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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虫子，该是始于
惊蛰。春雷响动，藏虫惊
醒，蛰虫惊而出走矣。惊
蛰临近，我俯身大地寻了
再寻，却未见虫子的踪影。
可稍不注意，天暖地暄，绿
生红放，虫子们竟“哄”地
不知从哪儿全出来了，让
我吃惊不小。虫子朋友，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之所以称之为朋友，
是因为它们几十年都是这
副模样，从未变过。我看
它们如初见，想必它们看
我却已不再是少年。也
罢，既然有老交情，凑前叙
叙旧也未尝不可。时光正
好，我愿与你浪费这点儿
时间。

叙旧，蜂儿也不肯停
歇片刻。它是住在村里老
张家旧蜂箱的同乡，还是
天南海北赶花期至此的来
客？我揣度我的，它忙它
的。钻进花蕊间，伸长腿
脚扫呀扫，沾呀沾，纺锤形
的花粉球子坠得它飞得很
吃力，连“嗡嗡”声也不再
明快，闷声闷气的，招呼也
不打，径直飞回蜂巢酿蜜
去了。

同样高傲的，还有蝶
儿。缤纷娇花凭风而舞，
美丽的蝶儿也在翩然起
舞，甚至略胜一筹。花开
纵然惊艳，化蝶更是壮丽。
这一过程何时何地完成，从未得见，或许蝶
儿也不愿示人，只将美好奉上便是了。“孤蝶
小徘徊，翩翾粉翅开。”蝶儿越是飘然不定，
我越想捕在手上。无奈常是疾走追蝶，最终
无处寻它。偶有捕到的时候，纵使沾了一手
蝶翅鳞粉也爱不释手。如今蝶儿又来，我只
静看“蝶恋花”，没了一丝捕捉的冲动。

还有一种蛾，没蝶儿讨喜。体型肥硕，色
彩黯然，飞将起来也没蝶儿般娴静轻盈，“扑
棱棱”忽而撞灯，忽而撞窗，是个“愣头青”。
我曾点一盏煤油灯或一支蜡烛，坐在昏暗里
夜读。正当专注之时，常有飞蛾忽地冲来，双
翅扫过，扇得火焰抖动；偶尔穿焰而过，火光
加剧，原来是烧了蛾翅，“啪嗒”落在桌上，滚
动几下死去。我猛然想起了“飞蛾扑火”，并
引发了蛾是自寻死路、自取灭亡之“庸”，还是
毅然决然、不怕牺牲之“勇”的思索。

蝉也有透明的薄翼，算是飞虫，但总是
栖在林梢不动，“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
烦人地叫个不停，叫了整个夏天。蝉似是夏
的主角，不知它哪儿来的兴致和精力，唱起
来没完没了，扰了无数慵懒的夏日午后。逮
它不着，哄它无果，也只得由它去了，困得难
受了也便睡去。醒来，蝉还在呼朋引伴地合
唱，毫无散场之意。

夜里，蝉终于退场，可蟋蟀又登场了。
它不是合唱演员，却是独奏高手。没有灯
光，没有配乐，独自隐在菜畦、花圃间，蹬腿，
展翅，振动摩擦出“唧唧吱吱”的旋律。“晓夜
鸣不已”，单调是单调些，可这欢愉、雄壮的
旋律足以生出“凤求凰”的浪漫故事，也算得
上是美妙天籁了。我也曾打开手电，钻入花
草间照来照去，却找不到那个“演员”，还被
蚊虫叮了几个大包，悻悻离去。想必全情投
入的蟋蟀定是看到我了，用更响亮的“吱吱”
嘲笑我的不解风情，我却听出了几分得意与
狡黠。

蚂蚁就安静多了。不飞不跳，不吵不
闹，成群结伙地排着长队，不知从哪儿来，
也不知到哪儿去，就那样憨憨地迈着轻快
的脚步在大地上奔忙。我横了一根树枝，
挡住它们的前路，不远处又堆了几块石子，
划了一道深沟。于它们而言，这无疑是天
险。我以为它们会绕道或退回，却只见它
们开始爬越“山脉”，有的甚至寻得树枝与
地面的孔隙钻了过去。片刻又混成一队，
有的攀越“山峰”，有的穿越“峡谷”；继而整
队越过“壕沟”，踏上坦途。这一路，他们惊
心动魄，我也由暗自取笑变得心生敬意
起来。

在村里生活久了，虫子朋友真交了不
少。瓢虫是叶上的道人，单星、七星、多星布
于鞘翅之上，似是暗藏玄机，它只静停那里，
不露丝毫；甲虫是勇猛的斗士，黄的、绿的、
黑的铠甲披上身，便无所畏惧，有时撞在窗
上、灯上，摔落一隅，休整片刻，又翻身起来

“嗡嗡”乱飞，撞得“叮当咣啷”；蜘蛛是从容
的军师，“摆好八卦阵，稳坐军中帐，单等飞
来将”，论手段，论智谋，真的堪称“虫中小诸
葛”，当然，有时也将蜂蝶、蜻蜓掳了去，害我
慌忙前去营救……

之所以愿意浪费点儿时间，与这些虫
子朋友叙叙旧，是因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
事。生命无所谓卑微与高贵，生命就是生
命，都是宝贵的。有益还是有害，只是按人
的标准评定罢了。其实，它们已经用身姿、
色彩、味道、机能暗示过了，能否成为朋友，
它们似乎毫不介意，就在各自的领地默默
绽放着短暂的生命，完成自然的托付，重复
下一个轮回。虫子朋友，我将在每个惊蛰
开启的时光长河的源头等你，即使你再也
认不出此时成熟的我，抑或你根本就不是
旧年的你，我也分外珍惜这段共渡的缘分，
记下这份美好，以慰浮心。

随闲庭 笔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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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金
刚

杂风物 谈

身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研究
者，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如何更好地
推进现代学徒制下的职业教育事业，
读完《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因与
机制研究》一书，我获得了很多启发和
思路。本书从国内外学徒制历史沿
革、参与主体意愿与行为、参与机制模
型以及实际案例研究出发，对企业参
与现代学徒制的规则和方法进行本质
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空洞无力的，而是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后得到

的结果。
书中序言说，经过 10年的试点实

践，“现代学徒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企业参与动力明显不足，校热
企冷的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了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效果。对此我深
以为然，这正是目前职业教育的困境
所在，也是很多职业教育同行希望努
力解决的问题。

书中对国内外学徒制的变迁进行
了梳理，从“世袭制和艺徒制”到“练习
生制”，然后到“半工半读制实验教
育”，再到“边缘化学徒制”，最后演变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校企合
作的现代学徒制”，同时对比了国外现
代学徒制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启发我
们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现代学徒制”
产生的意义和背负的使命，从更深层
次的角度去思考“现代学徒制”的社会
目标和愿景。

更令我惊喜的是，本书摆脱了最
为常见的理论堆砌和资料罗列的现代
学徒制研究方法，在书中第二部分利
用数学模型方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定
量化的论证。书中从“利益感知、成本
感知、内外部环境”三个维度归纳了企
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意愿及持续参与行

为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利益因素在
利益感知中的重要性高于人力资源优
势及社会形象”“成本感知则主要来自
实习成本费用及效益损失”“外部政策
法律环境的保障作用比内部资源充足
更加明显”。书中还采取“利益博弈”
的方法，探讨了在“监管力度、学生价
值创造、社会外部性以及政府支持的
影响”等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企业
如何制定参与行为的决策过程及决策
结果。定量化研究为我们更好地进行
现代学徒制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支撑。

我想，也许是因为职业教育研究
者总是更多地站在职业院校的角度对
现代学徒制进行改革创新，对企业困
境的理解大多是隔靴搔痒，而职业教
育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的成果”需要受
到企业的认可。正因如此，《企业参与
现代学徒制的动因与机制研究》这本
书，提出了主体大联合式的“现代学徒
制运行机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了

“六大子模块”的运行机制，将政府、行
业协会、企业、职业院校、学徒等主体
纳入其中，明确各主体的任务、责任、
权力、利益需求，充分考虑不同主体诉
求的满足和困境的解决，力图把企业

无缝导入现代学徒制。书中基于“柔
性”模块组合思路得出的很多观点和
建议常让我耳目一新，也为职业教育
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路径。

书中第三部分对这种跨校跨企跨
地区的“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进行了
详细解析，六大子模块分别包括招募及
成长、技能资格融通与人才流转、校企
平台协同共建等。例如在“成长机制”
中将企业、学徒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动
态化”管理，将“学徒晋级”“企业资源供
给”“高水平人才培养”等多主体的多目
标交融在一起，使得现代学徒制显现出
更富吸引力的职业生涯晋升特征。

该书紧紧围绕如何更好地推进企
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问题展开，为更
好地展现目前现代学徒制的实际运行
状态，书中还通过列举工科类及商科
类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践案例，对其具
体情况、绩效、问题进行详细阐释，给
出优化策略，进一步印证了书中的观
点。我认为，本书非常值得职业教育
相关部门、职业学校、企业好好读一
读，不但可以让我们走出一些现代学
徒制的变革创新困境，而且还可以让
我们在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更全面地
思考问题。

现代学徒制的“冷”与“热”
过好书 眼

《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
动因与机制研究》

陆玉梅 高鹏 陶宇红 著
九州出版社

——读《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因与机制研究》有感

■石伟平

诗意乌桕树
■张玉明

蜂蜂 宁琳净宁琳净 摄摄

2021年夏，带着对未来的向往
和对学校的憧憬，我如愿以偿地走
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刚入职的我，渴望在新的岗位上大
展宏图。但是刚开学一个月，班上
一个有名的“小霸王”就给我上了
深刻的一课，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
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那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
二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请假两周，学
校让我担任临时班主任。在此之
前，我没有任何班级管理经验，我
非常焦虑，担心工作做不好，会出
什么纰漏。为了能平安度过这两
周，我坚持每个课间都提前赶到教
室，但是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
生了。

这天，我远远地看到校长领着
一个黑黑瘦瘦的小朋友朝我们班
的方向走来，走近一看，可不就是
我们班的“小霸王”小俊（化名）嘛。
原来小俊在图书室不仅不读书，还
穿着鞋在新买的沙发上蹦来蹦去。
这一幕恰巧被校长撞见，校长耐心
地询问：“孩子，你在家也是穿着鞋
在沙发上蹦来蹦去吗？”小俊丝毫
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昂起下
巴理直气壮地说：“是呀，我在家就
这样！”说完又若无其事地在沙发
上跳了起来，留下了一串杂乱的黑
脚印。校长没再说话，温和地跟我
说：“小滕，好好跟孩子聊聊。”

小俊的“英雄事迹”让我觉得
特别没面子，怒火冲上头顶，我立
即拨通了小俊妈妈的电话，告诉
了她小俊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回
到家，我辗转反侧睡不着，感觉自
己的处理方式不够冷静，内心隐
隐有些不安，决定明天好好找小
俊聊聊。

第二天一早，我在操场上却怎
么也找不到往常那个爱调皮捣蛋
的小俊。“小俊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带着满腹疑惑匆忙跑去教室寻
找，吃惊地发现小俊正乖巧地站在
自己的位子上，伸长脖子朝操场
望，眼里流露着“出去玩”的渴望。
我询问小俊后，他告诉我，妈妈昨
晚把他“收拾”了一顿，并对他提出
严厉的要求，甚至不允许他到操场
活动。那一刻，我突然陷入了深深
的自责，孩子调皮是天性，作为老
师应该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具体情
况，耐心地加以引导。

于是，我拉着小俊的手一边往
操场走，一边问他：“以后还会不会
穿着鞋在沙发上跳呀?”“不会了！”
小俊低着头怯怯地回答。我松开
他的小手，摸摸他的头，鼓励道：

“没关系，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去操场玩吧！”看着小俊一蹦一跳
地向操场跑去，我顿感释然。

为了进一步了解小俊的情况，
我再次拨通了小俊妈妈的电话。

小俊妈妈解释，因为平时自己和
小俊爸爸工作忙，小俊一直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老人比较溺爱孩
子，小俊养成了许多不良的习惯。
我郑重地跟小俊妈妈说：“请一定
要重视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不管工作如何忙碌，都不能把
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交给长辈。
一定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同时
要和老人讲一讲家庭教育的方
法。在学校我也会积极引导教育
小俊。”

电话沟通后，我趁热打铁在班
级里组织学生选举“文明小卫士”，
并推荐小俊成为其中一员。此后，
小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在接下来
的每个课间，我都能看到小俊认真
地遵守和维护班级秩序。小俊妈
妈也主动打电话说，小俊在家里的
表现好了很多。现在每每看到小
俊取得进步，我的职业幸福感就会
油然而生。

很多时候孩子是在试错中成
长的。对于犯错误的孩子，我们不
要轻易给他们贴上“品行不端”的
标签，因为学生的许多错误与道德
无关，而是不良习惯使然，作为老
师我们要用爱和智慧引导孩子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很多时
候就是尊重、鼓励、理解、陪伴和等
待，让我们静待花开，以最好的姿
态重逢。

沙发上的脚印
■滕衍达

行教育 思

记得大学时，读吴伟业的长诗《圆圆曲》，有
“消息传来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的句子，不
知道“乌桕”是什么树。那时没有电脑搜索，更无
手机百度，便执书去问老师。老师说，乌桕就是
木子树、梓树、木油树、蜡烛树，我们均摇头不知，
一脸茫然。最后，老师索性领我们到校园东南角
的小山旁，指着一株树说，它就是。我一看，脱口
说，就是洋辣子树啊。记忆中，家乡村西头的小
河边，就长有一排乌桕树。

我们叫它洋辣子树，是因为树上生有一种叫
洋辣子的毛虫，浑身带有毒毛，不敢触碰。倘若
不小心碰到的话，皮肤会立即红肿、疼痛、瘙痒，
异常难受。洋辣子是我小时候最惧怕的一种昆
虫，唯恐避之不及。也因此疏远了乌桕树，从不
敢攀爬它。后来又知道，乌桕之所以叫洋辣子
树，还有一个原因，乌桕的花毛茸茸的，酷似洋
辣子。

春夏季的乌桕，生长于丛林中，并不显山露
水。直到秋天来临，乌桕树才显露峥嵘。叶子一
天天红起来，一树红叶，似一团火把，在半空中燃
烧，也映得河水通红。陆游在描写家乡绍兴的乌
桕时写道：“梧桐已逐晨霜散，乌桕犹争夕阳红。”
杨万里在看到杭州西湖周边火红的乌桕时说：

“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打趣乌桕
本是天生的老染工，却把铁黑色错染为猩红色。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枫之丹，桕之赤，
皆为秋色之最浓。”秋天正是乌桕一年中最高光、
最耀眼的时刻。

冬天的乌桕，另有一番情趣。当乌桕叶落
尽，枝头黑色果实的果壳裂开，脱落，露出里面三
瓣羊脂般白的种子。阳光下，它们悬在枝头，远
远望去，像极了早开的梅花。“前村乌桕熟，疑是
早梅花。”这是元代诗人黄镇成游历浙江东阳时，
看到冬日里的乌桕子信手写下的名句。清人袁
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自己冬天在山中行走，
看到乌桕树上有许多乌桕子，误以为是梅花的花
蕾。想以此写诗，却不料读到了他人诗句：“偶看
桕子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千林乌桕都离
壳，便作梅花一路看。”他只得长叹作罢，因着此
景已被人写过了。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一文
中写道：“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
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
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冬日的乌桕竟然如
此富有诗情画意，也是其他树所不及的。

江南多乌桕。乌桕喜湿，而江南多雨水河
流，适宜乌桕生长。同时，乌桕还是一种经济树
种，其种子外面包裹的白色蜡质，可提炼制作蜡
烛，带来经济收入。所以，古时江南家家户户都
栽种乌桕，乌桕树因此又被称作蜡烛树。

在古时，乌桕还被称作故乡树。“醉时忘记来
时路，借问行人家何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
溪南乌桕树。”诗人酒醉找不到回家的路，有行人
告诉他，往古庙那边走，过了小溪的南边，长乌桕
树的地方就是。“门外两株乌桕树，叮咛说向寄书
人。”阿妹反复叮嘱捎书信的人，见到在外多年的
阿哥，一定要带话给他，阿妹家门口有两棵乌桕
树。可见乌桕已成了故乡的标志，家的坐标。

如今，电灯普及，蜡烛式微，乌桕树种植规模
也大幅减少，只作为一种景观树，种植在公园路
旁或角落，装点着城市，给人以美的享受。乌桕，
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个古老的物种，穿越千年时
空，依旧那么红艳，还是那么优雅，魅力独具。无
论相见或想起，都让人诗情绵绵，怦然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