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外流浪久了、累了，总会转过头
去，回望故乡。这个时候，袅袅升腾的
炊烟，便是脑海中时常闪现的温暖
意象。

炊烟是什么？炊烟是草木秸秆在
灶膛里燃烧后，顺着烟囱冒出去的烟
雾，是农作物奉献了花朵、果实、树木，
奉献了绿荫和良材之后的再一次献身。
燃烧产生的热能为家家户户蒸煮饭菜，
烧水取暖，留下些许的灰烬用做粪肥滋
养庄稼，而升腾的烟尘悄无息地消散于
宇宙天地之间。植物的一生，彻底地付
出，纯净地消散，带给人类赖以生存的
物质，留下让人类记怀的美丽与敬意。
这人间的烟火，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图
腾，是人们心中的不灭梦境。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最喜欢做的事
情之一就是烧火。那个时候，家家户户
都盘着烧火做饭的灶台，一日三餐都得

生火做饭。小麦、玉米或棉花的秸秆，
玉米剥粒后的瓤子，被修剪下来的树
枝，秋风吹落的树叶等，晒干之后都可
用来烧火。于是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
总会堆放着一些柴禾。这是农村特有
景象，是农耕生活的一道风景。

植物的叶子很容易点着，但烧起来太
快，火力不够。秸秆相对耐烧一些，但也
烧不了多久，最耐烧的当属木头。因此，
要想把火烧得合适，还需要一些技巧。

我喜欢烧火的原因，当然不是我的
烧火技术有多好，而是喜欢烧火时的心
境。一个人对着灶膛，看着火苗扭动舞
蹈，变幻莫测，内心会进入一种别样的
境界，会一时忘了现实的艰难与烦恼，
那精灵般左冲右突的火焰，像一个幻
境，把人牢牢地吸引住，会不自觉忘了
今夕是何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小小
逃离，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小乐

趣，至今留恋不已。
烟雾顺着烟囱向天空升腾，像魂魄

脱离了躯壳，从此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
存在与漫游。缓缓升起的烟雾，让整个
村庄充满诗情画意，款款深情，让人体会
着一种踏实满足的日子。有炊烟起，就
有热乎乎的饭吃。有饭吃，人就踏实。

炊烟受天气的影响，会变化出各式
各样的形态。微风起时，炊烟便随着风
儿起舞，如同飞天裙带飘飘，轻柔曼丽。
当大风袭来，炊烟便随着风向快速地奔
向远方，来不及一丝眷恋与回顾。而阴
雨的天气里，炊烟也变得沉郁凝重了许
多，似乎满怀着心事，缓缓地飞升飘散。
但无论怎样，炊烟总是向着天空的方
向，升腾、升腾，最终消失得无踪无影。

东晋诗人陶渊明曾有诗句:“暧暧远
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让人读后既有诗意，又感温暖。

陆游也曾写到炊烟：“漠漠炊烟村远近,
冬冬傩鼓埭西东。”而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里，也描摹着缕缕升腾的炊烟。
自古以来炊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内容，甚至升华成一种意义，一种
象征。

炊烟，是房屋顶端升起的云朵，是
柴草灶火幻化的幽魂，是村庄的呼吸，
是人们的祈祷。炊烟是爱的信号，催促
着在外疯玩的孩童回家的脚步；炊烟是
召唤，牵引着远方的游子常回家看看；
炊烟是一种敬意，提醒着人们敬重自然
与大地；炊烟还是一种启示，它告诉世
人，在燃烧中奉献并升华自己。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环
境保护的重视，如今很多农村已将烧柴
改为用电或液化气了。农村少了炊烟，
便少了很多意味。那渐行渐远的炊烟，
便成了游子心中永远的牵念与怀想。

书书缘 话

《我就想静静地教书》
顾文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手捧此书，“静静教书”几个字搭配
着淡黄的暖色，让人内心平和。初次翻
览时，我被书中的一首首童诗吸引。我
十分惊异小学生原来可以写出如此打
动人心的诗词！没有理性的表格，也没
有华丽的辞藻，语言朴质而轻盈。

顾文艳老师的这本书贯穿童诗，
以童诗课为着力点，阐述了不同孩子
的心灯是如何借诗词点亮的。通过读
诗，她带领孩子们开启想象的大门，让

他们用天马行空的想法去构建大千世
界各种联系，用心感受冷热酸甜；通过
写诗，她引导孩子们去观察世界，启动
细腻的心灵去感受事物；通过评诗、修
饰，她让孩子们一遍遍地浸润诗词，拨
动内心深处的诗意，获得成就感和美
感。我十分感动：文学使人高雅，良师
点亮心灯。

读到第四辑“哪怕只是点亮一盏
灯”，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时代。
年少时，我遇到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位热
爱文学的青年，她鼓励我们自由阅读，
大胆随笔。那时的我逐渐养成看书和
写作的习惯，就像顾老师的学生小涵一
样，时刻捧着一本文艺的杂志，咀嚼每
个让人感动的词语。走在放学路上，仰
望着漂移的云朵，我写下一篇小诗《漫
步云梯》；看了一篇科幻小说，我就大胆
地往下写了续集……教室的事儿、路边
的花儿，无一例外都成了我随笔的素
材，成为了我青春时代心灵的痕迹。每
每翻阅随笔，我总是感慨无数。记录的
习惯一直伴随我直到现在，成了我日
省、总结的“法宝”。是文字滋润了我的
内心，是文学柔化我的心灵，是语文老
师点亮了我的心灯。瞧，文字的力量多
大，可以映照人十多年甚至一辈子；良

师的力量多强，足以点亮一个人的人
生路。

读完本书，我深刻意识到，小学生
的内心其实更加敏感而富有情绪，教师
需要敏锐地感知和耐心地引导。我开
始反思，作为一名体育老师，自己曾习
惯于粗线条教学，以后应该更加细腻地
将心灵教育融入教学生活中。

初任小学体育老师时，课堂本身的
活跃氛围、学生的好动让我习惯于严格
管理。为了保证学生运动时的安全，我
不敢松不敢放，总觉得任何危险与问题
都是行为习惯造成的，养成遵纪好习惯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希望学
生们整齐划一地完成既定动作。尤其
是对一些“小霸王”们，更应该以威严震
慑他们，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惯。但是，
被批评的孩子们有时只会在压制下暂
时地“归顺”，甚至一些有想法、胆子大
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与行为。这让
我意识到，不在意学生情绪的教学必须
改变。

我的学生中有一位一年级的小男
孩。他思维活跃，纪律感弱，自尊心强。
上课过程中，他会兴致勃勃跑到我身旁
谈论观点；在我中断和他交谈后，他又
会情绪失控、肆意发泄，一度使自己和

同学处于危险之中。面对如此情绪化
的孩子，我此前一筹莫展。读了顾老师
的书，我忽然领悟到，学生的情绪变化
往往是内心需求的外在表现，也许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来寻找教育的突破口。
于是，我换位思考揣摩他内心的想法，
先以平和的语言疏解他的烦闷，进而引
导他养成遵守纪律与控制情绪的好习
惯，树立保障课堂顺利进行的共同目
标。果然，他不仅更加遵纪，还显露了
跑步的天赋。

还有不善合作的小冉、爱哭的小
泽、怪罪队友的小铭……一次次的教育
经历让我意识到：孩子年龄再小，也会
有自己的想法，有敏感的情绪和细腻的
内心世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情绪，在
学生躁乱时放慢节奏，先倾听缘由，再
耐心疏解，继而引导学生进步。只有疏
通了情绪问题，学生们才会怀揣期待的
心、洋溢灿烂的笑来参与活动，体验运
动的快乐和团结的力量。

顾老师潜心研学、静静教书，用童
诗润化学生内心、点亮心灵之灯，让学
生在诗海中徜徉；我希望用自己富有朝
气的活力和平等沟通的姿态，拨开学生
内心的乌云，点亮学生的心灵之灯，照
亮他们的前方道路。

■张政

点亮心灯做教育
——读《我就想静静地教书》有感

感故土 怀

远去的炊烟
■李庆霞

寒露桂花香

故园小院有我手植的柿树和桂树。秋
风飒飒，桂香柿红，一院的色彩和馨香，如宋
画般高古。一隅黄昏，生动柔软，斜躺竹椅，
闲翻卷册，桂花飘坠、旋舞，似天女散花。

薄凉秋日，细碎花瓣，沾着露珠，一簇簇
串在枝条上，小家碧玉般温婉纤巧，让人怜
爱。桂花绽放绿叶间，满树清香馥郁，灿烂
如烟，浓郁似霞。

我时时惊诧于桂香。桂香，是花的歌声，
是意涵幽深的花语，是地气和日光在风中奇
妙的融合，连日子也被熏染得澄鲜明净。

摘桂花和摇桂花有《诗经》中采薇采葛
的意境。竹竿抽打，叶花俱下。有人爬上
树，满手满把采摘。乡下温婉姑娘，树下铺
一块蓝粗布。轻摇桂树，桂花簌簌而下，然
后细心拣拾，装在古旧竹篮里，挑个晴天晒
干，再收藏起来备用。

岑寂小院，月色如禅，桑木老桌，啜饮桂
花茶，感受时光缓慢如江南丝绸。茶香细腻
温润，如林清玄所说：“漂浮在壶面的桂花，
仿佛还活着，那样晶莹、那样明亮。”桂花落
下的是闲情逸致，是花落香径的天地情怀，
是心灵超越的透彻感悟。

此时，玉宇无尘，桂影绰约，暗香流动。
月色素白，桂子寥落地开，寥落地败，像一位
女子，有着古典的情结，躲在清风明月淡花之
后，过自己清凉的诗意生活。桂花实是花中
隐者，其沉敛的诗人气质，彰显风度与内涵。
桂花细细碎碎地开，也像无惊无澜的日子。

银蟾秋皎，抿一盏桂花茶，拈一块桂花
糕，倏觉尘世仁厚可亲。年迈的祖父善制桂
花酿。先拣去桂花中的杂物，晾晒一下，倒
入白糖，拌匀，装坛放置数日，加入高度白
酒，密封。启盖饮用，香醇可口，味蕾沦陷。
桂香溶解到酒液中，以一汪温情抚慰人生。
待到朔风四起，天晚欲雪，斟上一杯，慢慢咂
饮，风雪夜归人。

母亲喜在发糕上洒上金黄的桂花粒，铁
锅里蒸。咬一口，松软清口，甘醇芬芳。凉
爽秋夜，家人闲坐，嘬螺剥蟹，明月清风，虫
鸣唧唧，快然自足。

糯米桂花糖藕，是桂花膳食的绝响。藕
段似美人玉臂，藕孔塞进珍珠糯，加入冰糖
焖煮。堆盘浇蜜，艳如年画，滑爽清甜，伴着
薄凉秋意，日常烟火，流淌乡愁诗意。

深秋，街头深巷飘来桂花栗子羹的甜香。
桂花煮成甜羹，粉腻膏润，让舌尖领略自然赏
赐的温馨与美好。酸甜醇厚的滋味，每吮一
口，都像是一股细腻柔软的爱意在舌尖化开。

“万卉千葩春事足，一岩桂自壮秋光。”
乡间秋日，花事不繁，桂花却攒于枝叶之间，
天香云外飘，不邀宠、媚俗，一秋风月。桂香
是坚定且有力度的香，在我看来，当属花中
第一流。秋露薄寒，桂枝清供，品赏悟道，让
人瞬间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

■宫凤华

风物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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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是溧阳市杨庄小学的小雅老师，今天将
由我带领大家走进家门口的好学校——
溧阳市杨庄小学，一起看看这里美丽的
环境和精彩的课程……现在出现在大家
眼前是学校的龙狮馆，我校龙狮队参加
过全国第九届舞龙舞狮锦标赛，并获得
舞狮第二名、舞龙第三名……”

这是常州市教育局组织的“家门口
的好学校”直播探访中的一幕。在近 1小
时的直播中，溧阳市杨庄小学受到广泛
关注，点赞数达9.3万。

杨庄小学原来是溧阳市的一所薄弱
学校，90%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学生缺乏自信，学校没有特色，教学
质量一般。为解决这些问题，杨庄小学
通过确立学校文化、打造育人环境、丰富
特色课程，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发
展之路。

明晰价值追求：
从“舞龙舞狮”到“起舞文化”

在校址搬迁之前，杨庄小学没有统一
明确的办学理念。教师各自按照自己的
理解做教育，有的注重班集体教育，有的
注重文明习惯的培养，有的注重感恩教
育……为找寻学校发展的突破口，学校召
开了多次研讨会，想找一个教育的合理抓
手。一次偶然的机会，有老师提出，可以尝
试把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作为抓手，因为
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但又同属于中华民
族，这一观点得到教师们的广泛认可。

2015年，该校龙狮队正式成立，并添
置了舞龙舞狮的装备，挑选部分有兴趣
的学生，还专门从广州请了教练。从班
级到年级、从学校到社区……只要有展
示的机会，学校就给这批学生创设舞台，
经过数年的实践，特色逐步彰显。

2019年，杨庄小学易地新建，这是整
体设计学校文化的契机，该校又多次召
开论证会，邀请教育专家共同参与讨论。
一个个金点子在论证会上诞生。最终，

该校将“起舞文化”确立为办学文化，同
时确定了“舞动童年”的校训，构建了“做
人生最精彩的舞者”的育人目标，明确了

“让学校成为儿童灵动发展的舞台，让
鼓舞伴随童年度过美好旅程”的教育实
践途径。

美化校园环境：
从“硬件设施”到“育人景点”

在这次“家门口的好学校”网络直播
中，杨庄小学的“印象红泉”“师友翠竹”等
校园景点给网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年级的王子怡是学校小主持人社
团的成员，该社团还承担着一个重要任
务：给来访客人介绍学校的文化景点。

“我们经常要向客人介绍学校的景点，慢
慢地我对学校的认识更深入，见到陌生
人也不紧张了。”王子怡说。

该校德育主任芮朝丹介绍，学校环
境中的景点、各类功能室都是学生学习
和展示的平台。以往学校陈设简陋、单
一，现在学校把陈设与教育相结合，让环
境开始“说话”。例如学校的广场——

“毓秀杨庄”，这是一个乡贤名士集结地，
将英勇御敌、顽强不屈的杨邦乂，一身正
气、扬善惩恶的狄斯彬，铁骨铮铮、忠义

英烈的普颜不花，慷慨就义的抗日爱国
将领史蔚馥，专注科学研究的大学教授
狄苏林、史维祺，激流勇进、不断挑战的
工程师史海政、史胜海等人的事迹展示
在广场上，以榜样引领、激励学生。

杨庄小学还依托地域资源开发设计
了“印象红泉”。杨庄小学旧址在夏庄
村，夏庄村曾有一个历史名人——史贻
直。史贻直是清代三朝元老，其故居的
书房旁有一口红泉井。现在该校对“红
泉”进行了独特的解读：“红”是理想信

念，是德育的标志；“泉”是文思泉涌，是
智慧的象征。该校把这口井打造成了一
个具有江南韵味的景点，既是对历史遗
产的保护，也是对文化的传承、对教育资
源的挖掘。

像这样的景点还有“红泉书屋”“师
友翠竹”“桃李芬芳”等，这些有形的环
境，给予学生无形的教育浸润。

丰富教育内涵：
从“艺体课堂”到“起舞课程”

在杨庄小学的众多课程中，每天的
阳光大课间和每周的社团课程最受学生
喜爱。该校教导处主任谢恒介绍，原来
学校围绕“舞龙舞狮”项目只开设了一些
体育课、音乐课，给予学生的帮助有限。
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在教育改革中受
益，杨庄小学着力建构了“起舞课程”，其
中包括活力课程、张力课程和魅力课程
等内容。

活力课程指向儿童身心健康的发
展，是“舞龙舞狮”课程拓展延伸形成的
体能课程，目的是让儿童“立起身子”。
其中包括体育课、阳光大课间、活动课、
篮球课、足球课等。所有学生在校运动
时间得到充分的保障，每一个杨庄学生

都变得生龙活虎。学生张天宇在刚刚结
束的校园足球联赛中获得了“最佳射手”
称号，他拿到奖杯和奖状时激动地告诉
同学们：“在和三（2）班决赛时，连进两球
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张力课程是地域文化、传统文化融
通的文化课程，让儿童“向内沉潜”。杨
庄小学以社团活动为平台，开设中国故
事、武术、书法、民乐、舞蹈等自修课程。
坚守中国心，培育中国根，铸造中国魂，
提高“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意识，感
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课
程指导老师赵顺说：“我校的传统文化课
程开发，旨在培养‘龙的传人’，让中华文
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这样
的课程很有中国味儿。”

魅力课程指向儿童智慧创造，是校内
课程与校外基地课程相结合的劳动科技
课程，让儿童“向上飞扬”。杨庄小学利用
地域优势，以百年企业正昌集团、溧阳美
音 1号公路、研发生产新能源动力储能电
池的宁德时代为主要课程基地，将劳动科
技教育课程开设在广阔的大环境之中，因
地制宜、因人而异建设丰富的特色课程。

近期，常州市研究性学习成果获奖
情况已揭晓，该校的《“会唱歌的公路”研
究性学习》项目获得一等奖。该校把课
堂从校内搬到校外，把广阔的社会变成
学生的课堂，学习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生，
学习的兴趣被进一步激发。

“起舞课程”拓展了学习时空，契合
了学生的生长点，让课程成为了儿童茁
壮成长的一方沃土。

多年来，溧阳市杨庄小学在发展变
革中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道
路，打造“起舞文化”系列课程，让校园成
为了师生提升生命质量、迸发蓬勃活力
的舞台，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益，显现出
薄弱学校发展的新样态。如今，“舞动童
年”已经成为杨庄小学的标识，也成为溧
阳教育的品牌，这所百年老校，再次焕发
出耀眼的光芒。

溧阳市杨庄小学：舞出童年的精彩
■本报通讯员 朱万松 成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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