获奖，也得益于无数次这
样的精细磨课。信念深入骨髓
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不是为了什
么名利去做一些事情，而是认为
自己就应该这样做。尽管我现
在仍然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我愿
意一辈子做这样一名有着坚定
信念的好老师。

爱学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

情怀。曾经教过一个可爱的男
孩子，入学第一天便嚎啕大哭，
让我送他回家找妈妈，这一幕我
至今难忘。这个孩子学业上不
太突出，经常只能达到及格线。
孩子爸爸愁得不得了，总找我聊
孩子情况。后来运动会时我发
现他的体育特长，建议家长考虑
一下孩子去体校的问题。经过
尝试，孩子在游泳方面显示出了
浓厚的兴趣与超常的天赋，四年
级的时候进入了淄博市体校。
后来家长也一直联系我，告知孩
子的近况，经常代表体校参加全
国各种比赛，拿了不少奖，毕业
后进入了省游泳队，成为了一名
专业的运动员。看着家长过年
过节时发来的祝福短信，我深深
地觉得，为孩子一生着想，真正
成为孩子的引路人，才是师德的
精髓。我愿意做一名具有这样
教育情怀的老师。

自从临淄区中小学社会实
践活动在教育中心开展以来，天
真活泼的孩子们以他们张扬的
青春撞击着我的心灵。生活即
课堂，社会即教育，在这样的实
践课堂上，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
与他们相处？又能让孩子们从
我这里收获些什么？脑科学告
诉我们，大脑在处理事情时遵循
情绪优先的原则。我们与人沟
通想要取得良好的效果，20%取
决于你说什么，80%取决于你以
什么样的态度去说。所以，我给
自己规定，每次上课要以微笑面
对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发自我内
心的关怀。我所上的多米诺骨
牌课，是集动手动脑于一体的实
践课程，在小组指导的过程中，
对于孩子的多种情况，我始终以
微笑面对，告诉他们，多米诺骨

牌的魅力除了在推倒瞬间精彩
的图案变化外，更重要的是体现
了不放弃、不抛弃的毅力和用心
做事的责任感，骨牌失败了可以
重新再来，精神失败了就意味着
向困难妥协，对挫折低头。孩子
们都能在这样的鼓励中重新开
始新一轮的摆放。我觉得，以和
蔼可亲、爽朗明快的态度对待孩
子，既是对孩子们的尊重，也是
自己人格的升华。中国著名企
业家张瑞敏说：“把每一件简单
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
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每
天以微笑面对孩子，用细节影响
孩子，尽管只是简简单单的小
事，但我愿以这样的仁爱之心为
孩子们的社会实践之旅增添值
得回忆的一抹亮色。

回首来时路，尽管20多年的
漫长岁月已稍显模糊，一幕幕当
时激动人心的场景已经随风飘
逝，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教育初
心一直都在——— 做一名好老师！
这份初心将会伴随着我的教育
生涯，一路前行……

做一名好老师

□ 刘丽娟
“妈，你能不能不要再买猪

头肉了？我都吃腻啦！”饭桌上，
儿子抱怨道。

看着眼前这盘几乎未动的
猪头肉，时光依稀回到了三十
年前。

“娘！我想吃肉，你给我买
点儿肉吃吧？”这不知道是我第
几次哀求了。

“都说了多少遍了，家里哪
有钱买肉？”娘不耐烦了。

“不行，我就要吃肉，我就要
吃肉！为什么人家都能吃肉，就
我不能？”眼见这次哀求又要落
空，我急了眼，嚎啕大哭起来。
纵使我哭得惊天动地，也没换来
期盼已久的肉香。

几天之后的中午，娘突然跟
我说：“走，割肉去。”幸福来得太
突然，我一遍遍地问：“真的吗？
娘！真的和我去割肉吗？是真
的吗？”娘看我一脸不信的样子，
笑着说：“去了不就知道了？”我
雀跃地跟在娘的身侧，仿佛踩在
云上，竟有些不真实，心里还惴
惴地扑腾起来！

是了，是向卖肉的方向走，
这条我最熟悉不过的路。每天
放学后，我都会偷偷躲在一边，
看到卖肉的大叔娴熟地将盛肉

的箱子摆到家门前，箱子盖得严
严实实。那盖子黑乎乎、油腻腻
的，却丝毫不减肉的香味。似
乎，这黑、这腻才是猪头肉身份
的象征，才会让你想象出盖子底
下是一堆你心心念念的猪头肉。
每每这时，我都会使劲地吸气，
那香味就向鼻尖丝丝缕缕地袭
来。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个去
买肉的。这时，卖肉大叔要打开
箱子盖，那肉香就弥漫开来，慢
慢地化开，嘴里、食道里，直入肺
腑，这种世界上最香的味道，在
我的五脏六腑窜了个遍，口水也
汹涌地往外冒。那种感受，三十
多年后，我依然能够体会真切！

最见不得的是遇到大人带孩
子去买肉。总有些“讨厌”的孩
子，趾高气扬地站在大人身边，做
出欢呼雀跃的样子，又或是一副

“吃肉算什么”的表情。真是气死
人。每每这时，我就别过脸，心里
愤恨道：“哼！吃肉了不起啊！总
有一天，我也会来买肉！”

从此，吃肉、买肉就成为了
我心心念念的事。而那天，我也
真实现了我的买肉梦。我和娘
站在肉箱子旁边，头抬得高高
的，好像是在干一件多么神圣的
事。娘问我：“你吃瘦肉，还是肥
肉？”我在心里衡量许久，瘦的肯

定肉少，肥的比较胖，肯定是肉
多一些。“我要吃肥肉！”我十分
肯定地回答。娘笑了，卖肉的大
叔也笑了，手起刀落，肉上了秤。
娘掏出皱巴巴的钱，付了账，和
我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肉买来了，我很神气，可吃
的时候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依稀还记得迫不及待地夹了超
大的一块肉放进嘴里，没有想象
的浓郁的肉香，只有满嘴的油
腻。吃了两口，我就再也咽不下
去了。看着自己费尽心思得来
的“战利品”，心里别提什么滋味
了。加之后来得知，当时买肉的
钱是爸妈找邻居借的，我心里更
是愧疚不已。

“妈！你想啥呢？再不吃，
饭可就凉了。”儿子的声音把我
从沉思中唤醒。望着眼前的猪
头肉，忍不住夹一筷子放嘴里。

“哪儿腻了？一点儿都不腻。你
妈曾经吃过比这腻十倍的肉
呢！”

三十年，这是我和我的国一
起经历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我
也许并不十分了解她的艰辛，却
在享受她给的安全、给的富裕、
给的踏踏实实的日子！在这里
写下这件往事，我想，我懂她的
奋进，她懂我的感恩。

懂

我的那些年

□ 王海莹
翻看朋友圈，看到了菲

转发的“王官幼儿园运动会”
信息。就像幽深的湖里突然
投进一颗石子，“王官”两个
字，带着记忆，带着特别的情
怀，带着淡淡的气息，安静却
又挥之不去……

15年前从盛夏到初秋，
从笔试、面试到各种措手不
及 ，我 如 愿 成 了 一 名 老
师……

9月的那天，我走进了王
官小学。跨进学校大门，只
见两排冬青整齐地站在那
儿。微风吹拂下，冬青摇来
摇去，发出“沙沙”的声音。
顺着一排冬青往前走，有一
棵高大的合欢树，那时的合
欢树没粉色的花瓣，只有结
出的一串串像豆角一样的荚
果，摇摇摆摆地挂在树梢，就
在我看着荚果的时候，钟声
敲响了，此时我才注意到，合
欢树上挂着一圆形的铁钟。

“你们是新分配来的老
师？欢迎欢迎！”一个脸上写
满故事的老教师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这是
我们学校的元老——— 崔老
师，他从15岁就来到学校，除
去教学还负责学校的建筑修
整工作，学校的美景都是他
的杰作。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
教学生涯。办公室是一间砖
瓦房，冬天取暖靠一个火炉，我
们也穿起了厚棉裤和“奶奶
牌”棉鞋。那时真冷啊，可是
回味起来，我的嘴角却是烤地
瓜、烤土豆的香甜，炖鲅鱼、白
菜丸子、炒鸡架的鲜美，还有
隔壁屋子里孩子们脆生生的
读书声和笑声，这些都成了我
心上最暖的记忆。

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
美好时光。在那里，教室里有
我和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办公
室里有我和老师们拼命批改
试卷的背影。我永远忘不了
那些岁月，源于曾在那里的
人，曾在那里发生的事，曾在
那里挥洒的激情。也许曾经
是快乐与伤感，也许曾经是欢
歌与哭泣，但都在时光的流淌
中化为温馨的记忆。四年也
是永远。我忘不了那些人，偶
尔就会想起那些事。

那些人

蔡，我教学和生活上的
导师。我们两个教同一个年
级，一起备课，一起变着花样
带孩子复习。最后一排教室
前，法桐树下是我们两个班
孩子们玩耍学习的领地。课
下，我们一起跳绳，跳竹竿
舞；课上，我们搬着凳子，晒
着太阳读课文，听写词语。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两个班
的成绩一直在镇上名列前
茅，给了刚参加工作的我很
大的鼓励和动力！生活上，
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早上
帮我们的教室生炉子，中午
给我做饭，周天去她家蹭

饭……直到现在，平时各忙
各的，但是一有事情，我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她。

王，我的“亲同学”，分到
这个学校，多亏有他的陪伴，
由同学关系成为同事关系，彼
此之间有更多的关照，他的文
采一直是我仰慕的。写这篇
文章时，我想起了他曾在《临
淄教育》发表的《我们的王官
小学》，问他要来重温，竟被他
弄丢了，遗憾至极。

高校长、王校长、朱校
长，崔老师、朱老师、史老师，
他们用朴实的心帮助、包容、
关爱着我们这些“小青年”，
教学上指点迷津，生活上无
微不至……

海燕、冬月、文真，我们这
些小姐妹一起玩耍，一起排练
节目，一起学习、上课，为简单
的乡村教学生活增添了活力。

除去他们，还有那些我
斥责着、不满着、可怜着、深
爱着的孩子们。志伟，忘不
了一次次把他从操场拉到教
室，一次次从地上拉到板凳
上；静雅，和名字一样恬静、
美丽的女孩，爱画画，爱笑，
从她脸上我看到了阳光；丽
佳，那个给人温暖，让人爱的
女孩；明月，潇，莉雅，思语，
个个美丽，我们一起跳舞，一
起比赛，乡村小学的舞蹈也
登上了大舞台。

那些事

那年雪下得好大。
天还没亮，雪却映得耀

眼，雪没过小腿，咯吱咯吱的
声音，透着清脆，透着冷。我
裹紧衣服，努力向前走着，刚
到校门口，正好碰上同样从
家里走来的高老师，我们的
脚上、裤上沾满了雪，走进学
校，大家都挥起扫帚，拿起铁
锹打扫雪，为孩子们清扫出
上学路；接着回到教室生火，
让走进教室的孩子们能感到
些许温暖。这时大家才想起
自己已经湿透的鞋子，没一
人抱怨，而是互相调侃着，闹
着……

乡村为我们馈赠了很多
的天然资源，我们就地取材，
跳起了竹竿舞。崔老师为孩
子们精心挑选上佳的翠竹，
又用火将它们一根根烤直，
为了不让它们褪色，给它们
穿上翠绿的外衣……我们敲
着，跳着，没想到跳到了全
区，获得艺术节绝活一等奖。

现在的王官幼儿园已然
找不到它曾经的影子，夹道欢
迎的冬青，增添色彩的合欢花
都已不在，但是那年离开这里
的那个盛夏的清晨却一直在
我的记忆里，合欢树花儿开得
正好，粉红的花朵像一朵朵毛
绒绒的小扇，点缀在伸展的树
冠中间，又像鸟儿展开的羽
翼，摆好了飞翔的姿势。阳光
很好，高大的树冠在地面投下
斑驳的影子，空气中是合欢花
散发的阵阵幽香，一个夏日里
安静清凉的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