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
的 神 明 与 星 辰 ，人 间 的 艺 术 与
儿童。

——丰子恺
爱是一切创造教育的源泉，“你

若爱，孩子怎样都可爱”。他们只需
一个天然的微笑、一个澄澈的眼神、
一句无邪的话语，就能巧妙地勾勒
出一个真实又纯洁的世界。在连云
港市苍梧小学的校园里，孩子们焕
发出最原始的“真善美”，时时处处
呈现出一种灵动而又鲜活的生命样
态，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最率真的“老师”

孩子们喊我“老师”，我称他们
“某某同学”，可实际上，他们教我的
要远比我教他们的多得多……

十几年前我任大队辅导员，组
织少先队员们排练国庆献词节目。
排练队员中有一个女生，长得黑胖
高大，又没有穿统一要求的白皮鞋，
被协助老师组织排练工作的少先队
大队长逐出了表演队。而我，出于
保证现场演出效果的考虑，选择了
默许。第二天，我意外收到了这名
学生的小纸条，上面写道：“同学看
不起我，老师也看不起我，你们嫌弃
我吧。”言语中充满了伤心和不平。
看过她的纸条，我的心倏地揪到了
一起，倍感自责和懊悔，立即把她送
到排练场。看着她回到队伍中又绽
放了笑容，我松了口气。她用直接
单纯的表达和抗议重获参加表演的
机会，更像一位真实勇敢的“老师”，
大胆地提醒我要懂得尊重别人，公
平对待每一个学生。

天宇是另一位给我上过“课”的
“老师”。他学习特别认真，作文中
甚至从未出现过错别字，连标点符
号都写得非常规范。有一次上课，
我将“褒贬”的“褒”字读成了第三
声，他立即站起来说：“老师，是 bāo
贬，不是 bǎo贬。”我脸一热，赶紧改
正，并表扬了他。不过是一个小小
的字音，即便我是老师，即便当着那
么多同学的面，他也毫不迟疑地指
出我的错误，多么淳朴，多么率真。
我也没有一丝的难为情和恼怒，因
为我明白，在他心里，一定是真理最
重要。其实，生活在成人世界的我
们，有时难免会碍于情面，不会那么

“较真”。而天宇告诉我，要较真，并
坚持较真。

谁说只有站在讲台上的人才是
老师呢？

最善意的接纳

校园里安静的一隅，有一间美
术教室，楼下是皂角树和桂花园，我
常常喜欢去那边漫步，看看花草和
树木，也喜欢走进教室，看看孩子和
老师。

那天我走进美术教室，发现孩
子们非常喜欢的莉莉老师没有来，
新换了一位戴眼镜的喜欢微笑的老
师。我旁听了一会，感觉也还可以。
下课后，孩子们向我展示作品的时
候，我随口问道：“今天换了新老师
吧？比莉莉老师好还是不好呢？”

孩子们的回答直击我心灵：
“为什么要问比莉莉老师好不好
呀？她们都很好呀，都很喜欢我们
呀，也都很爱笑。你为什么要比

呀？”我突然感到一丝惭愧，在成人
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或主动或被动
地学会了比较，比学历、比幸福、比
房子大小……这种“比较”，已经成
了大人的“枷锁”，在比较中不断内
卷，不断折磨自己。这样的比较有
意义吗？

直击我心灵的还有一位名叫敬
涵的学生，她在写给我的信中说：

“我想不明白，我们每次亲切地向老
师说‘您好’，老师听到了，可是连头
都不点……是看不到我们吗？我们
不是灰尘吧。”我在学校工作会议上
选读了她的来信，会场里一片静默。
从此，每个值班的老师都会热情地
和孩子们打招呼。孩子的天真与单
纯，往往直抵人心，最有教育的力
量。因为谁也不忍心跟美好的心灵
和真诚的善意过不去。

树有百种，人有百样，各有各的
优势与特色，既要接纳自己，又要敞
开怀抱。但这一点从来都是知易行
难，我们似乎很难不被大众裹挟着
奔跑，也很难不用统一的“标尺”来
度量人生。可是在孩子这里，要做
的，只是需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再
握手，与今天的自己和解。

最美妙的“飞行”

我在学校操场上遇到过一个女
孩，她微笑着，伸开双臂向前快走。
那胳膊，一会儿左边低，一会儿右边
低，一会儿又两只手臂同时忽闪几
下，像极了一只美丽的小鸟在自由
地飞翔。我被她可爱的样子吸引，
忍不住驻足而立，微笑着看着她。

她“飞”到我身边，站住不动了，

和我相对而立，互相“温柔”地看着。
我以为她要和我打招呼，说“老师
好”，就站在那里没有动。但是她没
有说话，依然微笑着站在那里，没有
走开的意思。于是，我就向前走开
了，回头一看，她又快乐地“飞”走
了。有趣的是，我发现她是沿着学
校在地上画的标示线走的，虽然走
得很快，但是每一步都踩在线上，并
借助张开的双臂来平衡身体。

原来，我刚才踩在了她要走的
标示线上了，她在等我离开那条线，
以便接着向前跑。我，竟然被这个
瞬间感动了。感动于她温柔灿烂的
笑脸，感动于她执着认真的态度，感
动于她舒展“飞翔”的姿态。

在飞翔的翅膀里，我看到了童
心的美好，生活的美好，人性的美
好。尽管她在规定的线上“飞行”，
但还是像鸟儿一样，飞出了快乐和
希望。她在合理的路线上，尽情地
放飞自己，张弛有度，神采飞扬。她
不把学校规定的路线当作束缚，而
是把它当作好玩的“飞机跑道”。遵
守秩序却不刻板僵硬，张扬自我却
不违规逾矩，守护这份美好，不正是
教育最可贵的意义吗？

虽然，这些片段只不过是校园
生活的缩影，平凡而又细微，但却蕴
含着我们最真、最善、最美的教育理
想和教育追求。我们很难“尽善尽
美”，但我们必须竭力“近善近美”。
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你会发现，教育
就是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鲜
花，满是温暖和芬芳……

（作者系连云港市苍梧小学校
长，江苏省特级教师）

好的教育，一定是有温度的教育，能够教会孩子求真、向善，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以健康快乐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本期“苏派教育·影响力学校”专版邀请 3所共
同体成员校的校长和教师，用叙事的方式直达教育一线和教育现场，展示以儿童为中心、彰显儿童天性的有温度的教育。他们尊重与理解儿童，拥有热情与活力，让儿童在爱中得到滋养，在爱中塑造品
格，发展个性，点亮人生。这样的教育，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值得我们借鉴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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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教育情味”

迎着光追寻温暖的爱迎着光追寻温暖的爱

■■黄苏萍 王莉 孙程程

“儿童就在我们面前。但是，我
们并未真正认识他们，更未真正发
现他们。”教育的点燃不一定需要过
多的灯火，因为儿童一直都在。只
要我们用心发现，一丝星火，足以燎
原。这是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教育人
的初心，也由此引发了一个个师生
间感人的故事。下面，我们就分别
为大家讲述各自与孩子们相处的
故事。

微弱，却不平凡

我是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教师黄
苏萍。从洺洺刚进班级的那天起，
我就注意到了他的“特别”——走起
路来颠簸摇摆，做什么都比别人慢
半拍。据了解，这孩子出生后就被
诊断为右侧脑瘫，严重影响右半边
身体的行动，但洺洺从小就自尊要
强，特别懂事。

第一次班会课上，学生们逐一
到讲台前作自我介绍。轮到洺洺的
时候，所有同学都看着他，那左摇右
摆的样子让人很难不去关注。班里
有个调皮鬼，脱口而出说了句：“他
走路好奇怪！”那声音大到每个同学
都听得清清楚楚。就在我走到洺洺
身边，想要安慰他，化解一下尴尬的
时候，洺洺却大声介绍起自己来。
介绍完，他还不忘深深鞠上一躬。
我看着洺洺，心中的那份同情，瞬间
化为由衷的敬意。洺洺咧着嘴冲我
笑了笑，笑容中满是自信和阳光。

洺洺是个非常认真、非常要强
的孩子。早读时，他的读书声总是
最响亮的那个；写字时，但凡有一点
不满意的地方，他总是反复擦写，一
遍又一遍。即使是自己不擅长的体
育运动，他也毫不退缩，奋勇争先。

记得那次运动会，每个孩子都
在为自己的精彩亮相操练着。看着
洺洺，我犯了难：他平时走路都左摇
右晃，参加运动会能行吗？这时，洺
洺慢慢走到我身边问：“老师，我去
哪个队参赛？”“洺洺……”“老师，我
可以的！”洺洺好像看出了我的犹
豫，抢着说了一声。看着他通红的
小脸、坚定的眼神，我点了点头，同
意他参加短跑项目。随后的训练
中，洺洺特别努力，经常跌倒又爬
起，从不吭一声。比赛那天，看着洺
洺趔趄的身影和努力奔跑的姿态，
我禁不住红了眼眶：孩子，好样的！

至今，洺洺仍然是我心中最“特
别”的那一个。不是因为他的身体，
而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震撼。

其实，“特别”也是一种光芒，也
许微弱，但足以耀眼。

刺眼，是想被看到

我是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教师王
莉。一年前，中途接手一个班时，很
多任课老师就向我介绍这个班的

“光荣事迹”，听得我头皮发麻，心里
不由得有些抵触。打那一天起，我
就暗下决心：要严格管理，不能给他
们一点“好脸色”。

没承想，这样的“高压”管制不
仅不管用，反而让一些“调皮鬼”愈
发大胆。一天午饭后，几个调皮孩
子又凑在一起搞恶作剧，闹得班里
鸡飞狗跳。我气坏了，把他们喊到
讲桌前，不由分说，狠狠批评。当看
到其中两个孩子还向我翻白眼时，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正当我蓄势
待发地准备提高音量时，我坐的椅
子腿突然断了，人不由得猛朝后面
仰过去，摔了一大跤。当时我的第
一反应是赶紧爬起来，不然这几个
孩子不得笑死，更别提训斥他们了。
但没想到的是，刚刚那个还冲我翻
白眼的孩子，竟然立刻紧紧扶住我，
用腿抵住坏掉的板凳，和几个伙伴
一起凑上来关心地问：“老师，你没
事吧，摔伤了没有？”其中还有一个
孩子慌忙给我搬来自己的凳子，扶
我坐下。

等我坐下后，看着他们紧张我
的样子，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我
忽然意识到，他们不过是几个不足
10岁的孩子，能“坏”到哪儿去？不
过是顽皮了些。虽然经常被老师批

评，但他们心里从未吝啬一丝对老
师的爱啊！我却一直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他们，遇事总往坏处想，甚至对
他们严加管教，导致他们看到我就
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而我甚至还有
些“自鸣得意”！其实他们不是“怕”
我，而是不敢接近我。我就像一只
高竖尖刺的刺猬，总是埋怨孩子们
不懂事，而我又何曾用温暖的胸怀
去拥抱他们呢？

后来，这几个孩子还主动帮我
把凳子送到了维修师傅那儿修理。
搬回来时，其中一个孩子高兴地说：

“王老师，你坐坐，现在可结实了，我
试过了。”看着他头上冒出的汗珠，
那么晶莹透亮，在阳光的照耀下，甚
至有些刺眼。我突然觉得，“刺眼”
并不是坏事，而是在对我们说：“老
师，看看我们，我们在这儿！”

看似“刺眼”的孩子，其实只是
想“刺探”你的心。

温暖，也是一种光

我是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教师孙
程程，也曾是一名毕业班的班主任。
2020年 3月末，一场疫情打断了我
们快节奏的学习，更令我担心起班
上 51名即将毕业的孩子。居家学
习，对于这群处在“青春期”“叛逆
期”的孩子来说，能行吗？

小渝是我们班一个平日话不多
的男孩。他了解到班上的小含因为
所住小区被封控，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后，不到 3天，就通过微信快速成
立了一个“线上志愿者团队”，几个
小伙伴组成的“小含帮扶圈”就这样

应运而生。据后来几个共同参与的
小伙伴说，小渝在这个帮扶圈里忙
得不亦乐乎，他召集伙伴们为小含
量身定制了很多趣味游戏，还组织
线上运动比赛、乐器演奏会，每天定
时和小含线上相约聊家常。当我从
小含妈妈感动的话语里知道了这件
事并夸赞他时，他害羞地说：“孙老
师，您经常跟我们说要换位思考。
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我突然被隔离
了，心里肯定很慌、很焦虑吧！如果
有朋友在身边，可能这 14天就不那
么难熬了……”

正当我为孩子们的成长而感动
时，有一天突然被小辰拉进了一个
微信群——“六（4）班核酸检测打卡
圈”。我一看，这个群可真热闹！孩
子们把单调的每日核酸检测，变成
各种正能量的“秀”场：小博晒出每
日核酸检测的彩条打卡图，催促大
家及时测核酸；小石用手机拍下悄
悄爬上枝头的一抹浅绿深红，提醒
大家春意渐浓；小楠让自己养的乌
龟在小区池塘里表演“自游泳”……

当然，有创意的他们一定不会
“放过”班级微信群。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它有了一个新名字——“抗
疫同学圈”，顿时激发了孩子们的

“作战”热情，里面有学生自发改编
录制的《孤勇者》抗疫歌曲，有心血
来潮的被单时装秀，有大开脑洞的
生活小创意，有让我烧脑不已的脑
筋急转弯，有隔空喊话的温暖问候
和祝福，还有琐碎真挚的毕业小叮
咛小心愿……看着圈里越来越多的
身影，我又想起了小辰的群签名：了
不起的人，可以把干瘪的生活过得
鲜活起来！

是啊，鲜活才会有温度。这群
“10后”的孩子，用 3个“圈”的温暖
感动了我。它们有光的明媚，更有
源源不断的热烘烘的暖意。感谢有
你们相伴，我的“小太阳”们！

有光才会有温暖，有温暖才会
有温度。

儿童不是因为我们的书写，才
有了故事。他们本身就是跳动的星
火，只要我们以爱贮存，小心呵护，
生命自会绚烂。

（黄苏萍曾获徐州市鼓楼区优
质课评比一等奖、徐州市“创新杯”
论文评比一等奖；王莉系徐州市鼓
楼区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
孙程程系徐州市鼓楼区优秀班主
任、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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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精神哲学》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一定意义上，儿童是成人生活的导师，
儿童的生活里蕴藏着人生的种种真趣、真
谛。”儿童总以活泼泼的样态吸引着我们，
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在对未知的探索中
又乐此不疲。儿童强大的学习力，让他们
有一万种可能。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就是这
样一所能让儿童进行天马行空式创想的
学校，校园里“人人有好奇心、个个有创造
力”。学校以儿童为本，以文化立校，以课
程为体，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成为“银河中
闪亮的星星”。

装满好奇心的“小问号”

学校每间教室都布置了一块“小问号”
墙，里面“盛”满了孩子们的问题：“大海为
什么是蓝色的？”“小鸟为什么会飞？”“太阳
为什么会东升西落？”对儿童来说，问问题
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求知之旅中切实有
效的导航。学校的教师们尊重儿童、信赖
儿童，给儿童十足的安全感。

每周，星河娃都会带着自己的问题
卡进教室。课间，他们把问题卡放进“小
问号”墙。我们在班级创设“小问号”墙，
旨在鼓励每个孩子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进而提升孩子们探索知识的能力 ,寻
求解决问题的通道。

起初，老师们会在当天放学后，统一
翻阅问题卡，然后将问题卡分一分、理一
理、备一备。第二天，在夕会课或者班队
课时间，开展相应内容的教学和解答。
因为问题的主体是孩子，在倾听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专注，特别认真。

随着他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班级便开
启“小先生”模式，由儿童提问，由知道的
或者愿意“备课”的儿童解答。整个环节，
儿童都是主角，充分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
和好奇心。

盈满创想力的主题日

“集合啦！我们的队名是创想小队，
这是我们的队旗。”每年儿童节，学校都开
展组队式、混龄式游园活动。五年级和六
年级的学生当小组长，各自召集低中年级
的学生组成团队，共同商量设计团队名
称、口号、队服和队旗等。

孩子们开展了“花车巡游”“民族展
演”“书画展览”等各种活动。在星河实验
小学，每一个孩子都是活泼泼的生命存
在，星河娃们将儿童节过成了“奇思妙
想节”。

一位一（1）班的星河娃说：“疫情期间，大白就是我们的
英雄。可是，他们穿的衣服太热了，我觉得需要改进衣服的
材料，让大白能轻松点。我改造了一件具有新型防护材料
的衣服，期待能有效。”

结合时政，学校还开展了“一带一路创想嘉年华”活动。
“一带”指教育集团化的“教育带”；“一路”指教育“同行路”。
学校的“一带一路”，意在建设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教育
共同体。当天，学生们密切交流，用中国心、世界脑、国际
眼，将时事热点融入活动，表达星河娃的思政创想，并将创
想的内容反馈给集团。

儿童的身上，闪耀着无限的可能和潜能。在和儿童相
处的过程中，儿童教会了我们很多，不断给予我们精神财
富，让我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面向未来，使我们更有智
慧去解决各种问题，更有力量去成为内心丰满的人。

溢满创造力的场馆课

学校负一楼是科技馆和数字馆，是所有星河小创客最
喜爱的地方，更成为星河娃“打破围墙”的场域。在这里，他
们自主创想，自行研究，打破时空的边界，借助工具刺激好
奇心的延展。每周，学校都会将各个班级的课表排好，在固
定时间开启“场馆课程”。

在“地球家园”馆，星河娃们围绕生态、环保等主题，加
深对火山爆发、垃圾分类、微生物的认识与研究。“微生物是
如何工作的？”“如何更好地将火山爆发的原理运用于现
实？”“垃圾如何变成有用的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在“地球
家园”的场馆器物、演示推动下产生。以此为基础，星河娃
王璐宸发明了垃圾自动分类处理器，助力城镇垃圾分类。

“吃糖会肥胖吗？”“肥胖有什么不好？”“如何更好地显
示自己的健康状态？”星河娃将饮食与健康作为微项目进行
研究。在“数字厨房”区，星河娃们针对厨房与饮食、菜品与
健康、体重与身高，进行虚拟的数字化研究。在这里，根据
智慧测算，“小厨师”们可以设计出个性化、营养均衡的“菜
谱”。通过数字化系统，星河娃们打开思路，探究“在学校，
怎么好好吃饭”，并在升旗仪式上公布了研究成果。

“未来是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城市”馆里，星
河娃们在进行“微思考”。“这里是太阳能电池板，这里有
停机坪……”“未来城市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电池板，风能
和太阳能会代替传统电能。”“未来智能全覆盖，机器人进
入家庭……”星河娃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进行团队小
组的分享与智慧碰撞。这样的场景在学校里已经成为
常态。

（作者系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成长发
展部主任，常州市骨干班主任，常州市优秀辅导员）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三位教师与学生的故事

奥运游泳冠军张雨霏回母校与民主路小学的学弟学妹们在一起奥运游泳冠军张雨霏回母校与民主路小学的学弟学妹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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