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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趣

光阴故事

明月千古照诗心

王老师的
“灵丹妙药”

涤荡心灵的教育箴言
——读叶圣陶随笔集《给教师的建议》

□曹桂田

皎洁的月光，在我的思
念里穿行。每到月圆的日
子，思乡之情便愈发浓郁。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想起
故土，想起洒落在故土上的
亲情。思乡的夜晚，捧读一
本诗词，喜欢在唐诗宋词里
徜徉。在感受诗人们对中
秋月描写的同时，自己也沉
醉在其中，想家的时候就吟
几句唐诗宋词，想家的时候
就喝上一杯酒，举起的是浓
浓的思念，醉倒在无尽的情
愫中。

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
江花月夜》可谓是咏月诗中
的名句。“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
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

明！……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
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水底有明月，水上
明月浮，水天一碧，作者富
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描
绘出这无边月色。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唐代诗人李白的《静
夜思》乡情波动。他牵挂故
乡的亲人，情愫涌来，只有
如霜的月亮知道诗人内心
的乡愁。这一份乡愁让人
夜深难寐，遥望远方，惟有
情寄明月才慰藉心中的乡
思之苦。月是思乡的魂。
月是诗人对故乡，对亲人最
永恒的寄托！

咏月诗中李白的颇多，
他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

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秋
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
西。”把自己的愁心寄给明
月，让挂念、思念、关切与这
朗朗明月一起，伴随着朋友
远行，明月是友爱的使者，
友情的见证，也因为这有情
的明月，使诗人和朋友之间
的情谊达到升华，成为千百
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传
奇”。

李商隐的“晓镜但愁云
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
暖玉生烟。”明月如一潭幽
静的水，又盛满忧伤的爱
情。皎皎的月光照着如霜
秋露，冷冷生辉，情人离别，
刻骨相思之情无法排解，在
月光下徘徊，为情所困为情

所苦，古人用自己多情的清
词丽句，隐晦地表达离别之
痛，思念之苦。

喜欢唐诗宋词，喜欢读
古往今来描写明月的诗
文。今夜，月光如水，乡情
也便愈发清晰。此时，在月
光下徜徉，水银一样的月
光，铺洒在我的身上，是那
样的亲切与祥和。思乡的
情愫，如同月光长出的翅
膀，在月圆的夜晚，向着家
乡的方向飞翔。

正是有了这挥不尽的
想念，才会有今夜明月千里
寄相思，思念的人儿泪常流
的忧伤；正是有了这挥不尽
的的思念，人的感情才对昨
日有了悠长的沉湎；也正是
有了这挥不尽的思念，人的
心灵才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刘希

当年我读初三的时候，是一个
叫王文奎的老师教的数学。我的逻
辑思维能力差，记忆力也相当不好，
因而数学一直是我最头疼的学科，
每次考试总是八十分上下。父亲
对这成绩极不满意，每次考试过
后，他的批评就会像雨点一样扑向
我，有一次他气冲冲地跑到学校，
嘱咐王老师多管教我一些。王老
师慈爱地摸着我的头，他安慰父亲
说我天资聪明，还说他有“灵丹妙
药”，一定可以将我的成绩变得好起
来。

听着王老师的话，我又疑惑又
惊讶。我本以为，王老师会向父亲
投诉我，毕竟我上课常看课外书，有
时候也还偷偷打瞌睡。我没想到，
在王老师眼里，我是个聪明的好学
生。那一刻，我突然想，我一定要好
好学习数学。王老师为了调动我的
学习积极性，把我选为数学科代
表。他还几次三番地跟我强调，说
把定理公式记清楚，数学就一点也
不难。

当了科代表后，我心里就有了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既然是科代表
嘛，成绩当然不能太差。因而上课
时我开始认真听讲了，课后认真地
背定理公式了，因为端正了态度，那
一学期，我进步很快，期末考试的时
候上了90分。王老师笑呵呵地对
我说：“我没说错吧，你就是个天资
聪颖的孩子，不要骄傲，要加油哦。”

那一年的中考，我们班的数学
成绩相当不错，我考了95分。原先
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在学校排名最末
位，而那次勇夺全校第一，并且获得
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我们都很高
兴。那时候的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王老师用什么“灵丹妙药”，让我们
的成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阵子的同学会，大家都不约
而同地说起王老师，听见很多同学
眉飞色舞地回忆：“你知道吗？王
老师说只要我认真点，这点数学题
根本不在话下，他夸我聪明，结果，
我真的考了90多分呀。”我恍然大
悟，我们之所以进步神速，全是因
为王老师的夸奖，全是因为王老师
对我们的肯定。是王老师肯定了我
们的价值，我们才会活出了我们的
价值——这就是王老师的“灵丹妙
药”吧。

后来，我因为成绩突出考上了
理想中的学校，跳出了农门。如今
的我，事业生活都相当不错。

屈指算来，与王老师不相见已
经整整二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
时常晃动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会时
时记起他的鼓励，也从他身上，学会
了肯定别人的价值，我把王老师的

“灵丹妙药”带到了我的生活里，生
活果然越来越好起来。

□刘小兵

又到一年的开学季，
教育话题再次成为热点。
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
人民教师，应该以何种姿
态做好教育工作？著名作
家、教育家叶圣陶的教育
随笔集《给教师的建议》，
结合其多年的教育实践，
为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借鉴。

全书汇集了叶老毕生
的教学心得，既解析了一
些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又
传授了一些贴近实际的教
育方法；既有针对教师个人
的教学建议，又有针对学生
群体的学习良策。一开篇，
叶圣陶就开宗明义，强调教
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
为人师表。他建言说，教师
多注重言传身教，其实就
是最大的为人师表。

当好一名优秀的教
师，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孜孜以求的事。书中，叶
圣陶站在教师的角度，以

“如果我当教师”为题，进
行了系统的阐明。他谆谆

教导，欲作一名优秀的教
师，就绝不能把单纯地教
书识字认作教育的终极目
的。在他看来，教书识字
只是手段，让学生养成多
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才是
教育的终极目的。进而，
叶圣陶又向广大教师提出
了“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
识，而且还要教学生如何
做人、做事，成为健全的公
民”的建议。他说，要把这
项工作做好、做实，就不能
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在

“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做
到因材施教才行。他还举
了具体的教育方法，比如，
在完成正常的授业之外，
完全可以联合家长，通过
与学生父母的亲情互动和
有效沟通，共同督促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
惯。而要做到这些，其实
也并不难，叶圣陶感同身
受地说：“多做家属亲切忠
诚的朋友，拿出真心来，从
行为、语言、态度上，表现
出是关心和爱护学生的，
就能让这种教育合力发挥
出最大的效应。

作为勤于笔耕的教育
家，叶圣陶一直在思考，教
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答
疑、解惑，在这漫长而艰辛
的育才过程中，少不得对学
生们进行必要的思想品德
教育。芸芸学子们的思想
品德课该怎么上？叶圣陶
真诚希望这堂“大课”，不仅
学校要上，而且也要“搬进”
家庭、“搬进”社会。惟各方
各面通力协作，则学生思想
好、品德好，自然水到渠
成。书中，叶圣陶创造性地
衍生了思想品德课的内涵
与外延，认为：课内所有的
知识课和技术课，课外的种
种校内校外活动，实际上都
有培养好思想、好品德的作
用。只要老师教得好，引导
得好，学生学得好，活动开
展得好，就不必另加什么

“思想品德的尾巴”，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其思品、其德
操，就会受到濡染，在这种
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润泽下，
他们的思想境界就会不断
得到提升，品德修养也会不
断得以增强。这样的思想
品德课，让学生们既可感可

知，又入脑入心，又有几人
能拒绝呢？

让学子们学好国学，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自然是广大教育工作
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
现代著名的作家，叶圣陶
主张应把青少年学好语
文、写好作文，提到传播国
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
去看待。他一再告诫基层
教育工作者，要把好的读
书方法和写作方法传授给
大中小学生，引导他们在
长期的读与写中，不断增
强对祖国语言的感情，从
而让他们在学有所思、学
有所得中，为传承古老的
中华文化，学到更多的知
识和本领。

叶圣陶在书中所提到
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许多意
见和建议，时至今日，不但
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有很强
的指导性，而且对学生、家
长而言，同样能带给他们
许多触动。《给教师的建
议》如一缕涤荡心灵的春
风，拂过人们的心头，带来
不尽的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