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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抒雯

“我们的体育老师会

教写诗！”在杭州市现代实

验小学，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而是学生对体育教师许志华的

真情告白。开设诗歌拓展课、成立

太阳花诗社、举办银杏林诗会……乍眼

一看，学生口中的这位体育教师似乎有些“不务

正业”。

然而，这些“跨界”的“不务正业”让许志华

的课堂有了更多的可能：体育课上，学生在挥

洒汗水的同时，也不忘捕捉生活中的诗意；创

作诗歌时，学生会走出教室，在自然中寻找灵

感。从教35载，许志华常被问及：“体育与诗

歌有何相通之处？”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就

藏在他的课堂里、学生笔下的诗行间……

“许老师又带我们‘逃学’了！”学生汤咏辰

至今都记得许志华带着大家到校外的银杏林

里溜达的场景。“这里有蜗牛，大家快来看看。”

在许志华的招呼下，学生围拢过来，蹲下身，好

奇地打量起这位意外之客。后来，这只蜗牛便

顺理成章地成了学生诗歌创作的对象。

对许志华而言，教学生写诗，是个意外。

2015年，出于爱好，许志华出版了一本诗集，

记录童年记忆中的乡村风物。诗集的出版让

他萌发了将诗歌创作融入教学实践的想法。

第二年，许志华自告奋勇，开设了诗歌社团

课。他希望，借助诗歌的力量将学生从学业的

压力中“拎”出来，放到一个充满童趣的“避风

港”中。从那一刻起，许志华的诗歌教学之旅

正式启程。

2016年，在学校组织下，许志华和美术教

师潘乐平带着一群三年级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南

应加河畔写生和写诗。深秋将河畔的银杏林染

成了金黄色。看着学生在银杏树下开怀大笑的

模样，许志华心头一热，暗下决心：来年秋天，还

要再办一场银杏诗会。后来，学校成立了太阳

花诗社。许志华是诗社的负责人。诗社的教室

设在教学楼一楼最显眼的位置，没有围墙。学

生坐在教室里，一探头就能看见草坪和蓝天。

每周五下午，诗社便成了学生表达自我、释

放情绪的自由之地。最初，有15名学生报了

名。学生有了，场地也有了。许志华会写诗，但

怎么教学生写诗？许志华坦言，“刚开始时毫无

头绪”。好在，多年的诗歌创作经验让他摸索到

了教学的门道。在他的诗歌教学理念里，创作

的第一步就是要与自然产生联结。

许志华爱把诗歌课堂搬进自然里、生活

中。他教学生留意身边的事物，培养他们的观

察力和感受力。下雨时，他会带着学生观察落

在纸上的雨点。有学生看得入迷，写下了“有一

滴雨，在爬单杠。可是手太小了，咚，掉在了小

草上，成了小草的皇冠”的句子。

到了冬天，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挂起了年

货，腌鸡、酱鸭、鱼干……许志华就让学生写“晒

年货”。很快，浓浓的年味便在学生的笔下飘散

开来。有学生说“风是过年的味道”，还有学生

希望“有种工具可以把人的心扉打开，晒一晒人

们的心灵，让彼此真诚对待。”每当看见这样的

诗句，许志华总会忍不住地拍案叫绝。在他看

来，判断一首诗歌的好坏，不在于长短，“只要有

想象力，能让人耳目一新，就可以”。

“许老师会一步步地帮我们把灵感‘勾’出

来。”诗社成员李蔓溪说。对她而言，诗歌创作

远不止提笔这么简单，“有时候要做的功课有很

多”。有一次，许志华让学生写一首关于露珠的

诗。他鼓励学生在动笔之前，先对自然进行一

次“调研”：观察露珠的圆润轮廓，了解水汽凝结

成露珠的过程，甚至品尝露珠的味道……在他

看来，当学生投入到大自然时，这些鲜活的体验

会让创作变成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而不是在课

堂上绞尽脑汁”。从2020年开始，许志华每年

都会给诗社的学生出一本诗集，经费由学校支

持，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读到年度诗歌选集。

在带着学生写诗的同时，许志华发现，诗

歌也成了他叩开学生心门的密匙。一次，学生

林梓晨和妈妈产生了争执，她把心事写进了诗

歌。许志华捕捉到了文字背后的灵气，鼓励她

继续打磨，写出了一首《原谅》：“我很生气很生

气/仔细计算了下/需要100年才能原谅/看在

你是我妈的分上/减去99年/又看在你是我好

朋友的分上/再减去365天/我打算/在下一秒/

就原谅。”后来，这首诗还获了奖。

作为学校里唯一一位教学生写诗的体育

教师，许志华的体育课自然也多了几分别样的

诗意。每次上体育课，他总能用令人捧腹的俏

皮话，精准地命中学生的“笑点篮筐”。为了激

励学生积极练习投篮，他会开玩笑说：“这个篮

球筐是不是饿了，我们要不要给它喂点球？”当

学生不小心被垒球砸到了，他在确保学生无碍

的情况下，立马幽默了一把，“马大将军，中弹

身亡”。学生眼中的许志华还是个十足的“老

顽童”。学生在抓蝴蝶，他也蹦蹦跳跳地跟着

抓；学生爬树，他也跟着爬；学生捡树叶做书

签，他也要抢着捡。有学生在日记里调侃他，

“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样子，像个略显滑稽的老

农民”。许志华听了也不生气，反倒乐呵呵地

拍照收藏了。

如今，太阳花诗社已经走过8个年头，诗

社成员也越来越多。每年秋天，银杏林诗会如

期而至，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参

加。“我教学生们写诗，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

为了获奖。”许志华缓缓道出了心意，“就好比

体育课是为了强身健体，诗歌课是为了动脑动

心。让学生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在阳光下健康

成长，这就是美好童年的模样。”显然，记者最

初的疑惑，在此刻迎刃而解了。

杭州市现代实验小学许志华：

一位体育教师的诗歌教育实验

□本报记者 廖钗勤

清晨6点，丽水中学的校园还沉浸在

宁静之中，而英语教师潘秋芳的身影已

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她拿起粉笔，在

一块不足半平方米的小黑板上写下当天

的励志话语——这是她3年来雷打不动

的习惯。

“我们坚持一件事，不仅是为了结果，

更因为相信它是对的。”这样的句子，潘秋

芳已经写了651条。但潘秋芳的教育温度

不止于此。从教27年，潘秋芳坚持手写了

4000多张便利贴、百万字的工作日记。这

些文字不仅记录着她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点

滴，也承载着师生共同的美好记忆。

在这个讲求效率和速度的时代，潘秋

芳用最质朴的坚持演绎着教育的真谛——

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

于日复一日的坚持。这是潘秋芳写给教育

的最美情书。

写下最长情的陪伴
2024 年 6 月 5 日，距离高考还有一

天。晚上10点半，丽水中学的校园早已

沉入黑夜的怀抱，潘秋芳的办公室里还亮

着灯。摊开信纸，给钢笔汲了墨水，潘秋

芳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将笔尖落在信纸

上。这是她为高三（5）班学生准备的最后

一封信。从5月1日起，潘秋芳就开始秘

密执行写信计划，每天给一个学生写一封

信，寄托她对这届学生的情感。在高考的

最后一天，潘秋芳将36封信一一送到每

个学生手中。

“我可可爱爱的林倩”“亲爱的why”

“梦想女孩汀”……在潘秋芳信里，每个学

生都有一个可爱的昵称，每个昵称都倾注

着潘秋芳对学生细致入微的关照。在同学

们的印象里，学生颜雨杭开朗、爱笑，而且

舞技超群。潘秋芳却注意到这个明媚的

女孩也有默默流泪的时候。潘秋芳把心

疼写进了信里，“青春总是多变多色捉摸

不定。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学生叶

伟杰自认是个情感克制能力强的人，“高

中3年没怎么哭过，但读这封信的时候，哭

得像泪人一样”。在叶伟杰眼中，潘老师最

特别的就是拥有一双善于发现学生优点的

“慧眼”，“在她眼里，每个人都是一颗闪亮

的星星”。

潘秋芳相信文字的力量。除了黑板

和信纸上的文字，潘秋芳还会坚持每天给

学生写便利贴，人人都有。一个学期下

来，她竟然手写了4000多张。学生单颖

虽然已经毕业，但每次回望高中生活，潘

秋芳的便利贴便是记忆的锚点。一次，单

颖上课走神。潘秋芳没有当场批评她，而

是在课后悄悄地在她的桌上贴了一张便

利贴。“妞：这两天上课你有那么一会儿走

神哦！”字数不多，但效果甚佳。从那以

后，每当单颖上课想走神，她总会想起潘

秋芳的叮嘱，“这种温柔又悄声的鼓励，比

一切说教都更有力”。

潘秋芳深信，教育是一场家校共育的

温暖接力。看见有学生连续两天默默捡起

走廊上的纸屑，发现平日里害羞内敛的学

生在课堂上高高举手……她将这些点滴细

节一一捕捉记录，并主动与家长分享。在

潘秋芳看来，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搭建一座

家校共育的彩虹桥，让学生被看见、被欣

赏、被认可。

“蜗牛班”的春天
潘秋芳偏爱蜗牛。书架上放着学生送

的蜗牛福鹿灯。她的微信头像是蜗牛。她

喜欢把她带的班称为“蜗牛班”。这份对

“慢”的认同，是独属于她的带班哲学。

2016年，潘秋芳接手了一个班情比较

复杂的班级：班里46名学生中，有13名是

体育生，还有8名是艺术生。这些学生在

体育、艺术领域上才华横溢，但同时也个性

十足。如何搞好班级建设成了潘秋芳的头

等大事。

首先要树立目标。在班会上，潘秋芳

没有急着灌输“心灵鸡汤”。相反，她不急

不缓地向学生卖起了关子，“除了雄鹰能登

上金字塔尖，还有什么动物也能？”“是蜗

牛！蜗牛也能从底下一点一点爬上去。”谜

底揭晓，尽管学生们将信将疑，但潘秋芳目

光坚定，“甘为蜗牛，塔尖会鹰。这就是我

们的班级口号了”。

接着要找到自信。为了尽可能地鼓励

学生，潘秋芳设计了名目多样的奖状，“借

伞有功送阴凉奖”“跳远大长腿奖”“浇花小

能手奖”……她还把这些奖状都贴到了教

室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班很棒”。

在潘秋芳的眼里，班里艺术生的绘画

作品是难得的“宝贝”。她将学生的绘画作

品细心装裱，还在班级门口办了一场小型

画展。学校的教师前来捧场，有的还买走

了心仪的画作。

最后要凝聚班魂。开学初，潘秋芳就

注意到班里的体育生们“自成一派”，“与其

他同学之间仿佛隔着一堵透明的墙”。潘

秋芳没有急着说教，而是选择在一个炎热

的下午，带着全班其他学生观看体育生们

的日常训练。“他们和我们一样努力，只是

舞台不同。”单颖回忆道。从那天起，那堵

曾立在学生之间的“透明的墙”倒了。

“潘老师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我们。”单

颖的感受也是“蜗牛班”学生共同的心声。

相信的力量是那样强大，潘秋芳不曾催促，

但许多学生都在她柔韧的关怀中，悄悄地

转变了。潘秋芳很喜欢《爱弥儿》中的一句

话：“你不急于达到什么目的，反而可以很

有把握和十分迅速地达到那个目的。”

2018年，“蜗牛班”学生毕业了。潘秋

芳给每个学生准备了一枚独一无二的蜗牛

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带着潘秋芳的期

许：即使步履缓慢，他们终将以自己的节

奏，稳稳抵达属于自己的终点。而“小蜗

牛”们也回应了这份期许，全班所有的学生

都考上了大学本科，进

入自己理想的学校。

长大后，我便成了你
回望自己27年的

教学生涯，潘秋芳坦

言，命运似乎画了一个

奇妙的圆。要理解其

中的深意，还得把她的

故事从头说起。

潘秋芳出生在浙

江缙云的一个小山村。

少年时代，潘秋芳对未

来没有太多设想。而高

中英语教师陈洧慧的出

现彻底改变了潘秋芳的

人生剧本。

学校放假了，潘秋

芳常常会为了省下几

元钱的路费，选择留

校。陈洧慧知道后，便

邀请她住进自己的教

师宿舍，方便她热饭

菜。陈洧慧的悉心关

怀如同一缕春风，抚平

了这个山村女娃心间

的褶皱。“我也要成为

这样的老师”的念头在

潘秋芳脑中扎下了

根。后来，潘秋芳考上了丽水师范专科学

校（现为丽水学院）的英语专业。毕业后，

她终于如愿成为一名英语教师。

潘秋芳将曾经收获的温暖传递给了自

己的学生。有学生节假日不回家，她就在

宿舍里给他们开小灶。学生小汤至今记

得，“潘老师像姐姐一样给我炒饭，那香味

我永远忘不了”。

学生徐翎宁的英语成绩并不突出，但

潘秋芳独特的教学方式深深吸引了她。高

考前夕，这个女孩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英

语学成自己的优势科目。”谁承想，这个誓

言在10年后以最美好的方式实现了——

如今她不仅成为英语教师，还成了潘秋芳

的同事。“从前只觉得感动，如今才真正懂

得敬佩。”现在，这份温暖的教育接力棒正

在传递。徐翎宁的办公桌上也摆上了一

叠彩色便利贴。她学着潘秋芳的样子，用

细腻的笔触记录学生们每一个值得珍藏

的瞬间。

“班主任的使命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细

节里。当我们用爱心记录下每个孩子的闪

光点时，教育的奇迹就在平凡中悄然发

生。”潘秋芳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潘秋芳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枚蜗牛图案

的卡片。卡片中，一只蜗牛伸出触角，正努

力地从书堆中向上爬。她从未解释过这张

卡片的意义，只是让它一直留在视线所及

之处，时刻提醒着自己：教育奇迹，往往就

藏在最平凡的坚持里。

潘秋芳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许志华和学生
在银杏林诗会上朗
诵诗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