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年前，我顺应时代，借助学生感
兴趣的网络媒体“微博”，开启新时代下
的作文教学新途径——微博写作。

考虑到小学生没有手机，灵感来
拜访时身边也没电脑可以立马记录下
来，于是倡议学生写“纸上微博”——
就是以网络新名词“微博”冠名，运用
语言文字在练习本上进行日常的表达
和交流，它不受字数限制，可长可短
（跟真正的微博有区别）；也没有内容
束缚，事情、心情都可写，是一种自觉
自愿自主的表达，简短、自由、互动是
它的最大特色，与说话一样是生活表
达的一种形式，这与课标倡导的习作
教学改革一致。

“爱”的前提
——两情相悦

老师们常说，教育是一场单相思,
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后只能感动自
己。而事实上，教育之爱不是教师的

“一厢情愿”，它必须能满足儿童生命
成长的需要。儿童需要什么样的爱？教
师的爱怎样才能“送达”儿童的心上？
这是我们教育者面临的学术难题。

为了让学生爱上这件费神费脑的
事，我在倡导写微博习作前会做足准
备工作，比如可以自由选择写或者不
写，比如告诉他们今后微博写作代替
作文，比如写完后给写作者一个大大
的奖励——打印成铅字，周末带回去
和所有父母共享，再比如微博数量质
量达到规定的可以减免周末作业甚至
寒假、暑假作业等等。总之，我们开启
的是一段轻松愉悦的写作之旅，双方
无负担又充满期待。

对教师而言，只有“走进”儿童世
界、理解儿童，其所表达的教育之爱才
是儿童所需要的，所以两情相悦是

“爱”的前提。

“爱”的能力
——教育机智

教育是一种与人相处的学问，一
种成年人与孩子相处的学问，所以从
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智慧和敏感性
比教育的技术性更加重要。

去年因为疫情，有两个月时间是
线上学习，而我们的微博似乎因为疫
情也消失了。如何重燃写作之火，我一
直在寻找时机。

复学后第二天进行线上学习摸底
考，教室里只有沙沙的刷题声。突然，
寂静的教室里冒出一声怪叫，细长又

有点尖锐，打破了紧张的考试氛围。全
班同学像是有谁在无声指挥一样，不
约而同抬起头，紧张又迷茫地看着我，
看我接下去的反应。经过一番艰难的
斗智斗勇，终于破案了（具体情节看
《邬尔摩斯》）。

为了保护这个不小心也好故意犯
错也好的孩子的自尊心，我很大气地
宣布：我知道是谁发出声音了，但是我
不会再追究，也永远不会告诉你他是
谁，因为他主动承认了。人要善于宽
容、谅解。再说，这是小事情，翻篇了。

孩子们虽然十分好奇，但想想老
师的话有道理，也就埋头抓紧考试了。
事后，有学生根据我有意无意的暗示，
写下了复学后的第一篇微博：《邬尔摩
斯》。

●邬尔摩斯（王泓森）
今天发生了一起“案件”：语文摸

底考时，突然有人叫了一声。邬老师
问：“谁在叫？”教室里一片安静，安静
得连同学的呼吸声也能听见。邬老师
开始“推理”，哦，不不不，是邬尔摩斯
追问：“是谁？”谁也不肯承认。邬尔摩
斯只能用 B 计划方案：就是让怀疑区
的 9 个人，每个人在纸上写上你认为
可能是谁，当然也可以“自首”。就因为
他们没有人承认，就因为他们咬着笔
杆写了半天，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也
不能写试卷，唉，悲哀！

终于结果出来了——因为有人
“自首”了。可邬尔摩斯并没有告诉我
们，我很失望，但不得不佩服邬尔摩
斯：破了案，还保护了犯错同学的自尊
心，只是没有满足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们应该知道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提什么
不该提。教育的敏感性和机智是教育
者进入孩子的体验世界的能力。这何
尝不是一种“爱”的能力呢！

“爱”的情调
——用“心”看人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世界，教育
的情调涉及我们如何习得一种儿童立
场，努力以儿童的方式走进孩子的世
界，关心孩子，理解孩子，敏锐地以儿
童的体验为契机，走进儿童的生活世
界。

学生写了复学后的第一篇微博
《邬尔摩斯》后，我大肆表扬，夸张地奖
励他一个春见橘子。于是就有了后续
微博《神秘的惊喜》：

●神秘的惊喜（王泓森）
邬老师一进教室，我们就看见了

她手里拿着水果，她神神秘秘地问：
“你们能猜出这是什么吗？”我仔细一
看，那个东西用橙色的纸包住，说圆不
是圆的，说长好像也不长，可能是芒果
也可能是橙子。邬老师提醒我们：“马
上要揭晓了，等会见到，千万不要流口
水。不过，大家都戴着口罩，我也看不
见。”我想：戴口罩是用来防疫的，今天
居然还能防口水呀。

终于，邬老师揭开谜底了，这个东
西叫春见，意思是在春天里遇见。邬老
师说，要把这个可爱的橙子送给一个

幸运的同学。到底是谁呢？邬老师最后
公布了真相——我！没错，就是我！我
怎么可能呢？难道是报错了名字？因为
我和后面的王鸿毅一字之差，老师经
常叫错人。但是再往下听，我确定以及
肯定，就是我！原来我写的《邬尔摩斯》
优秀，而且是第一个写微博之人，所以
才能得到这个“宝贝”，真是来之不易。
邬老师说：“请王泓森上台领奖。”

我假装矜持，慢慢地站起来，说实
话，我觉得像是在做梦一般。我在口罩
里默默地、偷偷地、开心地笑了——谁
也看不见，原来这也是戴口罩的另一
福利。

教育的情调，就是要求教师用
“心”看学生，尊重儿童的个体独特性，
优先考虑儿童的幸福和可能性，它关
乎爱和希望以及责任感。

“爱”的提升
——学会反思

教育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活动。当
我们回味教育小故事、提出问题时，我
们已经在做一件事情：反思。而反思是
我们增强敏感性、生成教育机智、提升

“爱”的能力的必经之路。
学生写作的保鲜期是有限的，怎

么持久？于是，我总是隔三差五，煽风
点火。如继《神秘的惊喜》之后，新的微
博诞生了

●邬老师的奖励（邬景琦）
上课的时候，邬老师手里拿着一

个圆圆的东西进来。邬老师说这是橘
子世界里的新品种，叫春见，还说要将
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奖给班里的一个同
学。会是谁呢？邬老师最终说出了答
案，她要将这一个可爱的春见奖励给
王泓森。我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王泓森？他何德何能配享这个春见呢？
原来昨天语文课下课后，邬老师从早
上一直等到下午 4 点，终于等到了她
的“希望之光”——王泓森自觉写的微
博——《邬尔摩斯》。邬老师还在课堂
上读了这篇微博。我认认真真听了一
遍，认为邬老师做得非常合理，因为这
篇微博写得真实而又生动有趣。

唉，早知道可以这么隆重地接受
表扬和奖励，我昨天就应该连夜写出
几篇微博，可是已经晚了，只好以后再
写了。

新学期的微博写作在老师的趁热
打铁下，《我被包围了》《无敌靠垫》《大

“王”的掌上明“兔”》等微博，如泉水汩
汩，在学生的笔下流泻出来……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拥有丰富的
与孩子相处的生活故事，生活故事会
激发我们的教育反思，通过教育反思，
我们会更好地理解教育和生活。

三年后，我把学生写的微博整理
成册，出版了《那些天，我们写在纸上
的微博》一书。这样坚持了11年，出了
三季书（三年一季）。每一季的微博，辐
射着孩子的温度，散发着孩子的气息，
激荡着孩子的情感，燃烧着孩子的思
想。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份礼物，
献给教师、学生的礼物，是教“育”爱的
一次美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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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爱的美好旅程
——我和《那些天，我们写在纸上的微博》的故事

宁海县金阳小学 邬晓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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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了 31 年高段语文，我发现，高年级的学生虽

然有了一定写作基础，但仍然害怕写作，因为没什

么可写；讨厌写作，因为每个单元的作文练习条条

框框很多，内容、形式、字数都有规定，缺少自由表

达的愉悦感。

新课程标准又好像很懂孩子的心理，它建议我

们语文老师：写作教学时，教师应“重在培养学生的

写作兴趣和自信心”“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

自由表达和有创意表达”。怎样让孩子有写作兴趣

和写作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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