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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我师自然是我师

天地大课堂天地大课堂

“地球，这位人类的母亲，这个生命的摇篮，是那
样美丽壮观，和蔼可亲。”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
小学六年级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沉浸式地学习课文
《只有一个地球》。该校银杏园建于2010年，课间学
生会在银杏树下嬉戏玩耍。银杏叶变黄时，在阳光照
射下熠熠生辉，进入银杏园宛如进入一个金色的童话
世界，师生们都喜欢拾几片银杏叶收藏。

（本报通讯员 池林刚 摄）

□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
上合学校 吴月斐

长假之后上了几天

班，一到双休日，朋友圈

晒出的都是“眼已花，脚

已残，腰已损”的文案。

很多教师抒发一下心

情，调节一下情绪，无可

厚非。

现在“内卷”是各行

各业的常态，但很多教师

一味抱怨，找不到职业的

幸福感和成就感，这就非

常值得深思。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

这么忙，这么累，究竟做

了什么呢？

我记得自己所教的

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个学

生十分受家里宠溺，学习

态度也比较差。于是，我

决定连续一周上门家访。

第一天，他和家长出

于礼貌，对我表示欢迎，

但其实并不把我这个毛

头小伙放在眼里。

第二天，我依旧到

访。前一天家长表示严

格管教、学生承诺认真完

成作业，他们食言了，双

方尴尬地笑笑。

第三天，我再次到

访，家长的尴尬变成羞

愧，学生的有恃无恐渐渐

收敛。

第四天，家长变得热

情，学生再次作出保证。

第五天，家长坦诚地

跟我交流如何教育孩子，

我们共同思考改变孩子

的办法。

第六天，周末，家长

不在家，学生主动拿出回

家作业给我检查，并向我

承诺：以后一定认真学

习，决不偷懒。

第七天，家长握住我

的手，感慨地说：“吴老

师，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对我家孩子这么上心。”

从此，这个学生跟我

很亲，六年级的时候已经

高过我一个头，搭着我的

肩膀说：“吴老师，我会记住你的。”

因此，我对自己是一名教师感到欢喜、

满足、自豪。我觉得，作为教师苦点累点都

是值得的。

教师这份职业，不在于每天做了什么，

而在于心里能否装下学生，是否会为学生

全力以赴。

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无谓的“进校园”

太多，作为教师不得不应付，但这不能成为

疏忽与懈怠的借口。

我校有一名青年教师，10余年来坚持

做一件事：思考每一节课。

她每节课必重改教案，重新准备PPT。

她说：“虽然教的内容都一样，但是学生不

同，教法就不能相同。”因此，她连续承担毕

业班的教学任务，所任教的班级教学质量

遥遥领先。

还有一名即将退休的教师，30多年来

一直任教两个班，她所坚持的是：思考每一

个学生。

她从来不对学生发火，也不会把家长

请到学校。她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学生说一

句：“来吧，不会做没关系，让我来教你。”她

的办公桌经常围满学生，她不厌其烦地一

遍又一遍地讲题。她所任教的班级，教学

质量永远是年级的顶流，几乎无人能超越。

那些优秀教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

们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未曾改变自

己认准的事，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颗教育

的初心，有着对学生深深的爱。教师的能

力有大小，方法也各不相同，但心中秉承的

这份理想信念决不能动摇。这才是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的力量源泉所在。

教师这份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所有

的成就感来自学生。他们的纯真、懵懂、慌

乱、委屈，他们成长中经历的酸甜苦辣，他

们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教师赖以生存的

职业土壤。

能够陪伴这些学生始终向着阳光生

长，这就是教师最大的幸福。

□朱永春

十年前，濮院古镇尚未开发，我

们还在老校区的时候，我赢得了一个

“大师”的绰号。这是因为班主任当

久了，大家误以为我“久病成医”，是班

主任工作的高手。领导便让我带徒

弟，说要让学校培养出第二个朱某人。

其实，即使领导没下任务，我也

一直在给青年教师分享心得。但可

能我点拨得有点过了，有人觉得一些

教育理念被我说得有些玄乎，于是就

叫我“大师”。

不过，我们学校原址是江南名

刹——香海禅寺，“大师”的称号也

算应景。校园里那棵宋代银杏树有

些任性，总是随手乱扔“垃圾”。枯

枝败叶若不在清晨及时扫除，我班

将难逃被扣分的厄运。

我班分配卫生工作的时候，人人

有事做，我也不例外。于是，拿着扫

帚打扫古树下的包干区，成了我每天

早晨的必修功课。

可是，包干区“幅员”辽阔，我一

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总要唤上一两个

学生一起打扫。

我和学生把树叶、废纸扫成一

堆，扫进簸箕，再倒入垃圾桶……一

天又一天，别人看见了，议论纷纷，就

像飘落的枯叶。

有的议论是正面的，说我力行垂

范，或替学生做值日，让学生多背几

首古诗、多默几个单词。

但有的议论会把人性想得复杂

些，也许是被我的行为搞得迷糊了，

说我在作秀。

当然被我搞得最迷糊的要数我

的一个徒弟，每次他吃完早餐从食堂

回教学楼，都要路过银杏树下。

“师父，早上好。您在扫地？”徒

弟问。

“早上好。谁在扫地？”我回答。

徒弟闻之，一脸迷茫。

过了几天，又有一次，徒弟吃完

早餐路过：“师父，早上好。您又在扫

地啦？”

我停下扫帚，一本正经地说：“我

没在扫地。”

可怜的徒弟，震惊得手足无措，

带着满脑袋的疑惑走了。

后来，徒弟见我与学生一起扫

地，问候语只剩下：“师父，早上好。”

我一直认为，每个学生都是独一

无二的；每个教师也一样，都有着独

一无二的价值。

我有些遗憾，这个徒弟很敬业，

而且精通业务，我希望他某一天会顿

悟，我会一直在银杏树下等他。

我把银杏树下的包干区分配给

自己是有原因的。

我每天都会批阅学生的日记，以

此把握他们的学习状态和喜怒哀乐，

但许多情况下，学生遇到的不是生活

的小烦恼，而是人生的大挑战，我在

日记上留下的三言两语根本解不开

他们心头的疙瘩。

有一次，我读到小丽的日记，里

面写她的父母闹离婚，闹得她睡不着

觉，无心学习。第二天早自修，我就

悄悄把小丽叫出来，邀请她到楼下帮

我一起打扫包干区。

古银杏树下，我们师生两人一边

扫地，一边聊天。

我就跟小丽讲自己初三时父

母离异的事情，讲起当时的无助和

绝望。

小丽非常惊讶，因为她来过我

家，见过我母亲，也见到了三代同堂

氛围和谐温馨的家庭。

“现在回望那段少年时光，那时

的我与你此刻的心态和状态几乎一

模一样。担心父母离婚后，天就塌

了。现在看来，他们仍旧是我的父

母，对我的爱一点儿也没减少。”

我告诉学生：“也许当初他们选

择对方就不太合适，分手反而是一次

纠错和解脱。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

感受，硬把不适合的两个人捆绑在一

起。尊重和相信父母的选择，让父母

去改正错误，行使重新选择生活的权

利，这也是一种对父母的爱。”

我接着说：“我也有过你日记里

描述的那种悲伤，后来在一个教师的

提醒下，我转移注意力，把心思全部

用在学习上，很快成为全校进步最快

的学生。有人说苦难是一所学校，老

师想对你说：苦难是一所名校，你我

现在成了校友。加油，小丽。”

小丽在我身旁，一边扫地，一边

聆听，脸上的愁云惨雾渐渐消散，取

而代之的是一种因开悟而坚毅的神

情。四处散落的银杏叶已被我们扫

除干净。

又有一次，我读到小张的日记，

日记上写道：“朱老师，我真的不是学

英语的料。我再怎么用功也不可能

考及格的。”

我心头一沉，小张的功课都不

错，英语是唯一的短板，每次考试在

40分左右，及格是他遥不可及的梦。

那个早晨，小张受邀打扫包干

区，我们一边打扫，一边讨论学习英

语的酸甜苦辣。

当学生听说我这个科学兼数学

教师的硕士研究生学历竟然是英语

专业时，着实吃惊不已；更让小张吃

惊的是，我中学时的英语成绩比他

更差。

我告诉小张：“因为没有下决心

把英语抓上去，导致高考惨败，这是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反思当时，我做得最傻的一件

事，就是给自己贴了一张标签，说自

己‘不是学英语的料’，其实只是给自

己找了一个躺平的借口。”

小张越听越感兴趣，连珠炮似的

问“朱老师后来怎么学好英语的”“如

何才能记住那些单词”……

我放慢扫地的速度，不仅一一回

答，还与小张一起初步制定了一个名

叫“英语百日攻坚”的学习计划。

……

我想说的是：徒弟啊，当你看到

我和小丽、小张们在古银杏树下，当

你开口问“师父，您又在扫地啦”的

时候，我很想与你讨论一下“什么叫

扫地”。

保洁公司的阿姨或大叔被学校

雇佣，每天清除地面垃圾的行为，可

称其为扫地。而当一个任教科学和

数学的班主任教师带着学生一起在

打扫包干区，这不叫扫地。因为我们

不仅仅要扫除地面的垃圾，更要扫除

学生心头的烦恼和学习的困难。

因此，徒弟啊，学生的心灵是我

们班主任的另一片包干区。

朱
永
春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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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朱永春是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从教以来，

扎根一线，他以独特的带班方式、智慧的育人方法、充满温情与谐趣的语言、励志而感人的教育事迹，在德育园地开出了灿烂的花

朵。从今天开始，本版将不定期开设《银杏树下——朱永春教育叙事研究》专栏，让广大有志于班主任德育工作的年轻教师，从朱

永春的文字背后感受其教育理念、策略、情怀与风采。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陈子珺

那天，我在课堂上抛出了一个问

题。这个问题并不难，奇怪的是班级

里却静悄悄的，学生你望望我、我望

望你，没有一个举手发言。

进入小学高段后，学生举手发言

的次数越来越少。我问了同事，他们

班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私底下问了一些学生，他们

表示“不是不懂，而是如果说错了很

丢脸”。

原来如此，我的学生长大了。

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孩子进入

青春期后，会变得敏感，出现隐秘的

心理特征，心理学上称之为“闭锁心

理”，外在反应包括不爱回答问题、不

积极表现等。

“闭锁心理”是学生成长过程中

自然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需要班

主任正确、积极引导，帮助学生尽快

调整。

于是，我专门开设了一节班会课。

在这节课上，我先问学生一个问

题：10秒钟能鼓掌多少次？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学生兴致盎

然地回答，有说20次的，有说30次

的，我让他们把自己心里的预期数字

写在纸上。

接着，我给他们倒计时10秒钟，

让他们在限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鼓

掌，掌声瞬间像暴风雨一般席卷教室。

时间到了，我请实际鼓掌次数比

自己预期多的学生起立。学生们齐

刷刷地站了起来，他们的鼓掌次数几

乎都比预期要高，有一些甚至鼓了七

八十下。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同学们，

你们在这个小游戏中都表现得非常

出色，超出了自己的预期。那么，在

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为什么不能尝

试克服恐惧和羞涩，勇敢地站起来

发表自己的观点呢？每个人都会犯

错，但重要的是，我们要从错误中学

习，不断进步。只要你们勇敢地举

手发言，老师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达

到甚至超越自己的预期。”

在这节课的最后，我和学生们达

成一个约定：每人每天在每门课程中

主动举手发言。一个月后，每天都能

做到的学生将获得一份由教师送上

的意外惊喜。

请把你的小手举起来

学生心灵是班主任的“包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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