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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吴宁一中 王秋珍

前几日朋友们来家小聚，我小小露了一手，十几个

菜都获得好评。其中，一大锅牛尾巴炖土豆，吃得只剩

下几勺汤。朋友笑道：“你是把做菜也当成做文。”

可不是，单说做这个菜，我锅就换了四次：高压

锅—铁锅—高压锅—砂锅。确定好每一个步骤，像写

文章一样推敲，考虑菜的营养、味道以及相貌，力求做

出特色。

这难道不是一种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的态度。对待文字，我们也需要这样一

种精神。

很多人评价我：是个作家教师，文章写得好，学生

作文也指导得好。我可以在短短9个月里，指导两个

初一班级106位学生人人发表作文，总计200多篇，刊

登的媒体有《中学生》《中学时代》《中学生天地》《读者》

《做人与处世》《课堂内外》《黄金时代》等杂志。

其实，最初学生底子很薄弱，写的作文把我看得目

瞪口呆。似乎总有一个公式，一篇篇往上套就可以

了。开头总是一圈一圈绕着题目转，写一些空话废

话。《我的老师》一文很多人这样写：“每个人都要上

学，都会遇到不同的老师，有的幽默，有的严肃，有的

宽容……我要写的老师是谁呢？请听我细细道来。”

作文内容更是千篇一律。写老师，总是老师带病上课；

写最尊敬的人，总是讴歌雷锋叔叔、环卫工人等。

该如何找寻出路？

我想，拿出工匠精神来，细心指导，反复推敲，不断

打磨，肯定能让学生大有收获。

比如张硕写了一篇关于环保的主题作文《从车上

走下是一种信心》，开头这样写：“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

益加剧，在电视、报纸上总能看到关于环境保护的话

题。有一天，当老爸开着新车在公路上驰骋时，听到

‘低碳出行’这一口号，便暗自叹息。原来老爸与车还

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结尾这样写：“老爸一边开

车，一边想，汽车尾气也会引起雾霾、温室效应。那也

让我为美好环境做些什么。从此，他不再依赖汽车。

每天走路去买早饭、买菜。一天天过去，他的咳嗽好

了，身体也强壮了。看到蔚蓝的天空，他笑了。”

这篇作文空洞口号多，实在细节少。修改三四次

后，得以顺利发表在《东阳日报》上。题目改成《老爸心

事》，开头改为：“近来，老爸似乎有心事。他一遍遍地

擦拭他的宝马，却没有刚买来汽车时的笑容。说起老

爸与车，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中间增加老爸买

车、换车、再骑车、走路的情节，结尾部分这样修改：当

我说出心里的疑惑，老爸神秘地笑笑说：“答案应该在

我儿子脑袋里啊。”说着，他哼着歌远去：“今天是个好

日子呀，心想事儿都能成……”他的前方，是蓝蓝的天

空，白白的云朵。

看着老爸的背影，我自豪地笑了。

再如周靖宸的《光头老爸和寸头儿子》，发表在《读

者》和《做人与处世》上。这篇作文一开始的题目是《我

的烦恼》，结尾是责怪老爸给自己带来烦恼。这样的题

目和立意显然没有新意，在听取我的建议后，周靖宸不

断修改润色，最终无论是题目、正文还是结尾，都给人

过目不忘的感觉。下面分享一下该文结尾：

走进卫生间洗漱时才发现，老爸在里面剃着他雪

亮的大光头，我感到危险——生怕被老爸抓到剃头。

我连滚带爬地破门而出。惊魂甫定，突然听到老爸粗

大的嗓门：“儿子，剪个寸头吧！保证好看。”

我一直认为，文字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和修改，

从布局到字句，从立意到风格。这是对自己和读者负

责，也是对文字的敬畏。我写出一篇文章，没有读上八

九遍，是不会把它交出去的。它就像我即将出嫁的女

儿，怎能不看了又看，打扮又打扮呢？

我的小小说《想偷一本书》入选2017年甘肃省庆

阳市和白银市中考语文阅读题。至今我的电脑里还保

存着这篇文章的两个结尾。请看初稿：

可是，我看见大家玩手机刷微信聊八卦，就是没人

能坐下来翻翻书聊聊书讯。

于是，我偷偷拿回家里的书，像个老姑娘，没有走

出深闺的愿望，再也没有轻易地送出过一本书。

最终修改为：我心里蓦地跳出一条鱼，在夏日岸上

左冲右突地扑棱。这份不安心绪让我彻夜难眠。这个

忙碌的时代，真没人会停下来好好地读书吗？当初，我

壮着胆子把书偷回来，只是想给书找一个懂它的人啊。

某天，我终于“点”开一位微友问道：“你说大家喜

欢读什么书啊？”

“什么？书？”

微友抛出两个问号，道：“谁还看书啊？”

我仿佛听见她在手机前的笑声。

再如我的散文《固执的父亲》，写好后我总觉得少

一点味道。于是，吃饭想，睡觉想，终于想到三毛的那

首老歌。我把结尾嵌入歌词，题目改成《种春风的父

亲》，很快在《散文选刊》《博爱》《扬州日报》等报刊上发

表。收到样刊样报，看着结尾，我露出满意的笑容：

父亲不是名义上的环保卫士，但他用自己的行动

给土壤以本真的状态和蓬勃的生命。

春风习习中，我仿佛听见三毛那首老歌：“每个人

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用它来种什

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是啊，梨花院

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如此静好生活，离不开无

数个像父亲一样固执的人。他们坚守，像一畦畦肥沃

的土地，在我们的心田种下桃李和春风。

有了工匠精神，我们的文字才会像牛尾巴炖土豆，

带着诱人味道，让人赞不绝口。

近日，德清县乾元镇
清溪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
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童
蒙养正”开笔礼，让学生们
通过正衣冠、朱砂启智、击
鼓鸣志、描红写“人”、诵读
论语等传统仪式传承中华
经典文化，懂得树立理想、
端正做人，走好人生第一
步。图为现场师生进行
“朱砂启智”仪式。
（本报记者 高亦平 摄）

写作也需要工匠精神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
研室 朱华贤

教师为什么要写作？不少

教师也许没有深入想过。我以

为，教师写作的意义，可以从

小、中、大三个维度来说。小，

就是从个人视角；中，是从学校

和教育的视角；大，则是从时代

与历史的视角。

先说“小”。就个人而言，写

作至少有这样三方面的意义。

一是不断地充实和提升自

己。反思是教师成长的动力，

最好的反思就是写作，写作又

是最深刻的积累。凡自己写过

的，印象特别深刻。写得多，积

累就多，人生就会变得丰富而

厚实。有的教师，教了一辈子，

还是在原地踏步，有的甚至越

教越吃力，越教越不会教，就是

因为没有反思与积累。一个不

断反思的人，一定是一个永远

走在成长路上的人。

二是可以获得成就感，提

高幸福指数。写作、发表、获

奖，等于是得到了他人的认可

和尊重。按照马斯洛理论，这

是人最高级别的需求。满足了

这种需求，会增强自己的信心。

三是能健脑强身。作家梁

衡在《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中

说：“阅读至少可以疏通头脑，

不至于让你提前痴呆，输在终

点线上。”但就预防老年痴呆而

言，写作肯定胜过阅读，因为写

作是高强度思维活动。

四是使思想更深刻、情感

更细腻。文章以表达思想和

情感为要务，一个会写作的

人，在写作之前、之时和之后都

要慎重而反复地推敲。在一次

次写作磨砺中，刀越磨越快，得

老年痴呆的概率必定要低于一

般人。

再说“中”。教师写作对自

己所在学校和所教学生都有着

积极意义。写作不是单纯的语

言堆砌，而是思想与情感的表

达。善于写作的人，其思想必

定比常人要深刻些、新颖些；其

情感必定要丰富些、炽烈些。

当这种思想和情感作用于课堂

教学时候，最直接受益者就是

教室里的学生。因此每一位教

师都不应当忽视自己影响力。

再说“大”。教师写作，对

整个时代和历史也有积极意

义，这么说似乎有点玄乎。当

然，我说的不是某一个教师的

偶尔为之。古今中外的优秀思

想与文化靠什么传播到当代中

国？不就是靠文章或著作？阅

读是一种吸纳，写作是一种输

出。因此，阅读仍然是消费精

神食粮的最重要的途径。阅读

需要以有人写作为前提，写出

的作品越多，阅读材料也就越

丰富，写出经典作品则是对人

类文明的贡献。

《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人

传唱的民歌，假如当时没有人

采集和编订，日后就不可能有

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孔

子是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思

想家，但他述而不作，假如他的

弟子们没有及时记录和整理出

《论语》，那么，儒学就不可能流

传至今成为一门显学。

简言之，读者是消费者，作

者是生产者。作为知识分子，

不能只做文化消费者，同时也

要做文化生产者。虽然谁也不

能保证写出来的都是经典，但

好的作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有

受众。

正像阅读不单单只是学生

的专利一样，写作也不只是作

家和文书的事儿。教育是一种

心智活动，是创造性劳动。作

为教师，应当思考这样一些问

题：我还会不会写作？近期我

写过什么文章？

很多教师知道写作很重要，

可是怕写，没有写的习惯。习惯

是个宝。只有经常在写，就不会

觉得写作是苦差，而且还会感觉

很享受；平时不写的人，突然要

写，就会焦头烂额。习惯不是天

生的，要靠自己慢慢培养。不妨

从这几个地方入手：

一、从写日记开始。日子、

天气、事情，就这么简单，多则百

来个字，少则三四十字。不用精

心构思，不用具体描摹，三五分

钟就能搞定。日记虽短，贵在坚

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就是

一种回忆。有日记的记录，便于

回忆和整理。日记可以直接写

在电脑上，出差十天半个月怎么

办？我的方法是，每天用手机给

自己发邮件，一天一则，回家后，

复制到电脑里。

二、从记新事开始。生活

在当下社会，新事物层出不

穷。如果说，日记是写自己，那

么，记新事就是记暂时同自己

还没有关系的事。不论是生活

中的见闻，还是在工作和学习

方面，都可以记录，比如听到一

个新名称、一种新观点。太阳

每天都是新的，这是对留心观

察者而言；如果你比较麻木，觉

得今天的太阳和昨天的一样，

昨天的太阳也和前天的一样，

就不能发现新鲜的东西。所

以，记录时需要有一颗敏感的

心。小孩把得到的硬币一枚枚

地存到储蓄罐里，到年底，就有

沉甸甸的一罐，很开心；记新事

也一样，一段时间后翻看，会有

一种沉甸甸的获得感。

三、从记想法开始。人最

大的特点就是会思考，人的尊

严在于思想。思想绝不是思想

家的专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的思想，无非深浅而已。思想

家也不是生下来就会思想。思

想有一个从一株芽到一棵树，

再到一座森林的生长过程。一

个生活和工作着的人，每天都

会萌发很多的思想芽。它们的

特点是稍纵即逝，冒出新芽后，

你必须及时地把它记下来，就

能够深入地思考，它就属于你

自己了。

习惯的培养关键在开头的

一段时间，需要有毅力和意志。

当你做到上面三点，坚持半年以

上，就有可能养成写作习惯。

笔者已经有写作习惯了，

每周至少写一篇文章，如果一

个星期不写，心里就会有一种

空荡荡的感觉，好像这个星期

白过了。我的电脑里有好几个

文件夹，分门别类地记着一些

材料，它就是我写作的原材料

仓库。二三十年下来，不仅不

需要硬撑，戒都戒不掉，写作已

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

教师应该也是写作高手
成长之路

指点迷津

开笔·启智

（上接第4版）
在近年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

小说《三体》中，作者发布了一个

“降维打击”的军事概念：低维世界

中的生命永远无法战胜生活在高

维世界的生命，那么，对敌方实行

降维，或者对己方实行升维，就可

以绕开战略战术层面的纠缠，从根

本上定乾坤，立于不败之地。其

实，解放军经典战术中的“围点打

援”就可以看作一种“降维打击”：

“围点”是一线对一点，“打援”是一

线对一线，这是以线打点，一维胜

零维；从全局看，依赖机械化行动

的敌军被控制在数条铁路和公路

线上，而其他广大地区都是解放军

展开运动的舞台，这是以面打线，

两维胜一维。当今战场主流是诸

军兵种立体协同作战，而极端主义

恐怖分子往往缺乏空中力量，这是

以体打面，三维胜两维。为了应对

未来高科技战争，美俄等大国已向

海、陆、空、天实施其军事部署，中

国也正在着力建设以“北斗”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和“神龙”空天飞机

为标杆的空天战略，国防力量在经

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向着更高的

维度攀登。

国门之外世界军事科技的飞

速发展，促使人民军队产生了自我

变革的应激力，中国成为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拥有独立完整的国防工

业体系的国家，个别项目上取得的

成就甚至取代了原来的领跑者，让

许多国家羡慕不已。

共和国承平日久，却没有刀枪

入库，这是中国人从自古及今的

历史中，用鲜血和苦难换来的智

慧。因此，当内蒙古草原盛夏点

兵拉开帷幕，普通电视观众和军

迷朋友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前

者感到强烈的震撼——好像中国

一夜之间有了这么强大的军事实

力，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后者感到

些许的遗憾——某航展中已经出

现的某款战机、外媒已经报曝光的

某型装备，这次竟然没能一饱眼

福，期待下次……

令人欣喜的是，在普及军事知

识、熏陶爱国情感上，我们放弃了

计划式、指派式、灌输式的宣传抓

手来弘扬主旋律，今夏创造国产电

影史上票房纪录的《战狼Ⅱ》，高潮

迭起，寓教于乐，以成功的商业和

媒体运营方式，吸引了大批家长带

着孩子走进电影院。尤其是辽宁

舰航母编队第一次出现在大银幕

上，“中华神盾”052D驱逐舰发射

导弹的CG画面，弥补了之前陆地

演习观感的不足，中国军人以这种

特殊的形式向本国公民发出郑重

承诺，极大地振奋了和平年代的国

民精神，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的

流量刷屏。

然而，伴随着国防宣传总体模

式转型的成功，中小学的国防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暂时呈现出一种

真空状态。许多地方和学校混淆

概念，以国防教育或军事夏令营的

名义，违反不得占用假期时间组织

中小学生集体军训的规定，以简

单、重复、落后的方式，将学生训练

成易于操控的“绵羊”，妄图以此获

取应试教育的“GDP”增长。

军事知识是一门综合性知识，

能够给学生以多方面的能力培养，

以及正能量的品质和个性的提

升。但仅仅通过一两篇文章，或者

一两部电影，或者一次把皮肤变得

更黑、人变得更听话的军训，确实

很难在一个人身上构建起完整的

军事素养和爱国意识。少年儿童

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仍在

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