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用模子“捏”不出好学生

教育是独特的艺术，它需要我们
不断地反思和探索，以找寻最适合学
生发展的路径。在《从普通到卓越：教
师成长的五堂必修课》一书中，作者常
生龙把教师成长的路径提炼为五堂必
修课。这五堂必修课有其内在的联
系，第一堂课“转变教育观念”是教师
成长的基础；“构建和谐关系”“善用学
习理论”“改革课堂评价”这三堂课是
教师课堂教学中的真功夫，也是作者
给出的教师从普通到卓越的关键策
略；“聚焦核心素养”是教学的起点和
终点。书内每篇文章或有不同的视
角，或带给读者极大的启发。就像这
本书封底所言，“用专家思维对教师成
长中的问题进行剖析”。

本书《做泥人的师傅》一文给我
启发最多。常生龙以丰子恺先生漫
画《某种教育》为楔子，即泥人师傅
套用“模子”造人，对当下一些教育
套路化、流水线、一刀切思想和行为
进行理性分析和批判。反复研读文
章，模子、分数和成全 3个词语引发
我深思。

第一个词是“模子”。盲目套用模
子，是教育管理的“急功近利”。

常生龙列举今天依然存在甚至
愈演愈烈的“流水线”式的教育思想
和行为。这些套路化的教学观念和
行为通常以应试为导向，强调知识
灌输，而忽略了学生个性化需求和
兴趣爱好。实际上，这种套用模子
的教育方式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行
动能力。因此，我们应该反思这种
教育方式是否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是否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健康
成长。

第二个词是“分数”。片面追求分
数，是教育评价的“缘木求鱼”。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唐江澎认
为，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的高考，而
如果只有分数，就赢不了未来的大考。
很显然，分数只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手
段，而成长才是教育教学的终极目的。
然而，在当今教育场域中，很多学校、
教师仍然将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
标准。

常生龙在文中对一些过分高估

分数力量的言行作了中肯提醒和批
判。在他看来，过度看重、片面追求
分数不仅会扭曲教育的本质，还会给
学生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在追求
高分的过程中，学生往往被迫放弃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化的思考方式，
只关注考试内容，死记硬背。这种做
法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还会
让他们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个性化表现，而不是仅仅关注
分数。

第三个词是“成全”。忽视成全学
生，是教育本质的“南辕北辙”。

马克斯·范梅南在《教育的情调》
一书中提出，“每个孩子是独特的，教
育应该是对独特的生命给予的独特关
注”。常生龙也认为，“教育应是一种
成全，应能帮助孩子发现、发展他的潜
能，以实现其个体充分、自由地发展”。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以致常常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
殊不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
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才能和
潜力。

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发现并
培养学生这些独特的才能，帮助他们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当然，这需
要为师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耐心，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
从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应转变

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从学生
的实际需求出发，设计出更加灵活、多
样化的教育形式；注重学生的情感教
育和价值观培养，帮助他们建立正确
的道德观念；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
作，共同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在
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改进教育方式。

一是注重兴趣特长。在课程设置
和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生的兴趣爱好
和特长，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多样化
的选择；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和社会实践，帮助他们拓宽视野、锻炼
能力。

二是推行个性教育。根据每个学
生的特点和需求，制订个性化的教育
计划和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启发
学生的思维和创造力，而不是单纯地
灌输知识；通过个别辅导、心理疏导等
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
问题。

三是引导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会他们如何获
取知识、如何思考问题、如何与人合作
等；鼓励学生自我评估和反思，帮助他
们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四是营造育人环境。营造良好的
教育环境，包括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丰富多样的教
学资源等；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学
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为他们提供健康、
快乐的成长环境。

■张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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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榜那年，我觉得天都成了灰色
的。此后的几个月，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
处乱撞。我口口声声跟父亲说：“条条大路
通罗马，我不上大学也能混得好。”可时间一
天天过去，我什么都没做成。

转眼到了冬天，我有些抓狂，觉得不能
这么虚度时光了，便去建筑工地打小工。包
工头让一位姓刘的师傅带我，做搬砖、锄泥
之类的工作。我有自己的计划，想着过段时
间跟瓦匠师傅学手艺，将来做一名出色的泥
瓦匠也不错。

冬天过得很快，隆冬时节到了。天寒地
冻，滴水成冰，工地上的很多工作无法开展
了，瓦匠师傅都放假了，只剩我和刘师傅几
个小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北方的冬天刺
骨的冷，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每天一大
早我就开始戴着白色线织手套干活，手冻得
都失去知觉了，鼻涕流出来，也浑然不觉。
耳朵尤其冷，木木的，仿佛一碰就能掉下来。

刘师傅见我冻得可怜，大声招呼：“动起
来，动作要快，快点就不冷了！”清冷寂寞的
工地上，他的声音让我凛然一震。我赶紧跟
上他的节奏，快马加鞭地搬砖、收拾工地。
一会儿工夫，好像有汗冒出来，身上不冷了，
可脸、耳朵、鼻子还是像要被冻掉似的，连额
头都是冰冰的。

中午时分，太阳懒洋洋地照着，寒气减
少了几分。休息时，方才出的汗让人背后发
凉，直打冷战。我觉得无比寒冷和无助，便
跟刘师傅聊了起来。听说我想当瓦匠的“理
想”，刘师傅“嗤”地笑出了声。他说：“你瞧见
了吗？我 50多岁了，还在打小工，在工地干
了20多年。”说完，他顺手揪下旁边的一根枯
草，叼在嘴巴里似嚼非嚼，眼神特别落寞。

见我低头不语，刘师傅说：“不过呢，你
也是块好料。这么冷的天，你在这儿坚持一
个月了，从没说过要当逃兵，还想着在这儿
有进步。这么恶劣的环境你都能坚持，相信
你以后遇上难事也会更有定力。”我望了他
一眼，他的表情有点意味深长。他没有接着
往下说，而是起身去简陋的工棚收拾饭食。
听着里面叮叮当当的碗盆之声，我忽然觉得
异常难过，很想哭。命运把我推向了这个境
地，我好像连抗争的力量都没了。

几天后，父亲突然来工地找我，对我说：
“走，回家！我给你找好了，去现在的高三复
读。马上就放寒假了，老师让你赶紧去上
课，找找状态，不然很难适应。”我放下手中
的活儿，把已变成黑色的白线手套一扔，茫
然地跟着父亲回了家。

父亲告诉我，是刘师傅找到家里，告知
我在工地的情况。刘师傅说，工地不是我待
的地方。

我又坐到温暖的教室里，跟寒冷的工地
相比，冰火两重天，我有如获新生的幸福感。
半年后，我考上了大学。后来的日子里，我
不再惧怕寒冷。那年工地上的寒冷，锻炼了
我的身心。正像刘师傅说的，这辈子遇上再
难的事我都没有怕过。因为，“寒冷”已成为
我生命的养料。

火心灵 花

腊月墨香
■董雪

腊月一到，年的味道就浓了，
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辞旧迎新的
氛围。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盼的就是
过大年。不到腊月，家家户户就算
准了日子，腊八熬甜粥、二十三祭
灶神、二十七赶大集，尤其要把蒸
包子、炸肉圆、炒瓜子这些馋人的
活安排得仔仔细细、红红火火。闻
到漫天的香气，孩童们便知晓春节
将近，愈发欢天喜地起来。

我们家还要多一缕墨香。父
亲是村小语文教师，写得一手好
字，平时哪家结婚、砌新房子、上
梁，都会请父亲写字。腊月里，乡
邻遇见父亲，都十分客气地问：

“董老师，今年有时间吗？家里的
春联还要请您呐！”父亲笑着都一
一应下来。于是，随着除夕将至，
一沓沓红纸纷纷送到我家，同时
捎来的还有刚蒸好的热乎包子等
各类美食，馋嘴的我对此事欢喜
不已。

年三十，父亲早早地吃完午
饭，把大方桌搬到屋子中央，洗净
手后搬出一摞厚厚的红纸，本来卷
着的纸被父亲压得平平整整，颜色

更显红艳。首先是裁纸，只见他用
手指来回比画几下，折来折去，然
后用美工刀迅速划开，在一片“嘶
嘶”声中，裁出各种尺寸。接着，父
亲端出他的宝贝匣子，里面是毛
笔、砚台、镇纸等，他把这些宝贝一
一摆放整齐，然后往砚台里滴入一
点清水，拿墨条在砚台上顺着一个
方向旋转，乌黑的墨汁慢慢冒出
来，飘出一丝淡淡的香气。而后，
父亲用润好的毛笔轻轻蘸取墨水，
反复舔笔，在旧的年历纸上写下一
个大大的“福”字练手。这一套动
作，好像是在无声中完成了某种仪
式，让人心生敬畏。

父亲写字时，我喜欢趴在桌边
看，这时父亲表情格外严肃，端详
一阵后才开始下笔，时而坐，时而
站，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每一笔都
苍劲有力。每写好一张，父亲便让
我拿到空地处吹干，并做好标记防
止弄乱。不一会儿，屋内墨香扑
鼻，铺满了红联，我们也忙得不亦
乐乎。这时，还有一些乡邻陆续到
来，他们多是在外打工的人，风尘
仆仆刚赶到家。看到父亲正在忙
碌，他们不好意思把腋下的红纸拿

出来，父亲见状笑着说：“放这吧，
一定给你家写好！”

天色渐晚，乡邻们聚拢过来，
家里挤满了人，大家对父亲的字赞
不绝口。年三十的暮色里，大伙的
脸被红色映得神采焕然。此刻，手
里捧着的已不是对联了，而是来年
的幸福美满，过年的喜悦荡漾在每
个人的心头。

等来人都散后，父亲才开始写
自家的春联。他拿出珍藏的《对联
大全》，让我从中挑选。我高兴地
接过来，一一读下去，目光停留在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
余”。父亲看了也非常满意。这
时，寂静的村庄响起零星的鞭炮
声，母亲端着用小米熬成的浆糊走
过来，我依偎在母亲身边，看父亲
浓墨重笔写下我们家的对联。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
今宵。爆竹声此起彼伏，小小的我
怀着虔诚激动的心情，和父亲一起
把写好的对联贴上大门。在朦胧
的暮色里，我望见许多红色的光
晕，在远处慢慢晕染开来，整个村
子在万家灯火里走进天祥地瑞、万
象更新。

寒冷是生命的养料
■王国梁

《从普通到卓越：
教师成长的五堂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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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写作给自己赋能
■缪徐

给自己赋能的途径有多种，在生活、工作节
奏普遍偏快的当今，微写作不失为一条有效途
径。微写作的形式，可以是微博、日记、札记、随
笔，也可以是微信朋友圈发送。

“用微写作给自己赋能”的观点抛出之后，我
时常借助微信朋友圈作一点小“示范”，并期待那
些有志于文字水平提升的朋友，在关注我微写作
的同时，也能提升自己的文字表达水平。

去年春天，我第一次去千岛湖，免不了拍几
张照片、发个微信朋友圈。如何将朋友圈发图文
和微写作融合起来呢？选好上传的照片后，我陷
入沉思。首先，由千岛湖中的“千”想到“万”，进
而又想到多年前去过的贵州兴义的万峰林。从
千岛湖到万峰林，这样，微写作的思路也就有了。
点好上传的图片之后，我附上这样一段文字：“浙
江淳安有千岛湖，贵州兴义有万峰林，将两者连
在一起，一副对子就成了——千岛湖中藏千岛，
万峰林里露万峰。”

去年暑假，我在安徽庐江的金孔雀度假村小
住一宿。第二天早上在村外河边溜达时，意外看
到新四军江北纪念馆，内心一阵惊喜，拍了几张
照片。图片有了，发微信朋友圈的时候该配上什
么样的文字？一番思考后，我围绕新四军的历史
渊源、历史贡献写了 4句话：赓续铁军血脉，坚持
党的领导。痛歼家贼倭寇，解救民族危难。一位
历史特级教师看后，还给我留下评论。

今年元旦，我在微信朋友圈里上传了 3张图
片：青青的竹叶、红红的天竹果、黄黄的香橼球，
还附上一段文字：“今天是 2024年第一天！阳光
明媚的上午，我用手机拍摄了一些图片，上传的
这 3幅图，每一幅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很快，
有朋友在评论区写出对寓意的猜测。一位同事
的猜想是：竹报平安，红红火火，团团圆圆；无锡
朋友的推测是：小红火，小业绩；吉林朋友的解
读是：事业有成，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虽然
朋友们的推测与我内心的祈愿不完全吻合，但
能让大家加入“微写作”的行列，把内心的美好
祝愿说出来，我以为是最有意义的。我迅速在
评论区跟上这样的话：只要是美好的祝愿，都是

“正确答案”。
显然，借助微信朋友圈开展微写作，不仅能

锤炼文字，培养语感，调整心态，还能促进我们的
思考、学习，激发我们对工作生活和山川自然的
热爱。我想，这就是“用微写作给自己赋能”中

“能”的一种内涵吧。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苏州

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教育集团师培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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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湖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东枕钟山，南倚
九华山，西面、南面均是古城环抱。这是江南地
区最大的城内公园，也是我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
泊，素有“金陵明珠”的美誉。玄武湖堪称“诗词
之湖”，李白、杜牧、李煜、王安石……自古以来，
到玄武湖探古访幽的文人墨客不胜枚举。

“诗仙”李白一生多次造访玄武湖，或泛舟赏
后湖月，或观北湖梅，或访郭璞墩，留下多首与玄
武湖有关的诗篇。如《金陵三首（其二）》“空余后
湖月，波上对瀛洲”中的“后湖”正是玄武湖的别
名。为了纪念李白多次游历玄武湖，2010年，玄
武湖景区在环湖路上建造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

“后湖映月”，旁边还立了一座李白雕像。
玄武湖有一入口曰“解放门”，解放门往西

延伸出的一段明城墙叫做台城，这曾是无数文
人游玩抒情之处。台城脚下的湖岸边，立着一
座唐朝诗人韦庄的汉白玉雕像，上面镌刻着他
所写的《台城》一诗，其中“无情最是台城柳，依
旧烟笼十里堤”流传至今。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的“北湖烟柳”和玄武湖著名景致“十里长堤”，
均出典于此。

除了以上流传较广的名篇，还有晚唐著名诗
人李商隐的“玄武湖中玉漏催”，宋代著名诗人王
安石的“玄武湖畔五龙堂”，清代乾隆皇帝的“蘸
影后湖真恰当”等诗句。

我曾多次漫步玄武湖。记忆中的玄武湖，空
气里氤氲着湿润的气息，湖旁的树苍翠欲滴，鸟
声不绝于耳。湖面被一层薄薄的轻雾笼罩，远处
清秀的山峦若隐若现。站在古树下凝视湖上风
光，心旷神怡。走向晨雾中的湖岸，只见画船停
泊在绿波中，倒映于水，一池绿荷摇曳生香，翠鸟
不时地在荷丛跳跃。

玄武湖景区有“五洲”，即菱洲、樱洲、环洲、
梁洲和翠洲，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
集——萧统《昭明文选》就成书于玄武湖梁洲。
依据景观特色，五洲分别展现出“菱洲山岚”“樱
洲花海”“环洲烟柳”“梁洲秋菊”“翠洲云树”的美
丽景象，五洲五色，各有千秋。

或许正因历经千年，玄武湖才修得一身轻盈
的灵气，她像是仙人错手跌碎的一盏芳酿，自云
端落入人间，流成一帘湖光山色，最终化作游湖
人念念不忘的潋滟波光。

今天的玄武湖位列江南三大名湖。春季长
堤凝翠、百花盛开；夏季荷花映日、清香徐徐；秋
季菊黄蟹肥、丹桂飘香；冬季银装素裹、远山含
翠。这里是南京人的乐园，是南京城的会客厅，
更是“金陵明珠”。

“金陵明珠”玄武湖
■清小禾

随闲庭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