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７新教育
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

刊专
助理编辑:邢田恬E-mail:jsjyb@vip.126.com共写随笔叙事

回望 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一路泥泞，一路
欢歌。2018年 9月，新教育的春风拂面而来，
原本平淡无奇的生命在那一刻荡起了层层涟
漪。在新教育的引领下，我和孩子们把教室命
名为“快乐的远行者”。我们约定：每一天都要
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快乐的远
行者！

与清晨共舞，与小诗为伴

“早安，孩子们！”“早安，老师！”每天早晨 8
点，我与孩子们准时问好。我们在每一个清晨共
舞，共赴一场晨诵的“约会”。

朝鲜诗人朴世永的诗歌《山燕》在孩子的心
中轻快飞翔；刘湛秋的《绿叶》在孩子们新奇的眼
中抽出第一片嫩叶芽；走进冰心奶奶的《雨后》，
孩子们跟着那对小兄妹欢快地戏水……一首首
美妙的诗歌好像一粒粒神奇的种子，深深扎根在
孩子们的心中。“老师，这些诗写得太美了，我们
也要写诗！”孩子们酣畅淋漓地诵读了大量诗歌
后，对写作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写诗？他们这么
小，还是一年级，能写诗吗？我在心中打了个大
大的问号。

新教育提出要无限相信孩子的潜力。于是，
每天 20分钟的诵读之后，我就让他们试着仿写
或自创。

刚开始，孩子们的诗写得很短，有时三四句，
有时四五句。那些语句是多么稚嫩呀！每当孩
子们兴致勃勃地将“诗”拿给我看，我总是对他们
竖起大拇指。在我的心中，它们是世上最美的
语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我的鼓励下，孩子们
的写作兴趣越来越高涨。短短一年的时间，他
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三年级时，班上很
多学生都踊跃参加四川省第八届童谣创作比
赛，多人入围，钟彦汐同学还凭借一首《蒲公英》
获得一等奖的佳绩。这让我更加坚信：没有谁
生来就是诗人、作家，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要
坚持，就有奇迹。

揽四季芬芳，书趣味生活

校园里的动植物特别多，在大树的枝叶中，
繁茂的草丛里，泥土的缝隙间，无数小精灵尽情
地跳跃着，飞舞着，奔跑着。蜜蜂、蝉、麻雀、蚂
蚱、蜗牛……它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春天，我喜欢带孩子们观察围墙上的爬山
虎。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看到爬山虎只
长出了一些小叶片，枝条还是光秃秃的。孩子们
的日记里便多了几分期盼。

夏天，爬山虎的叶片绿得有些耀眼，孩子们
的日记里多了几分葱茏。他们走到围墙下，探
索叶圣陶爷爷《爬山虎的脚》里的奥秘，不仅获

得了知识、解决了疑问，还收获了美好的心情。
深秋，我们再次探秘爬山虎，孩子们竟自

顾自地玩起来了。有人摘下一根爬山虎的
藤，熟练地编织出了一个红叶帽。有人捡
起地上的落叶立在头上，瞬间长出了两
只“大耳朵”。孩子们的日记里多了些
欢快的足迹。

冬天，满墙的爬山虎只剩下倔
强蜿蜒的藤蔓。孩子们的日记中
多了几分珍惜。文馨晨同学写
道：“看着老去的爬山虎，我想起我
的爷爷，生命诚可贵，我们要珍惜身
边的每个人。”

除了四季的爬山虎，我们还写校园
里的李树、梨树、七里香、三角梅……孩子
们的写作不需要框架的束缚，想写什么就
写什么，也不必强调要有精彩的语言，他们的
写作应该像呼吸一样自然。

抓生活事件，养健康灵魂

上课铃已经敲响，第一排的座位上怎么还挤
了一圈人？

我好奇地凑了上去。原来是何皓轩和张肖
肖两个“昆虫迷”捉来了一条蚯蚓，它正躺在课
桌上的方形小槽里奋力扭动着。如果现在开始
上课的话，肯定抓不住孩子们早已飞到九霄云
外的心，何不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分组观察再写
作呢？

各组观察完毕，孩子们兴奋地写了起来。字
里行间，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蚯蚓的爱。何皓轩
同学写道：“我的宠物叫蛋黄，它的头上一根毛也
没有，身体很轻，拿在手上就像空气一样轻。”张
肖肖同学写道：“它的身上有许多横线，恐怕有
900多条吧，我想，它应该有 900多岁了。”孩子们
所写的也许并不符合科学意义上对蚯蚓的描述，
但我更喜欢这些浪漫的表达。在他们眼中，不符
合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课间，窗外飘着细雨，我正带着孩子们在一
楼的书柜前看书。突然，何宇萱同学气喘吁吁地
跑到我面前：“刘老师，不好了！有人把柳树砍倒
了！”怎么有人砍柳树呢？我们一起涌向被砍倒
的柳树，孩子们问正在砍树的师傅：“叔叔，为什
么要砍柳树？”师傅说：“这里马上要修一栋楼，所
以这棵柳树无论怎样也留不下了。”孩子们的小
脸上充满了伤感：“多么可惜呀。”“这是陪伴了我
们四年的柳树啊。”

孩子们有的蹲在地上，抚摸着柳树的枝
干；有的折下柳树的枝条，说要带回家插在土
里，让它以后再长成一棵大柳树；有的把枝条
编成一个大花环，说是要放在家里做个永久的
纪念。看着他们眼中的泪花，我的心里像打翻

的五味瓶。
趁着孩子们情绪正浓，我赶紧让他们回教

室，写一写这棵柳树。这节课，教室里格外安静，
只有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他们与这棵
柳树之间的情感，此刻都在纸上迸发。《给柳树的
一封信》《我的快乐走了》《你好吗，柳树》……一
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直击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王艺锦同学写道：“天阴沉沉，像极了我们
的心情。还下了雨，雨水，像极了柳树的眼泪。”
紫萱同学写道：“要是它能复活，重新长出来，那
该多好啊。可是，即使重生，也不再是原来那个
它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何中央同学写的《致柳
树》：“亲爱的柳树，你好！在校园里一个明朗的
地方，你屹立在那里。每天，你向着太阳初升的
方向，抬着头，挺着胸，努力想长成一棵参天大
树。然而，在这世上仅仅活了 10个春秋的你，却
迎来了一把大斧头。我想，你也曾想过反抗，但
却没有用。看着他们挥舞的那把大斧头，你想，
苟且活，不如死。你索性闭上了眼。”文章结尾，
孩子的呐喊还萦绕在我的耳边：“我的心再也不
能平静。哎，这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人类可
以决定一棵树的生死？为什么人类依靠科技，就
能成为地球的主宰？”我被这个孩子细腻的感情
和敏锐的洞察力震撼了。如果没有这次即兴写
作，他们将或多或少失去一些对大自然的感悟和
对生命的尊重吧！

通过这几年的师生共写，孩子们在写作中越
来越自信，越来越聪慧，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能
力不断提升。借着新教育的绿意，我和孩子们共
成长、同欢乐，迎接着生命的春暖花开。

借一丝绿意借一丝绿意，，开一树辉煌开一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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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会发生无数次相遇，有些相
遇就像一首朦胧诗，也许在一开始难以
理解它对于我们的意义，但读着读着，我
们便能体会到这些相遇带来的婉转美
好。我和学生小林的相遇就是一段意想
不到又分外美好的故事。

仰天嚎啕的大哭

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一个短发小
姑娘就以一阵嚎啕大哭吸引了全班同学
的目光。她瞪着一双大眼睛哭喊：“我不
要上学，我要回家……”她的妈妈连哄带
骗后，她才勉强安静下来，脸上的泪痕写
满了委屈与不情愿。

这个小姑娘就是小林。此后，她每
天都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行为，让当时
担任班主任的我十分头疼。我试着与家
长沟通，她的妈妈却一脸无奈：“上幼儿
园时，老师就和我说，孩子上了小学，只
能老师多费心了。”

小林性格马虎好动，总是把“p”当作
“q”,把“qie”读成“pei”，很少能准确拼出
音节，写汉字时也常常把偏旁部首搭配
错误。每次帮她订正完，她转身就忘得
七七八八。进入三年级，学生们开始接
触习作，薄弱的语文基础让小林的习作
成了“天书”，极少有人能读懂。

我喜欢面批孩子们的习作，一对一
修改他们行文中的问题。一开始，我总
是板着脸先把小林文章中的每一个错
别字改出来，修改使用有误的标点，最
后从其他孩子那里找一篇书写工整、语
句通顺优美的范文，对照着帮助小林整
理病句。全部改好后，小林的习作本已
经变成了“大花脸”，有时候一个句子问
题太多，还得单独拎出来多次修改。错
得实在太离谱时，我只能采用最“笨”的
办法，让小林直接抄写比较好的文章或
者句子。我想，抄一遍，多少会在她心
中留下一些印象，形成一点点语感吧。

每一次花在批阅小林习作上的时间都很长，后面的孩子
常常要多等一会，等不及了，还会闹意见。批改小林的习作，
是我和孩子们都很“痛苦”的一件事。

太阳般的笑脸

对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的意见，小林似乎并不往心里去。
她也从不为自己的作文写不好而难过，相反，她并不怕写。

每周一次的习作课上，有的孩子抓耳挠腮许久都写不出
几行字，有的孩子只能勉强写出一点，小林却经常笑呵呵提起
笔，也不作过多思索就写，一写便能写三四百个字。写完后，
她会笑呵呵地拿过来给我批阅。那笑容，像太阳一般灿烂，灿
烂中还有些傻乎乎。

一个学期过去，我好像也有了一点“进步”——能根据小
林难得没有错的字词，读懂她一些文章的大意了。这一学期，
我在给小林批改习作时惊讶地发现，只要领会了她独有的一
套“文字系统”，她的文笔其实还真不差。

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口语交际是《春游去哪儿
玩》，在孩子们争相发言后，我鼓励他们整理发言内容，再加上
一定补充，写成一篇练笔，以书面形式向别人介绍自己推荐的
春游地点。小林写的是家乡通州的南山湖公园。她写了南山
湖宽阔的湖面、湖边摇曳的芦苇、碧绿的草地，也写了南山湖
公园北边令孩子们向往的游乐园。在介绍游乐园的摩天轮和
旋转木马时，她写道：“摩天轮很高，坐上去往下看，地上的人
就像小蚂蚁一样；还有好玩的旋转木马，坐上去就仿佛被带到
了童话世界里。”

抛开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拼音和错别字，寥寥几笔，
小林写出了游乐设施的主要特点，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我
忍不住拿去给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互相传阅。经过我的解读，
大家都不由赞叹：“忽略这孩子让人看不懂的字，她写得倒是
比年级里一半的孩子都要好。”

次日的习作评讲课上，除了几篇特别优秀的习作外，我特
意读了小林的文章。我告诉孩子们这是小林写的，他们都不
约而同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小林自己也十分意外，嘴角挂
上了又惊又喜的笑意，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难以置信。看到
她天真烂漫又依旧有些傻乎乎的笑，我不由得也高兴起来。

课后，我找来小林，鼓励她：“你看，其实你的作文写得很
好，你要勇敢地写，尽可能多写，想说的话就都表达出来，不要
怕错别字。”小林再一次笑得像一个大太阳，蹦蹦跳跳地捧着
习作本走了。

写作带来的幸福感

再次习作时，小林明显劲头足了。这回的习作主题是“过
元宵”，课堂上她没有东张西望，还主动举了几次手，讲述自己
元宵节做花灯的经历。写作时间，小林立刻拿起笔在本子上
快速移动着，看上去似乎文思泉涌。

还没到下课，小林就拿着她的习作来给我看。字词拼
写的错误仍然很多，但仔细一读，她介绍了元宵节的习俗，
引用了二年级学过的童谣，接着用“有的……有的……还有
的……”句式简要描述在街上看过的花灯，最后讲述了自己
制作花灯的步骤。作文逻辑很清晰，语言也不错。特别是
这句对走马灯的描写：“走马灯有好几个面，每个面都画着
不同的图片，看上去很漂亮。”看得出，那些美丽的花灯确实
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着小林的面，我第一次没有挨个把错别字“抠”出来修
改，而是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波浪线，表扬道：“这次写得有进
步，这句话写得尤其好。去誊写吧！”

小林没想到这次面批的时间竟然如此之短，颇为得意，觉
得自己的习作真的进步了，兴高采烈地回到座位上，誊写得十
分认真。写了一会，她还忍不住转过身，向后座的伙伴偷偷瞄
了一眼，神气十足。

望着小林的目光，我想起了李镇西老师的话：“幸福，比成
功更重要！”我不厌其烦地帮小林修改作文，试图让小林写出

“成功”的文字，可是，或许她在成功的同时，已经失去了一些
更重要的东西。

这段时间以来，我不再纠结于她那些暂时无法控制的错
误，而是尽可能适应她的“文字系统”，在她的文字里发现闪光
点，及时表扬她，反倒让她浅尝了创作的快乐。对于一个没怎
么受到过肯定的孩子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满足。在这种满
足感的推动下，她可以更加心无旁骛、专注而充满期待地抒写
胸臆，形成从“老师要我写”到“我写得还不错”再到“那我愿意
多写”的良性循环。或许比起把每一个字写对，这样的体验才
真正让小林获得了幸福和满足。

我无法确定，小林在学习上的马虎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
决，但只要她坚持写下去，我愿意一直为这些文字送上真诚的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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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世间什么最神奇？我首推“笔”。身长
数寸的一支笔，承载着多少人世间的悲欢，书写
着多少古往今来的梦想，流淌着多少温润多情
的文字？说笔神奇，是因为它能瞬行千里，从朦
胧湿润的烟雨江南到辽阔无边的绮丽塞北，从
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到神秘莫测的远古遗迹，
古今中外都浓缩在这提按顿挫的瞬间。这支笔
带你驰骋遨游，领略世间温情，感受人情冷暖，
一切不想说、不能说、不便说的，都可肆意诉诸
笔端……

随笔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文学样式。它随意
自由、任意流淌，内心的悲苦喜乐、所闻所感想流
多远就多远，想淌多宽就多宽，一切只在于这支
笔，只看你的心情。随笔走，随笔哭，随笔笑，肆
意挥洒后，剩下的只有畅快和欢愉，以及内心的
充实。

作为一名喜爱阅读和写作的语文老师，我更
乐意将这份诉诸笔端的快乐与学生们一同分享。
我们穿梭于字里行间，体验语言和文字的惊艳；
我们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与书中人物来一场不
期而遇的邂逅，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感受生命的
真谛。

轮流日记，潜移默化

学生们常说：“学语文，最怕三样：一怕文言

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写作是很多孩子
的“噩梦”，越怕提笔越难提笔，久而久之，就会对
写作完全失去兴趣。于是我一改常态，不再让学
生每周固定写一篇随笔，而是结合小组合作机
制，将学生按照每组 7人分成 7个小组，成员们在
小组共用日记本上轮流写。

虽然是轮流写，但我们的轮流日记不是简
单的交替，这些日记也并非没有生命的流水线
作品。轮到写日记的学生将成为当天的语文小
组长和日记负责人，他可以点评其他同学的文
字，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同学交流。

我在班上宣布这个消息后，孩子们充满好
奇，积极性高涨。每周轮到自己写日记时，他
们不再唉声叹气、满腹牢骚，而是满怀期待地
想要大显身手。每周的随笔交流课上，各小
组都会推荐一篇本组最佳习作来展示，获得

“最受大家喜爱习作”的推荐小组将成为“随
笔周冠军”，得到一定的小奖励，并在黑板报
上专门辟出一角进行展示。轮流日记很好地
调动了孩子们写随笔的兴趣，小组合作竞争
的形式增强了小组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提
升了孩子们学习别人优秀习作的积极性。

轮流日记，悄无声息地走近孩子们，潜移默
化地让他们习惯写作、爱上写作。

创办班刊，润物无声

喜欢写作的老师总有旺盛的创作热
情。作文课上，我也经常写下水文，供孩
子们参考，适当给予点拨。每次评讲
作文时，我会请小作者走上台来，朗
读他们精彩的好文章。读罢，孩子
们常常意犹未尽，想要细细品读。
于是我又将精彩的文章以及自
己的下水文打印出来贴在班
级文化墙上。但时间久了，
纸页泛黄，文字也变得模
糊不清，既不美观，也不
便于保存。于是我决定

将孩子们的好文章搜集起
来，编成一册简单的班刊，

既美观雅致，也方便孩子们
阅读。

没想到的是，这个提议在家
长群中得到了积极响应，家长们都

期待自己孩子的文章入选，甚至主
动承担起了将文字整理成电子文档的

任务。在孩子们提交的随笔中，有的孩

子写道，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选入班刊时，内心
感到无比自豪，于是萌生了长大后当编辑、当
作家的梦；有的孩子说，听到同学夸赞自己文
章写得好，难掩喜悦和激动，内心得到了极大
满足；也有孩子说，看见与自己同组同学的习
作入选时，心里也痒痒的，他跃跃欲试，期待着
下一次习作机会能大显身手，一举得中。

班刊的创建像是放了一只风筝，我牵着那根
线，指引孩子们前行，孩子们也像风筝一样渴望
飞得更高，渴望写得更好。润物无声，终得效用。

笔友结对，文来字往

收到在其他城市当语文教师的大学同学寄
来的礼物，我在惊喜之余，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老同学和我教的正好是同一个年级，何不让来自
两个不同城市的孩子们以文会友？我和老同学
说了这个主意，同学欣然同意。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们时，犹如惊雷乍
现，孩子们太惊喜、太激动了。由于两边学生互
相都不熟悉，我们便以学号来进行笔友结对，多
余学号的学生则一对二结对。第一次写信，孩子
们都是想了又想才动笔，写好了更是改了又改。
遣词造句间，孩子们的习作能力慢慢提升。文字
中少了虚假编造，多了情真意切。

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乡下、没有什么机会走
出去的孩子来说，收到别的城市的来信就像是吸
进了新鲜的空气，他们把信拿在手里看了又看，
急不可耐地与同学和家长分享。信中的一切都
是那么新奇，有来自远方的关怀，有未曾见过的
新鲜人、新鲜物、新鲜事。脚步到不了的地方，文
字可以帮助他们抵达。

一群陌生的孩子以书信的方式来交流、表
达，一颗颗心也越走越近。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
生，虽然不曾见过面，但什么都想要告诉对方，很
多藏在心里的小秘密都可以倾诉，任何不能说出
来的话都可以一吐为快，而信件那头的回音或许
是解开心结的最佳良药。

文来字往，悲欢与共。每次寄出信件的期
待，每次收到信件的欣喜，都联系着同龄人之间
的烦恼和甜蜜。文字在提升，见识在增长，生活
向阳而生，一切越发值得期待。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
口号，更不是印在纸上的冰冷文字；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不是简单地翻阅题山书海，而是要实现
全身心的发展。会思考的孩子聪慧，能阅读的孩
子博学，善写作的孩子内心坚强，足以抵御岁月
的磋磨和悠长。

文来字往文来字往，，悲欢与共悲欢与共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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