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杏 坛 回 眸

这是一本简单的书，简单到就是几十位教师心灵旋律的

流淌。

但这本书却又内涵无限，每一位教师的教育故事背后，

都有一个个成长中的少年的，或是灿烂的笑脸，或是忧伤的

愁容，又或是耐人寻味的成长故事。

数十年来，兰大附中的教师以静待花开的心态耕耘讲

坛，始终不渝追逐并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想，用真爱谱写和

诠释生命的乐章。《我的教育故事》，就是从舌耕字食的这一

径长途上，采撷来的一束束“含露的山花”，它清爽自然，纯美

无瑕，朴素可爱得令人心颤！

书中收录的七十多篇文章，都是（或曾是）兰州大学附属

中学（以下简称兰大附中）一线的教师所写，讲述的是真人、

真事、真情、真体验。这些信手拈来的花絮，没有华丽的辞

藻，没有刻意的修饰，没有故弄玄虚，犹如山泉从心底淌出，

善利万物，惹人情思，引人回味……

这些平凡的故事，读后带给人的是久久的感动。无论是

那斐然文采，还是那身教言行，都凝聚着教师们的真知灼见

与生命体验。对于年长的教师，它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对于

年轻的教师，它是一部教学指南；对于学生们，它是亲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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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鸡汤。它更是问道教育的一座里程碑，凝聚着所有师

生的共同努力。

古语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翻阅这本文集，仿佛时间在流淌，见证的是成长、提升

和超拔。从初出象牙塔的毕业生到经验丰富的学者；从伊始

的青涩生疏到每一次的淡定从容；从单一的知识传递到倾

听、指导、关爱的身份混合。这点滴的成长蕴含在每一堂课、

每一本作业和每一个教学设计中。这一则则心路历程，犹如

一张张剪影汇集成了教师成长与师生新型关系的群像，它回

响着生命的呐喊，涟漪起教育真正的期盼，读来常有心意暗

合之感，赏心悦目，好若含英咀华。

记得十三年前，现代远程教育的著名学者南国农教授曾

经对我讲过，在信息时代，身处边远薄弱地区的教师的现代

教育形象，不仅仅能成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更应当体

现出他/她在较短时限内被现代理念、方式和手段举得更高，

照得更亮、更广和更远。我感到这是对我们“甘肃教育人”的

一种精神追求、一份责任交付和一档情感寄托。在当下，社

会正在呼唤师德的回归，我省正在着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

时候，兰大附中编纂这本教育故事，正当其时。这些教师写

下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一名教师的责任、爱心，还

有情怀。正是这些润物无声的东西，潜移默化地成就着教

育，滋润着学生，也在滋养着每一位老师。

国家振兴，教育为先；立德树人，教师为本。兰大附中的

这些先行者们，在基础教育实践中且行且思、且教且悟，不仅

是在追寻着自己的教育梦想，也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升人生价值和文化内涵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字，用来倾泻一段成长的时光，它可以供人铭记、给予

参考，涤荡灵魂。漫步教育之路，是吟不完的师生之情，颂不

尽的成长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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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贵在保护学生心灵，全方位帮助学生构建人生之

梦，以行动不断释放正能量，将所带的班级、所领导的学校打造成

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梦之队’！这已成为我‘教育梦’的新界碑。”

“痴”人说“梦”

——我的教育故事

王 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追求。“做良师益友，教天下英才”正是我始终不渝的

梦想。往事如风，回首自己三十年痴痴追梦的历程，我既被一种叫“机缘”的东西所感动，

又被一种叫“冥冥”的认识所吸引，更被一种叫“命运”或“使命”的力量所坚定。从外部影

响到内在自觉，从经历触动到心灵认同，几十年来，我因爱生爱，一心痴做教师梦，全力奔

走教育路，坎坷多，收获亦多；遗憾多，幸福更多。

梦起家传：父爱如山

1984年，我从兰州一中毕业，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心中充满美妙的幻

想和实实在在的“理想”，一面是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一面是盘算将来怎样才能干

上“吃好，喝好”的工作。当时，我家住在西北师范学院一幢单面的简易楼里，父亲虽身为

教授，但被打为“右派”多年，且处于“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特殊时期，加上孩子多，

家里的日子一直紧巴巴的，每月都要向单位的互助会拆借十几块钱才能度日。尽管慈祥

的母亲精打细算，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哪怕偶尔改善一顿伙食对我家来说都是奢望。

王晶：中学地理高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特级教师专家评审考核

组成员，甘肃省中学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任兰大附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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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妹几个常常趴在栏杆上羡慕楼下张师傅家的日子：他大儿子开车，冬天拉来一车

炭，夏天卸下半车瓜，风光得很；老二在肉联厂，不年不节的也会弄来些肚子下水的，摆开

阵势洗洗涮涮的时候，我们兄妹就只有流口水的份了。

精神富有但物质贫穷，报大学志愿时，我就想选一个能致富的学校和专业，将来从事

一个能让我们都全家过上富裕日子的职业。

母亲多次启发我，说：女孩子学个师范当个老师挺好的，一辈子收入稳定，受人尊敬。

父亲言语不多，在家里却是一言九鼎。他说：当教师不错，生活虽然清贫些，但一辈

子踏实充实，你就上师范吧。

结果，我很自然地听从了父母的要求，几乎没怎么犹豫彷徨就斩断了七彩梦幻，从此

筑梦师范。

父亲是一位画家，典型的老知识分子。自 20世纪五十年代初从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

美术专业毕业留校任教，由助教到教授，他一手画笔，一手教鞭。早在 1957年，出于一名

知识分子对党的赤诚，他写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的看法。但

万万没有想到，他坦荡陈述的那些触及时弊的“看法”竟使自己“因言得祸”，被打为“右

派”，进行劳动改造，开始了多年“任人凌辱，身不由己”的不幸生活，也使自己的家庭陷入

了“另类”，受到诸多牵连。从 1957年到 1977年整整二十年时间，几乎没有多少亲戚愿与

我家来往，我也过早地品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这极端孤独压抑的环境中，每到

周末，总有父亲的一些学生来家里，约他到周边乡村去写生。到了晚上，十几辆自行车载

着一大群青年大学生驶进院子，本就狭小的我家很快就变成了书画展览馆，学生们和父

亲兴奋地讲述着当天的事情，互相评论画作，其乐融融；母亲乐颠颠地享受着众生一口一

个“师母”的尊称，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有时还要擀上一张面招呼大家充饥。每当此时，

家里总长时间充满欢声笑语，平日里抑郁、苦闷的气氛一扫而光。于是，每到周末，我就

盼望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到来，因为只有他们到来时父母才会神清气爽，不再愁苦。

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父亲的学生给我家带来了难得的欢乐，美好的师生情谊给父母

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精神慰藉，支撑他们走过了逆境，也给童年的我带来了无比难忘的温

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父亲退休后始终不离校园，2010年 12月临终前夕，年届八

旬他仍应聘执教兰州城市学院。现在想来，父亲因爱学生而赢得了学生的爱，他一生不

离讲台，并让自己的女儿跟随他的脚步，走上了不可能发家致富的教育岗位；而我，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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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爱父母而听其言，被迫做起了“教师梦”，其实，乃是幼年的亲身经历和父母的言传身

教早就在我心中深深埋下了种子，逢春开花，历久弥艳。

梦入险滩：莫留遗憾

同窗基本上都去外地上了理工科大学，我却考入了从小就生活在其中的西北师范学

院，没能走出兰州市、安宁区乃至学校大院半步，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失落。报到那天，

细雨蒙蒙，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的行李走向宿舍，父女俩若即若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着。时过久远，但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别怪爸替你做了主，哪个学校都有

好学生，哪个职业干好了都会对社会有贡献，关键在你自己，你自己要多多努力才行啊！”

大一下学期，由于高中基础好，我没费多大劲，各门课成绩都比较出色，系党总支书

记找我谈话，鼓励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85年 5月，我成为班上第一批学生党员。随

后，又被推荐参加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会干部换届竞选，当选校学生会副主席。我在专业

学习与学生工作中逐渐成长，开始发现自己的长项，变得越来越自信，我对未来将从事的

教育工作已充满期待。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企业学校兰炼一中任教，担任初一（三）班班主任。班上有

个男孩吴育心（化名），开学没几天就引起我的注意。皮肤黑，眼睛亮，听课认真，反应快，

只要我拿起笤帚，他会马上接过去打扫卫生，不让我沾手，很讨人喜欢。一月后，任课老

师开始给我告状，十有八九都有吴育心。我开始不信，在我眼里这孩子热情、活泼、懂礼

貌，根本没发现老师们说的那些毛病呀！我带着喜爱、关心，甚至欣赏的口气跟他谈了几

次话，也很见效果，渐渐地老师们也不太告状了。这个班我带了一年多后被调任到上级

机关工作，离学校很近，刚开始，放学后班上学生常来看我，吴育心也在，叽叽喳喳聊一阵

子，后来吴育心一个人又来了几次，有一次还是在上课时间，一问居然是逃了体育课跑来

的，我当时就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以后很长时间没再见他。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

年。中考后，班上同学又来看我，有三十多人，没看到吴育心。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在初

二下学期就辍学了，理由是接任的老师经常给他父亲告状，他受不了家长不分青红皂白

地暴打，干脆不上了。再听到吴育心的消息已是七年后的一天，偶然碰到已在派出所上

班的一名学生，闲聊中他说：“王老师，你还不知道吧，吴育心吸毒被所里收容了……”听

到这个消息，我震惊不已，痛心之余，涌起深深的自责：一个多么聪明、阳光的孩子啊，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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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十四五岁的孩子，正是由泥胎成瓷器的关键时期，敏感而脆弱，无

助又多变，一言可毁之，一誉可造之，成败在转瞬之间，身为他的老师，如果我当时多了解

点他的家庭情况，让接手的老师在与家长沟通时注意技巧；如果我能抽出一点时间和精

力，关注到他多次找我时情绪的变化，关注到他最后一次离开时那含泪的眼神和失落的

背影；如果我能巧妙地抓住他，把他对我的信任和依恋当成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如

果……然而，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也从来没有如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沉重

的悔恨当中，认为是自己失责让一个本该绽放的生命过早地凋零。内疚与自责让年轻的

我猛然感到肩头的责任，开始认真思考“教师梦”的意义，曾经被动萌发的教育梦想在现

实面前一下子变得那么真切又真实。

梦里感叹：师德是天

当初，我住城关，单位在西固，相距 20 公里。每天带着孩子跑通勤，天不亮就得出

门。春夏两季还好，到了冬天挺遭罪，近两小时的路程常会冻木手脚。儿子那时刚六岁，

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教师，学校的孩子都叫她“窦妈妈”。一个大雪

天的早晨，路滑车慢我们迟到了。我把怯生生的儿子送进教室，隔窗望进去，窦老师走下

讲台，轻轻地捧住儿子冻红的双手，问：“今天很冷吧？”她把儿子领到座位上，继续说：“牛

笛同学家住得特别远，每天起得很早，他是咱们班里最勤奋的同学呢！”四五十双小手噼

噼啪啪地拍响，我看到儿子冻红的笑脸绽放，自己的眼眶也潮热起来。这是一次多么完

美的教育过程啊！十多年过去了，儿子至今还记得窦老师温暖的双手。有句话：爱自己

孩子的人是人，能爱别人孩子的人是神，窦老师名扬十里炼厂，“窦妈妈”在我们无数家长

和孩子心中的形象始终崇高而神圣。

看着孩子幸福快乐地成长，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精神爽朗，工作有

劲。到了四年级，换了数学吕老师，常听儿子说我们老师今天又打了哪个同学。我也告

诫他，别违反纪律，学生犯错，适当的惩戒也是必要的。有一次，儿子因生病在家几天，不

知道老师布置的作业，被吕老师当众抽了一耳光，回家后委屈地哭闹了一通，我怎么劝他

就是想不通。我想小孩子嘛，受点挫折也不是什么坏事，慢慢就没事了。如果说对以前

听到的这些事还能理解或者说容忍的话，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位老师

的看法。有天在路上偶遇吕老师，我想了解一下儿子的学习情况，他说：“你儿子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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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有问题呀？经常在数学课上发呆。”他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在他

的嘴里竟然变成了脑子有问题的学生，而且还那么肯定，不容置疑！我真不知道用什么

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感到天空都变得灰暗。由此我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十岁的

孩子在他的课堂上该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啊。简直让人欲哭无泪。“爱其师”方可“信

其道”，渐渐地，我发现儿子不再喜欢做数学作业，成绩也迅速下滑。我虽采取了好多办

法，但都难以弥补一颗受伤的童心对数学的排斥，致使这门学科一直成为孩子的软肋，甚

至到后来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只要跟数学沾边的都尽量回避。我想，这位老师“毁”人不

倦，除了给我的孩子，还不知给多少学生带来了终身难愈的伤害，这样的老师怎配为人

师表！

师德如天，同一个校园甚至同一个班，教师教育竟然冰火两重天！由于亲身经历了

师德师风带来的切肤之痛，痛感教育离梦想距离之遥远，从此我常反躬自省，以身作则，

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严防自己之失给学生带来噩梦。

我深知，教师是极为个体化的良心工作，天天闭门造车，稍有不慎，轻则误人子弟，重

则“杀”人无形，外人不知，知也无奈；但天知地知自己知学生知，良知尚存，内心何安？

我以为，教书育人，贵在保护学生心灵，全方位帮助学生构建人生之梦，以行动不断

释放正能量，将所带的班级、所领导的学校打造成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梦之队”！这已成

为我“教育梦”的新界碑。

梦到永远：做则实现

如今，我已在副校长、校长岗位工作了整整十年。我常想：天下父母一般心，当他们

充满信任、充满希望地把孩子交给我们，几年后我们将还给他们一个怎样的青年呢？正

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教育的本质是人和人心灵的对话。教育不是冷漠的正确，不是冰冷的规

训。教育应该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带着温情去育人。在这个过程中，教训应被感化所

代替，清规戒律应被文化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心灵应被小心呵护，学生的自信

应被全面保护。比如窦老师在面对迟到孩子时的微笑和她饱含怜爱之心的双手，就像冬

日的一束阳光，夏日的一缕清风轻轻地撒进孩子幼小的心田，它既是一种示范又是一种

教育。感受了这样教育的孩子，他（她）的内心永远是温暖的、包容的、幸福的、宽厚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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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把这种感动、温情、礼让、谦逊传递给周围的人，甚至辐射到全社会。再比如我们

学校在公共场所陈列的钢琴，起初大家担心会不会被划伤损坏，建议加锁，但几年下来，

我们看到钢琴被学生们爱护得很好，弹奏完毕，小心盖好，没有一点划痕。教育的本真就

是教人求真、求善、求美，那么教育的自身面孔也一定是真诚、善意和美好的。我们用信

任换回了学生的自尊自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学生自我教育和净化心灵的过程。

从更高层次讲，教育者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成就教育家。我借用过这样一段对职业

境界的阐述：“养家糊口，把工作仅作为一份职业，此为第一境界；把人生的成败和事业联

系在一起，此为第二境界；第三境界是志业，即把工作视作人一生的灵魂。”孔子之所以伟

大，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有教无类，使得教育从官府下移到民间，学在民间，使得老

百姓的子弟也能像贵族子弟一样有机会接受教育；蔡元培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有

着对教育救国的理想和信念，他可以不当教育部长，而去当大学校长，他可以为了营救学

生而与政府对立，直至愤而辞职；陶行知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有着对平民教育的理

想和信念，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时代，教育理想不变，教育情怀不改。所以，对教育的

激情与梦想，理想和信念，执着与追求，是我们做好“真”教育的基础。我很欣赏李镇西校

长的一句话：朴素最美，关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当好老师。

人人都有梦想。国富民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科教兴邦，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都要靠教育梦来支撑和张扬。我愿永做杏坛追

梦人，去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说：“梦远乎哉？我欲梦，斯梦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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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常教育中深入班级，了解学生，随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

态——这是班主任管理工作的策略和艺术；爱护和关心学生，倾

听与尊重学生，就能赢得学生的信赖与尊重。”

倾听美丽 邂逅宽容

张成烈

班主任工作是一门艺术，班主任是班级管理者、教育者、指导者。其工作的对象是

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这就更加要求班

主任在工作过程中要深信：每个行为后面皆有正向的目的，对于学生更应该深入了解。

唯有如此，在运用技巧时的态度，语调措辞才能够一致并取信对方，得到正面响应，有效

地促进师生间的沟通。班主任面对的是一个集体，高一（四）班由五十九位学生组成，有

五十九个脑袋，对于同一事物，就有五十九种想法，班主任在处理事情时更是要全面深入

了解后才能做出决定。对于性格过于内向的学生，只能是以鼓励为主，而不能自以为是，

想当然地按自己的思维去处理。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深入班级，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心

理动态。这是班级管理的策略，是管理艺术，对学生不能一味地指责、批评，要科学管理。

为人师者，特别是班主任，要爱护和关心学生，逐步在学生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威

信，赢得学生的信赖和尊重。这样，当某个学生遇到难题或不顺心的事时，就会想找信赖

的人——班主任。我认为，要做到这些，也许并不是很难，但确确实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我一直努力去做，只有用真诚的心去听，才能倾听到学生心中最真的声音……

今天是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细细批改周记，这次的周记内容很丰富，很真实，其中

张成烈：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甘肃省园丁奖获得者，市级骨干教师，兰州市课程专家、语文课程专家

组组长，现为兰大附中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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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篇反映学习小组内部矛盾的周记引起我的关注。其实所谓的矛盾也无非就是为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互不相让，互不体谅而已，彼此之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只看到缺

点。该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孩子们去发现身边同学们的优点，从而少一分埋怨，多一

分宽容呢？正当我为此苦思冥想之际，一篇题为“她令我感动”的周记跃入我的眼帘。原

文如下：

有这样一个女孩，她貌不出众，一直不被大家所关注，可她却深深地打动着我。

在她的身上，有着无数的闪光点，她对工作一直尽心尽责，她对待朋友十分体贴关

心，她对待父母更是十分孝顺，尊重……

在她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故事：大约就是在期中考试时，她的父亲不幸被

车撞了，整条腿都可能腐烂甚至可能被锯掉。从事情发生一直到现在，我没看到她

掉过一滴眼泪。当我问她：“为什么还一直坚持来学校读书，一直这样乐观？”她的回

答十分简单：“因为我的父亲希望我努力学习，我必须努力，我心中有的就是学习，我

要争气。”当她说到这儿时，我的内心为之感动，一股酸流涌上心头。“她是多么坚

强”，我不由得发出感叹。

她的坚强与乐观，正是我身上所不具备的。她的旷达与坚定的信念，也是我所

缺少的。我要学习她，学习她乐观、坚强的精神。她就是我班期中考试中荣获班

级“最佳进步奖”的李文。

读完这篇周记，我心中一动：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教育材料吗？于是班会课时，我揣

着这篇周记和另几篇反映小组矛盾的周记走进了教室。在“榜样人物”这一环节，我先将

两篇反映小组内部矛盾的周记读给了学生听，随即说到同学之间有点小矛盾在所难免，

但如果因为这些小矛盾而耿耿于怀，不能看到身边同学的优点，不能原谅宽容对方，这说

明你胸怀不够坦荡，不懂得欣赏他人。是不是我们身边的小组成员就没有优点呢？答案

当然是否定的。让我们来听听这篇周记吧。当我将《她令我感动》读给学生听时，边读边

观察学生的表情。我发现那些闹矛盾的小组成员都难为情地低下了头，而更多的人将钦

佩的目光投向李文，也有的女同学正在悄悄地擦眼泪，此时的教室里，没有同学做作业，

没有同学做小动作，没有同学像往常一样偷瞄后墙的时钟。当我念至结尾处，她就是本

次期中考试女生中进步最大，荣获班级第十二名的李文同学时，全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这掌声足足持续了两三分钟之久。这时时钟已指向五点十分，但教室中无一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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