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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地做教师
经济开发区教育中心校 全竹贵

《中国教育报》近日的

报道《程林：一种安静的力

量》，介绍了山东大学教授

程林。程林，42岁时担任

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参

与丁肇中主持的国际大科学工程 AMS（阿尔法磁谱

仪），默默工作7年，不发表一篇论文，潜心攻克其热系

统难题。他自己认为是个“非常非常没有意思的人”，“扔

在人堆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人认出来”，“只是具有独立

思想的大学教授中最为普通的一员”。阅读了这篇报道，

我油然想起胡锦涛同志曾经对教师提出的希望：“潜下

心来教书，静下心来育人。”程林，安静地做教授，才能

“自1976年以来，先后有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我一起工

作，程林是最优秀的（丁肇中语）”,“才能获得美国宇航

局特别嘉奖”。我们为人师，也当向程林教授学习，安静

地做教师。

安静地做教师首先要安静做人。程林说：“一个人只

有生活在高尚的环境里，才更有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

人”，“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人的尊严”。教

师首先要有优良的师德。教师要立德树人，自己必须师

德优良。安静地做人，就要求教师做一个有优良道德的

人，做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做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做一

个知书达理的人，做一个人讲文明懂礼仪遵章守纪的

人，做一个对学生、对家长、对同事时常微笑的人，做一

个心里始终装着学生、装着家长、装着他人的人。近日报

载的杭州文澜中学的今年67岁的任继长校长，自2004

年迁入新校址后，每天在食堂为学生打饭。他师德厚重，

为学生打饭9年，打的不是“饭”，而是“爱”。他值日的窗

口总是排队最长的，同学们说，校长打饭时总问他们够

不够吃，吃得好不好，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打饭校

长”。任校长给学生打饭，9年如一日，充分说明他心里

装着学生，始终怀揣为学生服务之心。梅贻琦先生也曾

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因此

笔者想说，为师安静为人，心里就必须装着学生、装着家

长；校长安静为人，心里必须装着学生、装着老师。苏霍

姆林斯基说过，“精神空虚，思想枯竭，志趣低下，愚昧无

知等，绝不会焕发和孕育出真正的爱”。因此，安静地做

教师，首先要安静做人。

安静地做教师其次要安静做事。程林1979年考大

学，由于父母都从医，一开始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但阴差阳错地听了亲戚的推荐，读了电厂热能动力

专业。硕士、博士毕业后，

他没有去电力部门工作，

而是留在了母校山东大学

当了一名老师。为师从教

30年来，程林认为丁肇中

无疑是对其科研工作影响最大的人，因为丁肇中“是一

个非常安静的人，始终保持了一个科学家最基本的纯

粹。虽然他所做的几个实验都带来了人们对世界认知新

的改变和进步，但他从未喧哗，始终保持着安静，始终保

持着对科学的激情和热爱”。“从丁肇中教授身上，我们

学习了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基本品质，那就是一定要安

安静静地做事。”程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心

无旁骛，安安静静地做事，因而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并成为“长江学者”、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

家，2011年获得美国宇航局的特别嘉奖，2012年又获得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从丁肇中教授到程林教授，让

我们更加迫切地感受到为师一定要安静做事。唯有安静

做事，才能心无旁骛、心不浮躁；唯有安静做事，才能踏

踏实实、心灵充实；唯有安静做事，才能一心一意、全心

全意；唯有安静做事，才能感受教师职业不疲惫、不倦

怠；唯有安静做事，才能乐于教书，乐于育人；教师也唯

有安静做事，一株株迟开的花才能含苞吐蕾、鲜艳绽放，

一棵棵慢长的树才能顺利拔节、茁壮成长。

安静地做教师最后要安静生活。程林教授在日常生

活中，是一位喜欢安静的人。他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

后，夜幕降临之时，会进入毫无功利性的自由阅读状态。

一套《汉译世界名著》，另一套《西方名著入门》，是程林

教授多年来反复看的书。除此之外，程林教授还会写点

随感，强调“坚守信仰，忠诚事业，尊重常识，保持安静”。

程林教授安静地生活的故事，告诉我们，为师要安静地

生活。当然日常生活要安静，并不是要求教师呆板、刻

板、死气沉沉，也不是指教师都要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样。安静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富有情趣，恬淡高雅，不

刻意张扬。教师应该像程林教授那样，工作之余要多读

点书，多做点思考，多写点文章。

应该说，现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已充斥着浮

躁和喧哗，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也难以安静。但是作为教

师，从事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职业，这个职业需要我们

的精神和思想自由舒展，需要安静心和想象力适意徜

徉；这个职业倡导我们情致高雅、淡然淡定、平易近人；

这个职业要求我们安静做人、安静做事、安静生活。

在尝试中成长
市赞化学校七（23）班 朱晨

人生有一个过程，是我们

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一

个有志青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尝试，这些尝

试将会成为我们走向成功的铺路石。

一天，我见奶奶忙得不可开交，又是洗菜又是切菜

的，心想：我长大了，也应当帮奶奶做些事了。我就对奶

奶说：“奶奶，我帮你切菜吧！”奶奶说：“你玩你的去，我

自己弄就可以了！”可我不愿意，奶奶禁不住我的再三

请求，只好答应了，让我切萝卜丝。

她原本要教我，可我认为这太简单了，还要教

吗？便拿起菜刀，切了起来。事与愿违，我切得不仅

慢，切出来的萝卜丝还很粗，甚至连刀都拿不稳。我

十分着急，汗都流出来了，似乎比奶奶还要忙。奶奶

见了，笑了起来，说：“你切的是什么呀！”我惭愧地低

下了头。

奶奶笑完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想切好萝卜

丝，首先要拿稳菜刀，手按紧萝卜，对准它，切下去。”

不一会工夫，奶奶就切

出了一大堆十分细的

萝卜丝，和我切出的

“小胖子”相比，简直是

天壤之别。看完奶奶的

示范，我也不甘示弱，学着奶奶的样子继续切。虽然达

不到奶奶那种境界，但与第一次比起来还是好了很多，

兴奋之余，似乎也悟出了些道理。

切萝卜丝不仅要掌握技巧，还要用心去做。一个人

即使有再高超的技术，而做事总是三心二意，也不会把

事做好。相反，哪怕你的技术本不是很高超，但你一心

一意地去做，也会把事情做好。

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尝试做一些事时，不要以为很

简单就不去用心做，而要先虚心向他人请教，并掌握一

些技巧，专心做，才能把事做好。

去勇敢尝试吧！只有多尝试，从中获得经验教训，

才能真正长大。 指导老师姜殿乔

童年趣事
市北海小学三（2）班 张杰磊

童年是无

忧无虑的，童

年是五颜六色

的，童年是天

真快乐的。每

个人都有一个童年，而童年趣事就像海边各色各样的

贝壳，在海水的陪伴下闪闪发光。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我童年的一件趣事。

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钓鱼，我们先把钓

鱼用的工具准备齐全。到了钓鱼的地方，我们先抽出

鱼竿扣上鱼线，然后把蚯蚓穿在鱼钩上，再把鱼竿甩

入水中，耐心地等待鱼儿上钩。可是过了好一会儿，

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突然，一只五颜六色的小蝴蝶

在我的鱼竿上翩翩起舞，我便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扑

向小蝴蝶，可是朋友的鱼竿一晃，小蝴蝶给吓跑了，

我气极了，往椅子上一坐。朋友对我说：“钓鱼一定要

有耐心。”

于是，我决定再试一次。没过多久，我发现鱼竿动

了一下，鱼钩也往下沉了，我使劲往上一拉，果然钓到

了一条大鱼。我正准备把它放到桶里，手一滑，大鱼又

掉到了水里。尽管我没有钓到鱼，但是心里很开心。

这就是我的童年趣事，很有趣吧！指导老师胡丹

爸爸，你真“傻”！
市汉留小学六（1）班 黄予暄

我的爸爸是一名阳刚帅气的小学数

学老师，在汉留，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家

长个个都竖大拇指，都愿意将孩子往他

的班上送，因为爸爸教学水平高，不仅数

学课上得让人爱听，还多次在教学比赛

中获奖。我也非常佩服爸爸———在我心

目中，爸爸是个十分正直的人，甚至正直

得有点傻。

今年教师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有一

位家长来到我家，爸爸热情地接待了

他。没多久，这位家长就从包里拿出一

条中华香烟，还有一张超市卡，对爸爸

说：“黄老师，我们家孩子数学成绩不太

好，请你多关心，这

点小意思您就收下

吧。”我听了，顿时

乐开了花。心想：这

下平时爱抽烟的爸

爸可以快活好多天了，还可以帮我买那

梦寐以求的文具盒了。

正当我想得美的时候，突然听见了

爸爸一本正经的声音：“你的心意我领

了，无论你送不送礼，我都会尽力教好

你的孩子的，请放心。这礼物，你带回

去，我是不会收的。”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黄老师不

要推却。”

“我真的不会收的！”说完，爸爸硬

是将烟和卡又放回了那人的包里。

“那多不好意思！黄老师，孩子就拜

托您了。”

“没事，您就放一万个心吧！”爸爸

对已经走在门外的家长说。

听到这，我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

一亿个不开心。哼，爸爸，你真傻，人家

把烟和钱都送到家门口了，你竟然不

要！为了那只三十多元的文具盒，我不

知缠了你多少回，你总是找出不同的理

由拒绝我；在学校，你上课连一支粉笔

都不浪费，粉笔写断了捡起来再写；就

餐时，每当看到同学们将不喜欢吃的菜

准备倒掉时，你总会上前制止。最让我

不解的是，有一次妈妈好心好意为你买

了一件“劲霸”男装，你不但不高兴，还

冲妈妈说：“买什么名牌，有衣服穿就

行。”说得妈妈一

脸的失望。爸爸呀

爸爸，你怎么这么

傻？我嘟着小嘴拉

着爸爸的衣角满

脸的不高兴。“爸爸，你怎么啦?你平时

那么节省，不就是因为囊中羞涩吗？今

天人家送你礼品，为什么不收？”

“孩子，我是老师，教好学生是我的

天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恪守本分，履

行做人之道。你要记住，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爸爸摸着我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不由得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一

直在我的耳畔回响。每当我想到爸爸的

话，我更爱我的爸爸———爱他的那份

“傻”。长大后，我一定要像爸爸一样，做

一个廉洁有道德的人。

指导老师刘海兰

打年糕
市实验小学二（11）班 任嘉琪

今天下午，我看书正起劲的时候，隔壁忽然传来刺耳

的声音，我问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妈妈让我自己去看看就

知道了。我收好课外书，顺着声音走了过去。哇！好多人围

在那里呀！我扒开人群钻进去一看，原来是在打年糕啊！

我很好奇：年糕是用什么东西，又是怎么做起来的

呢？就在这时，只见这位打年糕的伯伯用碗从盆里挖了

一些米倒进了机器里，机器便轰隆轰隆地转动了起来。

一根根长长的、白白的年糕就从一个小洞里面慢慢地爬

出来，可真神奇啊！这位伯伯用一把锋利的剪刀把年糕

剪成一拃长左右，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一张铺着干净白
布的桌子上。我悄悄地拿起一个年糕摸了摸，热乎乎的，

软软的，又用鼻子闻了闻，感觉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我

真的很想咬上一口！

这时，站在一边的妈妈告诉我，年糕的种类有很多，

有长年糕、芝麻糕，还有香米年糕……它是用浸泡了20

个小时的米做成的，并且放久了就会变得硬硬的，但还

是照样可以炸着吃、炒着吃、煮着吃，一点也不妨碍它

的美味。我听了后，更加嘴

馋了。妈妈只好给我买了

些，让我回家解解馋。

指导老师汤志娟

长不大真好
———读《小飞侠彼得·潘》有感

市实验小学四（9）班 王玥琳

《小飞侠彼得·潘》是一位非常有童

心的先生詹姆斯·巴里写的，在这本书

里，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真正的孩子：彼

得·潘。

角色不只一个：善良的温迪，可爱

的迈克尔，憨厚的图图，凶狠的胡克

……可主角当然是小飞侠彼得·潘喽。

小，就是永远

长不大；飞，彼

得·潘的“神

力”；侠，彼得·

潘勇敢、行侠

仗义。可最令

我羡慕的是他永远长不大。

温迪是怎么认识彼得·潘的呢？原

来，这位粗心的小飞侠把自己的影子丢

在了温迪家，找到影子后，却怎么也不

能将影子“粘”回去了，温迪灵机一动，

将彼得影子缝起来。就这样，彼得·潘将

温迪和她的两个弟弟约翰、迈克尔带到

了“永无岛”。在永无岛上，小飞侠永远

长不大。但是温迪在永无岛上会思念她

的父母，最后便带着约翰和迈克尔飞回

了家，虽然彼得·潘长不大，但温迪会长

大的。当彼得·潘再次看到温迪时，温迪

已经是成年的大女孩了。

看了这本书，我常常会想：我如果

也长不大该多好！可这只不过是幻想

罢了。在现实生

活中，怎么可能

长不大？真正的

孩子越来越少

了，几乎每个孩

子都像个大人，

说话的语气都模仿。彼得·潘虽然只是

个虚幻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却让我们

每个孩子都无比向往。小飞侠的身上

具备着所有的孩子应有的东西：勇敢、

调皮。长不大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

在父母怀中撒娇。长不大真好！

虽然我们会长大，但我希望我长大了

也能拥有一颗童心！ 指导老师黄桂琴

高中阶段老师如何帮助学生
合理利用错题资源提高学习成绩

市第一中学 张丽

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学生做错题

本身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老师如何

利用好错题资源，有效帮助学生分析

做错的原因，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

1、因学生做过、老师讲过的题而做

错的。这种现象在目前高中学习阶段还

是比较普遍的，这往往是因为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遗忘所造成的，这个时候就

能说明错题本建立的必要性，不仅要有

错题本，而且还要用好错题本，订正、纠

错不是为了给老师检查的，而是学生自

己能够取得进步的必要手段，那就是要

学而时习之，每到单元学习结束，期中、

期末复习，都要拿出错题本逐题过关。

这些题学生不仅要看懂，还要能在草稿

纸上自己重新做一遍，找出还有哪些题

目是不会的，有哪些题目是要反复几遍

后才能彻底解决的，从而培养学生经常

回顾的学习习惯。

2、学生基础知识掌握较好、解题思

路也没问题，因为粗心而做错的。这种

情况，往往是最令老师、学生都头痛的。

其实，这类错误往往是和学生的学习习

惯不好有关，老师应该从平时做题时加

强审题过程中如何抓住关键字词的专

项训练，让学生逐步养成好的审题习

惯，懂得如何避免错误的发生，以此来

逐步解决问题。

3、因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好或压根

就没掌握而做错的。这种错题往往是老

师最容易利用、帮助学生进步的机会。这

种情况下往往也是师生沟通的最佳时

机，首先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其次再

让学生自己去纠错。学生通过很简单的

学习过程就能解决问题，认识到学习过

程中存在问题并去纠正，从而获得进步。

4、因学生基础知识掌握较好但无

从下手而做错的（可能是题目太难，根

本不会）。这种题目往往是因为老师布

置的作业可能与现阶段教学内容、学

生的这一阶段的心智匹配度不好，老

师可以在教学中分解难度，通过几道

小题构建解这道题的思路，让学生懂

得分析解决这类题型的方法、思路。其

实，这样的错题纠错，学生一旦弄懂

后，就会形成一种成功的享受，因此变

得乐于去做。

常言道“错题里面有黄金”。高中

阶段如何利用好错题资源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绩，是每一位老师必须掌握的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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