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支教誓言，点亮青春梦想

如今，有些学生越来越不喜欢阅
读，这是不少老师经常谈论的话题。
其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鲜有人主动
思考。自从读完美国约翰·D·布兰思
福特等编著的《人是如何学习的：大
脑、心理、经验及学校》一书，我茅塞顿
开，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答案。

印象特别深的还是其中“鱼就是
鱼”的故事。有一条鱼，很想了解陆地
上发生的事情，却因为只能在水中呼
吸而无法实现。它与一只小蝌蚪交上
了朋友，小蝌蚪长成青蛙之后，便跳上
陆地。几周后青蛙回到池塘，向鱼汇
报自己所看到的。青蛙细致描述了陆

地上的各种东西：鸟、奶牛和人。这条
鱼根据青蛙对每一样东西的描述后创
作出一幅幅图画。每一样东西都带有
鱼的形状，只是根据青蛙的描述稍作
调整：人被想象为用尾巴走路的鱼，鸟
是长着翅膀的鱼，奶牛是长着蹄子
的鱼。

为什么鱼创作的画面不能与青蛙
描述的东西一模一样？原因很简单，
人们在建构新知识的过程中，创造性
的机遇和危险往往并存。鸟、奶牛、
人，青蛙看在眼里，清清楚楚；但它们
对于鱼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青蛙会根据鱼的描述形成自己的认
知，而这种认知势必与青蛙描述的内
容存在一定差异。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学习
的本质就是构建自己的知识宫殿，其
中的关键步骤就是处理好新知与旧知
的关系，提升思维能力。阅读可以为
思维操练提供可持续和更深广的语境
系统，阅读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在
此过程中，阅读者需要对文字进行识
别、理解、分析、综合、联想、想象，进而
生成价值判断和智慧。这一过程的核
心是理解力，是透过语言的表象洞穿
其表达本质的能力。

作为老师应该深谙此理，应该在
自己的教学中充分考虑这一因素。比
如说，有些孩子在童年时期聪明伶俐、
理解能力强、勤学好问，而到了少年时
期，却变得智力弱化，态度冷淡，头脑
固化。为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们不

会阅读，就在于他们一天到晚抱着智
能手机，抱着平板电脑。诚如恩斯特·
卡西尔所说：“随着文字时代的落幕和
图像时代的到来，语言传统也露出了
破败的迹象。”没有了语言传统的激
励，不少孩子自然也就丧失了阅读的
兴趣和使命。

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的智力发
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袁晓峰也
写道：“阅读是教育的核心。阅读能健
全人格，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阅读情感、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是学
生成长的核心要素；阅读是学生最基
本的学习手段，也是现代人的基本
素养。”

一个能够在阅读的同时借助有
价值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学生，
比起不掌握这种看似简单能力的学
生而言，能够更为迅速、准确地应付
各种作业。因为在他的脑力劳动中
没有死记硬背，他觉得一切都是合
理的存在。他阅读教材或别的课外
书籍，比起那种不会同时阅读和思
考的学生而言，情形完全不同。他
在阅读过后，能够清晰地领会对象
的整体和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性以
及相互制约性。人的大脑是一个复
杂的整体，如果它的某部分不够发
达，就会阻碍整个脑部的工作；在大
脑两半球的皮层里，有一些区域分
管阅读，它们跟脑的一些最活跃、最
富于创造性的部分密切联系；如果
分管阅读的那些区域有了死角，那

么皮层的所有部分的发展亦会受到
不同程度的阻碍。

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老师得爱上
学习，爱上阅读。王崧舟说：“一个优
秀的语文老师，必得有四大支柱的坚
固支撑。丰厚的文化底蕴支撑起语
文教师的诗性，高超的教育智慧支撑
起语文教师的灵性，宏阔的课程视野
支撑起语文教师的活性，远大的职业
境界支撑起语文教师的神性。”而丰
厚的文化底蕴、高超的教育智慧、宏
阔的课程视野和远大的职业境界就
需要教师不断阅读，不断写作，在阅
读中积累与思考，在写作中完善与升
华。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真
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
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二
百本书。”他还说，“每天不间断地读
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就是最
好的备课。”当然，也正是这看似无关
紧要的备课，才把自己打造成一部让
学生百读不厌的书。

也就是说，老师唯有学习与阅读，
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自带光华。原先
孤陋寡闻，现在旁征博引；原来说话冲
动刻薄，现在说话留有余地；原来处理
问题简单粗暴，现在处理问题注意方
方面面。这样的老师自然会受到学生
的欢迎与喜爱。渐渐地，学生的学习
与阅读能力亦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提
升，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遇到适
宜的温度、空气、阳光和水源，就会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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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向来受到人们重视，学生时代自不待
言，成家立业后亦不免狭路相逢。回想当年，中
考、高考接踵而至，全家人如临大敌，作为当事人
踌躇满志，而父母则略显紧张，千叮咛万嘱咐唯
恐有差池。而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送考，我在考场
奋笔疾书，父母在考点外树荫下焦急等待。考试
结束，我一脸轻松走到他们近前，父母也如释重
负。同龄人的遭遇大抵如此，陪考、送考俨然中
国一大奇观，令人无限辛酸又格外感动。

走上三尺讲台，每届毕业班逢大考，我就摇
身一变成为送考人。几分期待、几分忐忑，焦虑
后又轻松的滋味令人难忘。

记得第一次送高中毕业生去考场，我作为带
队老师，在考点外搭起凉棚、拉好桌凳，满面春风
和每一位高三学子热情地招呼，时不时开几句无
伤大雅的玩笑，望着喜笑颜开的学生们鱼贯而
入，久悬的心才慢慢平复。一切就绪，准考证、座
号单、演草纸等等一应俱全，还跟家委会协商配
备考试袋人手一份，考生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即便如此，考试铃声响起，仍然有成群结队
的家长在道旁、树下、车里、商铺中紧张等待。各
个学校的带队老师三三两两聚堆，轻声细语谈论
着当前的形势、预测着丰收的前景。烈日炎炎，
焦渴难耐，矿泉水狂饮一瓶又一瓶，雪糕冰棒下
肚一根又一根，却总是压不住躁动，仿佛知了的
阵阵啼鸣、车水马龙的噪声都会引发内心的共
鸣。考试终于顺顺利利圆满结束，考生们蜂拥而
出，无论发挥如何，个个笑容灿烂，连带着家长、
老师们都放松下来，欢天喜地、谈笑风生踏上
归程。

送考其实也是一种煎熬，充满了未知的挑
战。我辗转到初中带考时，总会遇到几件奇葩事
情：哪个同学睡过头迟到了，抓紧电话联系家长，
百般催促千万安全；某名学生准考证遗失，班主
任马上联系教育局招生办补办；个别人头疼脑热
的，要随时应对，还要时刻预备着家长们的询问，
方方面面不能怠慢。千万双眼睛紧紧盯着闭合
的大门，千万双耳朵聆听着铃声哨音，每次率先
冲出来的少年往往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翻个筋
斗、打个呼哨、吼一嗓子都会引发善意的哄
笑——这时候，所有的孩子都那么可爱。

送考一般持续两天，拥挤的人群突如其来又
倏忽散去，热闹非凡的学校门口在尘埃落定后归
于沉寂。所有考生完成全部科目，被父母亲人簇
拥着打道回府，漫长的等待后，迎来放榜，再开启
新一轮的劳心劳力。

作为老师，送考结束，意味着假期即将开启，
重心由学校学生转向家人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生活平淡而真实。假期结束后，在新的轮回里
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继续教书育人的希望之旅。

看园丁 台

送 考
■张理坤

来陕西定边支教快一年了，开始
时我虽然做足了准备，但现实中的种
种不适应却令我始料未及。

初到定边，最不适应的是气候。
扬沙天气，尘沙遮天蔽日，上下班途
中，脸上、嘴里不免落了些黄土。烈日
当空，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晒得发红，
灼伤蜕皮不足为奇。再者是饮食，面
对西北重盐重辣的菜品和馒头花卷这
类主食，我也不大习惯。但既来之，则
安之，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我架
起了锅，搭起了灶，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

我支教的定边县新华小学是所新
办学校，新校舍拟建中。根据学校安
排，我担任一年级的教学工作。一年
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好奇心强。一开
始，我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立下规
矩，从坐姿、回答问题到书写作了统一
要求，想逐渐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学习

习惯。几个星期下来，孩子们都能顺
利融入到新的学习环境中。

有一个孩子是例外，他十分调皮
好动，我批评的声音逐渐高了起来，偶
尔也让他站在座位上反省。后来我反
思，批评、罚站真的是最好的教育吗？
真的能让他专注课堂吗？之后我改变
了策略。上课前，我摸摸他的小脑袋
对他说：“上节课，你认真听老师讲课，
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堂课继续加油
哦！”他信心满满。课堂中，他注意力
分散，摆弄学习用品，我会对他说：“认
真听讲哦，老师暂时帮你保管，下课再
来跟我拿！”他心领神会。两个星期
后，他改变了很多，课堂上他不再精力
涣散，不再东倒西歪。“某某同学坐得
很端正，还有谁坐得更端正。”“某某同
学书写最工整，我们向她学习。”一次
次鼓励，一声声表扬，在孩子们心中开
了花、结了果，孩子们的学习状态好

了，学习劲头更足了。
上古人计数这节课时，我特意提

前准备好教具计数器，用衣服包好，放
在讲台上，学生对衣服里的东西十分
好奇。上课铃声响起，我开门见山，直
接导入：“想知道衣服里裹的是什么
吗？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它。”导入过程
短、平、快，孩子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这节课的授课效果奇佳。

教学中，学生参与实践所获得的
知识体验比单纯听取教师的讲授还要
丰富，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会很投入
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比长短一课
上，我让孩子们跟同桌比比谁带的绳
子长。孩子开始时不会比，后来掌握
了比较长短的关键所在：对齐、拉直，
以至于再讲授比高矮时，学生清晰地
表达出要站在一起，要站直。

作业是检查学习效果的最好手
段，在作业中多问一问为什么，也能激

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一年级《整理房间》一课有个书后

练习：下面物品中（香蕉、苹果、梨、黄
瓜、青菜、茄子），是水果的在下面画
圈，是蔬菜的在下面画勾。孩子做完
后，核对答案，过程平淡无奇。相关知
识学生早已掌握，此时学生注意力较
涣散，提不起精神来，讲解也是索然无
味。我让孩子们做完作业后再想一
想，还有没有别的分类方法。孩子们
的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投入思考中，
并很快得出答案，还可以通过颜色、形
状来分类。

支边工作虽然辛苦，但在一年的
支教过程中，我始终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同时也将宝应教育的一些好经
验与同事分享，在千里之外的三尺讲
台展示“荷乡”风采，在平凡岗位践行
支 教 誓 言 ，用 奋 斗 点 亮 我 的 青 春
梦想。

风筝转动到夏天
■孙晓帆

火心灵 花

入夏的色彩比春天更让人眼睛发痴。
院子里石榴树上一树红花闪闪烁烁，下面落

红铺满一地。旁边的栀子花开得洁白无瑕，一早
上开几十朵，把它们摘下来，装进书包里，送给老
奶奶，别在衣襟上，养在房间的玻璃瓶里，闻香入
睡。栀子花期未尽，石榴似乎一夜之间都圆鼓鼓
地挂满了枝头，枝叶晃动，怎么也数不准有多少
个，想象它们在秋天涨得开裂，露出晶莹红籽的
样子，心里就充满喜悦。

童年的我喜欢躺在门口的竹床上望天。
门楣上的风筝一直在转动，插在门框最高处

的那个用红色的笔画上图案，转动的时候像朵大
红花，有时也像一只硕大的花蝴蝶。只要有风吹
来，风筝转起来是永不停歇的样子，可它会转动
到什么时候呢？

中午的太阳从门前梧桐叶中间斑驳地撒下，地
上有一片一片的阴影晃动，一只大蚂蚁在到处找食
物拖进它的洞穴，知了在树上声声叫着“夏天”，卖
瓜的商贩一遍遍在村上吆喝着“谁要香瓜”。

和风送春，熏风送夏，大自然以它独有的秩
序又送来了大地的喧闹和瓜果飘香。

傍晚的天际，远山在夜色中变成一道道弧
线，我曾经好奇山那边究竟是什么。后来去山那
边的舅舅家，在山坡上看到山外有山，层峦叠嶂，
山那边还是山。听表哥说：他把牛赶到了最高处
的“娘娘顶”，周围几个山上的草够它吃几天，这
回牛不会轻易溜下山吃庄稼了。那些远山的疑
团才断断续续在心中划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舅舅家门前正对着一座大山，山下有一条
河，俯瞰河水在阳光下总是闪闪发亮。河旁边是
一大片菜园，架子上黄瓜丝瓜的黄花在远处也看
得清晰，瓜果在里面藏着。我和表姐弟去河里摸
鱼，脚踩在鹅卵石上，水清澈得可以看到小鱼和
小虾在交头接耳，虾的胡须一动一动的。找几个
黄瓜和番茄在清水中洗干净，在一大块像鲨鱼肚
子一样光滑的大石头上躺一下，坐起来吃瓜，比
在竹床上还舒服。

在舅舅家玩耍够了，才想起来我家门口插在
门楣上的风筝,它们会转动到什么时候呢？我把
这个疑问装在心里。

曾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话：一个孩子拥有在
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会的际遇。无拘无束生活
在天地之中，如同蓬勃生长的野草，生命力格外
旺盛。高山，田野，天地之间的这份坦然自若，与
人世的动荡变更没有关联。

一个人对土地和大自然怀有的感情，使他与
世间保持微小而超脱的距离，这会让他与别人
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