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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神”“基本功”和“慢煮茶”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我已
工作 4个年头，逐渐褪去刚刚走上讲台的
生涩与懵懂。近来偶然读到冯卫东老师
的《做一个成长型教师》这本书，才发觉自
己其实也只是刚刚摸到教书的门槛。

面对当今复杂的教育环境和不断变化
的教育形势，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深知只
有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认真做好规划，不断
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做一名成
长型教师，才能在教师岗位上行稳致远。

葆有青年的“精气神”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塑造

好下一代的灵魂，教师就要从自我灵魂的
优化出发，首先要做的就是提振精气神。
虽然入行 4年，却也自觉自己已走过职业
生涯的新鲜期。刚刚站上讲台时踌躇满
志，誓要有一番作为，如今我满腔的热情
仍在，却不免产生一些职业倦怠感。作者
在书中提到教师应具备三种观念，为我转
变心态指明了方向。

第一观是功利观。教师应具备适度
的功利心，功利心可以增强人的竞争意
识，提供前进动力。教师要修成“大功利
心”，既要为国建功、为民生利，也需功在
学生、利在自身。但功利心不可过强，不
必对蝇头小利趋之若鹜，也不能因急功近
利而误入歧途。

第二观是舍得观。教师不能“躺
平”或“摆烂”，应树立正确的舍得观，以
舍求得，得而能舍。李吉林老师舍去了
许多升学、考察、讲学、进修的机会，一
心只盯住一个问题研究，终成一代名
家。对青年教师而言，要把一些消极或
无关紧要的念想舍掉，轻装前行，方能
走得更远。

第三观是惬意观。教师不是苦行僧，
要适度追求和享受教育人生的惬意，这种
惬意是建立在对教育工作游刃有余的基
础上，这也要求我们努力提升自我。不仅
自身惬意，也能够将这种轻松传递给
学生。

练好教师的“基本功”

没有基本功，就没有教育活动的一
切。练好教育教学的基本功是年轻教师
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初登讲台，无知无
畏，我很快就遭遇了底子薄带来的尴尬。
知耻而后勇，此后我不断修炼自身教学能
力，积极向优秀教师学习，认真钻研课标、
钻研教材、钻研学生，并积极参与教科研，
慢慢能够站稳讲台，也开始取得了一点成
绩。这让我尝到了甜头，也激发了我继续
前行的动力。

作者认为，成长型教师有一个重要
标志——不时产生本领恐慌。美国有学
者把人的学习区域分为由里到外的三个
圈，分别是学习区、恐慌区和舒适区。我
常居学习区，亦偶涉恐慌区（自己力所难
逮或难以胜任的区域）。恐慌之后是舒
适，也唯有恐慌才能滋生更大也更深的
舒适感。这时的舒适感其实源自较为充
盈的底气、较为丰富的底蕴、较为美丽的
底色。

作为语文教师，我深知“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正如于漪老师所说，一辈子
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基本功是可变
的、发展的主观能动，是用进废退、需要不
断赋能的发动机，需要不断保养更新，才
能在教育道路上跑得更快更久。终身成
长的教师理应不断修为，积淀和拥有充足

的底气、底蕴和底色。

心怀成长的“慢煮茶”

我也曾因教学成绩不佳、自我提升不
明显而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源于学校、
学生、家长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也源于
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实适度的焦虑对
教师发展有积极意义，能够促进教师的成
长，但同时，教师也应意识到，成长是一门
慢的艺术。

我们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教
育更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情，对待学
生是这样，看待自身发展也是这样。每
一节优课都要经过多次磨课，每一篇论
文都要经过多次修改，每一个名师都曾
经历数十年缓慢成长的时光。正如汤卫
红老师所说，想要真正达到“看山还是
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是急不得的，要
经过较长时间的历练，较多尝试支撑，较
多错误反哺，这必然是在“慢”中渐渐提
升的过程。

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难免会经
历一个“被遮蔽”而难以明见的阶段，在这
个阶段，往往要进行一些茫然无绪的尝试
和探索，看似无效，实则是在为后续的成
功积累经验。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
偶入桃花源，“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
步，豁然开朗”，只要坚持下去，终会有豁
然开朗的一天。

《做一个成长型教师》
冯卫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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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

共好书 赏

一方水土一块肉，腊肉品类多矣。
这当中，属“刀板香”一名最有诗意，其
美在含蓄，发人幽思，一扫荤食的浑浊
之气。

刀板香出自徽州，传为明代大员胡
宗宪命名。腊肉放在香樟木质地的刀
板上入锅蒸熟，接着在上面把肉切成薄
片，长久的接触中，肉香留在木刀板上，
木香传到腊肉上，它们相互成全。徽州
人也成全它们，索性连肉带刀板一起上
桌，同时在它们周边点缀笋干或鲜笋。

刀板香所取猪肉，为徽州所产黑
猪、花猪。徽州多山富水，具备养猪便
利，民间养猪，蔚然成风。清道光《徽州
府志》载：“中家以上别饲大豕至二三百
斤，岁终以祭享，谓之年彘。”在没有冰
箱的情况下，吃不完的肉腌成腊肉便可
经久保存。

得皖风皖水浸润的腊肉透亮鲜艳，
瘦肉淡红、肥肉浅黄，透过搁在木刀板
上的肉片，能看到刀板上形若河流的木
纹，因间接的观赏，木纹更像是被薄雾
笼罩的淮河，透露着神秘的美感。刀板
香里，也许还存在未知的故事。

无论样子多么美妙，名字怎么酷
炫，在徽州百姓心目中，刀板香就是一
道家常土菜，逢到喜事，来了贵客，刀板
香绝对少不了。咸香的腊肉外加油润
的竹笋，佐酒下饭两相宜。作为主角的
腊肉味道丰腴软韧，咸香中暗藏鲜甜，
入嘴品嚼时，有清新气，如王维的田园
诗；入腹回味时，有雄浑气，又仿若岑参
的边塞诗。朵颐之间，有欢乐，有沉思，
有感慨，无言拨动着品食者的心弦。

友人阿飞出生在安徽黄山脚下，少
时学厨艺，出师后来我的家乡江苏泰州
开店，博得一番大事业。阿飞擅长烹制
刀板香、臭鳜鱼、毛豆腐等徽菜，我在他
的家中看到樟木刀板一块，沉重坠手，
色泽深沉。阿飞说，此刀板已使用 30
余年，是他创业初期找老家木匠定制，
原来做了三块，现今仅剩下一块。这块
樟木刀板上已有多道裂纹，但阿飞一直
不舍丢弃，笑称要将之作为传家宝。我
吃过阿飞用这块木刀板烹制的刀板香，
滋味令人难忘。

刀板香，能补养元气；刀板香一名，
能引发诗情。我遥想某个惬意的傍晚，
坐在皖南古村的村口，以刀板香为茶
食，不紧不慢地泡喝着祁门红茶，看满
天的红霞，青山依旧，鸟雀亦鸣，天地间
的美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漾在心头。

杂风物 谈

刀板香
■李晋

那日翻阅家庭记事本，一行文字赫然出现于
眼前：1999年 7月 3日，戒烟。 嚯！原来自己戒
烟已25年了。

仔细回想，抽烟对我的诱惑，其实始于小时
候。我父亲是位忠实的烟民，他喜欢用那个铜质
水烟壶抽烟。装上烟丝，点着火，嘬起嘴猛吸。烟
丝烧得通红，“嗤嗤”作响，水斗里则发出“咕噜噜、
咕噜噜”的声音。一口烟吸进肚里，憋了许久才从
鼻腔里徐徐呼出。接着，团团烟雾袅袅腾升，空气
里弥漫着一股香气。他吸烟时自我陶醉的神情，
就像在享用一顿美味大餐。由此我想，香烟肯定
是好东西，以后我也要尝尝。1981年参加工作
时，刚发第一个月工资，我便到公社的供销社花一
毛八分钱买了一包“庐山”牌香烟，抽上了我平生
第一支香烟。之后便不知不觉地上了瘾，且烟量
节节攀升，从一天一包发展为一天两包。10年
后，我调到城里工作，那时办公场所不禁烟，每天
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抽烟，且须连抽三支方
为过瘾。尤其晚上加班写材料，烟抽得更凶，往往
一夜两包，以致口中发苦，舌头发麻。

1994年，我因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住院。医生
告知，抽烟是罪魁祸首。于是我尝试着戒烟，至
1995年，戒烟一年，取得阶段性成果。可沾沾自喜
了不久，又鬼使神差地复吸了，戒烟宣告失败。之
后，屡戒屡吸，并且戒一次烟瘾便加重一次，让我信
心骤减。马克·吐温曾说：“戒烟有何难？我都戒过
上千回了。”这句幽默话，道出了戒烟的艰难。

1999年，我父亲因肺心病去世。我也因烟抽
得太凶，咽喉炎经常发作，夜间咳醒，痰带血丝，难
以入睡。那年我暗下决心：坚决戒烟，永不复吸！

时值夏季，又遇上感冒，机不可失，时不我
待！赶紧将打火机、烟灰缸和烟全部扔掉，再兜
揣糖果，随时抵御烟瘾发作。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感觉自己像失了魂，精神恍惚，食不知味，蔫
蔫然一副病态。

大约半年过后，抽烟的欲望消退了，我的身体
逐渐恢复。面色光嫩红润，体格结实健壮，上楼能
一步跨两级台阶不带气喘，精神变得轻松愉悦。
但还时不时梦见自己抽烟的情形，惊醒后默念：坚
持，再坚持，一定要取得戒烟战役的全面胜利！

某一天，妻子愕然道：“好久没看到你抽烟
了，啥情况？”“戒了！”我的语气斩钉截铁。“是吗，
你以前不是戒过好多次吗？”“这次真的戒了。”

“那就好，别嘴硬！”妻子一副怀疑的表情。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自 1999年 7月 3

日抽了最后一支烟，我就再也没有碰过香烟了。
看来这次真的成功了！

戒烟行动圆满收官，我体会颇深，把原因归
纳为两点：重视是前提，坚守是关键。这些年来，
我常拿戒烟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自律与刚毅。
许多场合，他人递烟，我一摆手，笑答：“不好意
思，我不会吸烟。”几分得意溢于言表。

大事小事，思想上重视，行动上坚持，才能有
始有终。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大概皆为如此吧。

戒烟漫谈
■童如珍

火心灵 花

随闲庭 笔

蜜 蜂
■康海群

犹记年少时，春花烂漫的时节，我和三五个
小伙伴牵着亲手制作的各式风筝，赶集似的聚拢
来，在乡村的田野里疯跑，刚刚解冻的泥土弄脏
了妈妈新做的黑绒布暖鞋也浑然不知。欢声笑
语撞破了蓝天，缠住了白云，也擦亮了晚霞。弟
弟颠颠地跟在我后面，一起狂欢。

蓬勃、灿烂的油菜花铺天盖地地开了。“儿童
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这句诗说
的是黄蝴蝶飞入金灿灿的油菜花里，孩子们难以
寻觅。其实，金黄的蜜蜂才是油菜地的常客。在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们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嘤
嘤嗡嗡”地穿梭在菜花丛中，忙着采蜜。薄薄的
膜翅急速地扇动着，似乎在为自己的哼唱得意地
打着节拍。那时我常常在想，这么多蜜蜂是从哪
儿来的呢？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在屋前，一幕景象吸
引了我。那个时候家里都是土坯房子，土墙里里
外外有些小洞，洞的附近有许多蜜蜂绕来绕去地
飞。这些洞莫非就是蜜蜂越冬的家？我凑近小
洞仔细瞧，果然看见一只只蜜蜂爬到洞口，膝状
的触角前后摆动着，瞪着椭圆形的黑水晶似的大
眼睛，两侧的羽翼奋力剐蹭洞壁，挣扎着挪到洞
口，便“呼”的一下飞出去，悠悠然、喜滋滋地飞向
金灿灿的油菜花丛中。

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养几只蜜蜂为我酿蜜？
随后，我找来一只空酒瓶，掰了一小截芦苇秆，走
到土墙边，用芦苇秆小心翼翼地掏小洞，待蜜蜂
爬到洞口时迅速将酒瓶口对准它们。这样一个
洞里能掏好几只，这个洞掏完了再掏另一个。不

多时，酒瓶里就成了蜜蜂的舞场。我掐了几朵油
菜花放到瓶子里，还倒了点水，从床头柜的抽屉
里找了些碎破布，卷成一团塞住瓶口，心想：蜜蜂
这下有吃有喝，就能为我酿蜜了。为了不让弟弟
发现蜜蜂酒瓶，晚上我把它藏在床底下靠墙的旮
旯里。

第二天下午放学归来，当我满怀兴奋地从床
底拎出酒瓶，拔出碎破布准备喂食时，我呆住了。
原先在瓶子里嗡嗡作响的蜜蜂已经偃旗息鼓，一
动不动了。

再长大一点，我从资料中得知，中华蜜蜂是
东方蜜蜂的一个亚种，别称中蜂、土蜂等，是我国
独有的蜜蜂品种，在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均有分
布。2006年，中华蜜蜂被列入我国《国家级畜禽
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由于滥施农药、环境污染
以及引进西方蜜蜂等原因，当前中华蜜蜂的生存
已受到威胁，而与之有关的整个植物共生生态系
统也会受到影响。为了让人们了解蜜蜂和其他
传粉动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2017年 12月，联
合国粮农组织将5月20日确立为“世界蜜蜂日”。

后来读到唐代诗人罗隐的《蜂》，我心中更是
感慨：“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
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每念及此，我就
为自己之前闷死蜜蜂的事愧疚不已。

数十个春天过去，苏北的油菜花又满滩遍野
地开了，蜜蜂们成群结队地盘旋于花间采蜜。它
们辛勤劳作酿制的花蜜，经由养蜂人之手来到人
们的餐桌，那清甜滋味也让我仿佛置身于绿水青
山中，再次看见那在百花丛中穿梭的“甜蜜精灵”。

撷诗苑 英

在拔地而起的高空作业，

编织现代生活的毛细血管，

像南来北往的侠客，

为南北运送同样璀璨的夜晚

和远方的高楼大厦比肩，

与它们默契地对望，

彼此肩上都扛着重任，

在沉默中互为稳固的支点

身处高空中的人，

一伸手就能拎起一片天，

在土地日夜的监督下，

轻轻拿起，再轻轻放下

在高空
■王轲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