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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
在阅读《师匠之美》中所列的

108策时，字里行间洋溢出老师
们活泼可爱的教学智慧。教室
里，老师为二年级的小朋友们用
秒表计时，进行快速听写，既刺
激又有趣；四年级的同学们在五颜
六色的日记本上轮流记录，充满童
趣的组名、设计精美的扉页、图文
并茂的内容，一切显得如此美好；
一张张“小、精、活”的迷你分层作
业卡，方便高效；讲台上塑封着的
美丽座位表，确保了实用性，提升
了美观性，还激发了同学们学习书
法的热情……这些老师的每一个
点子背后，都饱含了满满的爱和教
育激情。

教书三年，我也曾做过一些
创新，用心经营我的教书生活。
可是，再过五年、十年，我还会有
如此之激情吗？当我组建了自己
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宝宝，当我
疲于奔命，忙碌在各类大小教学
竞赛之时，我还会有书中这108
位老师的教育创新吗？我给自己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
活水来。”若想培育出自由可爱

的灵魂，让教育之河清澈见底源
源不断，必须从源头上注入创
新。道理，我们都明白。可是，以
爱为圆心，以日常的点滴创新为
半径，画出一个美好的圆，教师
在其中勤勉认真地播种，学生在
其中肆意自由地成长，几十年如
一日，绝非易事。或许，创新也是
教育所遗失的另一半。

翻完书本的最后一页，我似
有所得。

我闭上眼睛，幻想着这样一
幕：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一
片青草地上，同学们三五成群，
相互交谈着他们初中三年的生
活。言语中，有曾触碰心弦的音
乐，有关于食堂饭菜的吐槽，也
有老师口误闹过的笑话。更多
的，还有那些年，老师所精心播
撒的种子，在他们心中慢慢开的
花，结的果……

睁开眼，我微微一笑。
“匠者，不仅需要慢工出细

活，更需要独具匠心。”让我们放
慢脚步，找找在教育之路上走丢
的那些浪漫和那些创新吧！

镇海区尚志中学 王慧斐

寒假里，我读了池沙洲老师编写的《师匠之美》。
我赞叹于书中老师们无与伦比的教育智慧，也敬佩于
老师们坚守“爱”的初心，尊重每一个孩子，在这108策
校园难题应对的阅读过程中，我慢慢地找回了教育中
遗失的另一半……

寻找教育的另一半

“草长莺飞二月天”的浪漫

在《室外朗诵习作》一文中，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老师带学生
兴高采烈地徜徉在秀丽的校园中。
阳光下，微风里，同学们诗意地朗
诵着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教育真浪
漫，好一幅融洽温馨的场景！

反观如今的教育，我们已经
习惯于把自己和孩子们关在教室
里。每个人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抬
头听课，低头作业。下课铃声驱逐
不散老师们嘹亮的嗓音，一旦停
止，孩子们飞奔着冲向厕所，然后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在离上课还有
寥寥几秒的时间内，孩子们匆忙与
周边三五好友交换只言片语。然后
继续上课……作为老师，我们似乎
忘记了，在厚厚的墙壁外面，有草

长莺飞的二月天，有映日荷花的六
月天，有橙黄橘绿的深秋和雪晴云
淡的寒冬。这些都可以成为孩子们
记忆里最美的风景线。也许，室外
课堂不仅可以是美术课的校园写
生和体育课的操场狂奔，也可以是
语文课的浪漫朗诵，数学课的半径
周长，英语课的户外表演，科学课
的植物观察……

我不由地反省着自己：本该
是最美好的年华，却时常灰头土
脸，疏于打扮；本该带领孩子们
尽情享受他们唯一的三年初中生
活，却日夜沉迷于机械的反复
中，了无生机。这样的我，又如何
能带得出执一颗悠然心，自在又
浪漫的学生呢？

“唯有源头活水来”的创新

本书《育人篇》说：仅有爱不
行，没有爱更不行。但是所有的爱
都应当是有原则，有节制，有底线
的。一味的宽容就会变成纵容，一
味的和蔼也会失去威信，孩子总
会调皮捣蛋，也总有叛逆期，宽严
相济才是上策。这深深浅浅间的
把握，就是师者的匠心。

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一
定得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你的
关怀，你的善意。在与他们的斗智
斗勇中，最终是赢得孩子的心，而
不是赢了孩子。否则，面服心不服
的他们，你的用心他们不会领情，
更加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伸出手来》让我印象深刻，
这位老师用不同以往的语言，迫
使学生清醒地反省，督促学生养
成好的学习习惯。也许当前，老

师的这种爱是无痕的，学生感受
不深，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一定会感谢当年那个给了
自己一生好习惯的好老师；《饥
饿游戏》同样如此，老师用精彩
的体验活动让学生真正明白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
道理。

这样美好的设想也许还要
经过很多很多的努力，可是有方
向就有前行的动力，就有对教育
的热忱。无论教育的面貌如何，
最终指向每一个生命个体。教育
的变与不变，都应该让每个人拥
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而我们教育
者的征程更像是星辰和大海，带
领每个人“见自己、见天地、见
众生”！

镇海区仁爱中学 施琼洁

走进星辰大海
“这些怀有匠心的人，都有他们的星辰大

海。”这是我读完池沙洲老师编纂的新书《师匠
之美》后跃入脑海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师
者，都怀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或高瞻远瞩，或近
在咫尺，但也无可避免地会在日复一日的琐碎
中渐渐蹉跎了岁月。其实，那星辰大海并没有那
么遥不可及，如书中这些虽微小寻常却满是匠
心的教育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时刻演绎着。

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

杨绛先生告诉我们：人生最
美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
容。诗人汪国真也警策世人：既
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
程。我想，我们每个人希望做到
的，是带着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在风雨兼程中走向远方。

曾经看到一则视频，一位老
师在走进教室前将自己的满面
愁容收起，深深呼吸了几次，进
而精神饱满地推门进去。我是很
受触动的，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了
很难受的事情，但他仍坚持以最
好的状态去见他的学生，不让学
生为他情绪所累，这就是师者的

初心。本书中那位“在教室留一
套空桌椅”的老师，他一定守着
初心；那位在“最后一刻放点
水”的老师，他一定守着初心；
那位用“分数复活制”勉励学生
的老师，他一定也守着初心……

初心不移方能细水长流，
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教育
人披着晨露入校，洒着星辉归
家，永远在不知疲倦地激情昂
扬地战斗着。我想，面对每一个
学生拿出最大的耐心去走近
他，将美好当作精彩，把糟糕当
作经历，必定能谱写出精彩的
教育故事。

用“唯一”换位“千万”
随着女儿上小学，我常常会

想象她在学校的样子，回家后喜
欢问问她老师待她如何，听到肯
定回答后便松了口气。然后我便
想，将心比心，我的每个家长是
否也会这样呢？每一届那么多的
学生，那么多届的学生，于我来
说也许是“千万”，而于他们，我
则是“唯一”，我是他们唯一的
初中语文老师。当我意识到这一
点时，我对待学生的心态便有了
很大的转变。

我希望我的“唯一”，带给
他们三年的美好回忆：刚升入
初中军训时我会仔细观察他
们每个人的特点，努力叫出每
个人的名字；要放寒假了，我
会给每个人发一份红包，里面

是我亲笔写的祝福；在同学生
日时，我会送一份小小的文创
礼物，有时候是小徽章，有时
候是小挂件……

我希望我的“唯一”留给他
们学习语文的正确方法路径，我
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学好语文，除
了求学路上的敲门砖，更多的是
为了将来在人生成长的轨迹中，
能抒发对美的感悟。当看到晚霞
漫天，可以由衷感叹“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能
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而不是一肚子郁闷不知
从何说起，只能借酒浇愁；也能
为人处世时思路清晰，语言得
体，懂得进退，懂得应变，不为
逢迎委屈自己。

深深浅浅间，大爱无痕

编者按

作为职业素养，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手工劳动者

应该具备的独特精神，而且是所有从业者都应具备

的特质。教师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匠，但作为从

业者的一员，工匠精神亦是其不可或缺的从业品质。

工匠精神的培育，是能提升教师的教育艺术

的。《师匠之美——校园应对难题108策》，里面

具体的招数都是广大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精心

打磨出来的，是工匠精神在教育教学艺术中的体

现，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而言，很有参考价值。

那么，当教师们阅读《师匠之美》，会碰撞出什么

样的思想火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