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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朱永新的新书《每朵乌云背后
都有阳光》。这是朱永新有关教育阅读的随
笔集，分为五个专辑，即教育是最强有力的武
器、把生命读成传奇大书、孩童是巨人、我们
正在涨潮的海上、享受着教育幸福。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认为，《每朵乌云背后
都有阳光》的出版意义“在于其所倡导的新教
育理念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儿童第一”；著
名作家冯骥才在为本书创作的序言中写道：

“这本书中，永新开篇就把他所推崇的曼德拉
的一句话摆了出来：教育是最强有力的武器，
你能用它来改变世界。”

我对朱老师新著的理解是，每朵乌云背
后都有阳光，每个孩子身上都有潜能，每个人
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作为教育者，就必须
尊重儿童，尊重生命，相信每一个孩子，挖掘
其潜能，让每一朵花儿都鲜艳盛开，让每一棵
树儿都茁壮成长。

阅读该书，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他曾
写过一本书《要相信孩子》，书中有这样的观
点：通向儿童心灵的道路，不是一条只需要教
育者及时铲除杂草（儿童的缺点）的、平坦而
洁净的小道，而是一片肥沃的地，儿童的各种
优秀品德像幼苗一样，将在这块土地上逐渐
成长。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一个精心
的播种者和耕耘者，应该去扶正那些正在成
长中的幼苗，去爱护每一片急需阳光的绿
叶。如果我们能让儿童的各种优点像幼苗分

蘖似的迅速分枝，那么他们身上的缺点就会
自然而然地被连根除掉。

我还从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
议》中了解到，他把难教儿童（即我们常说的“学
困生”）当作科研对象来研究，长期跟踪记录。
他先后为3700名左右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他
能指名道姓地说出25年中178名“最难教育的”
学生的曲折的成长过程，其中107名“智力发展
极端迟缓”的学生，被培养成了“完全合格的有
教养的人”，其中13名还受到了高等教育。

阅读该书，我还想到了李镇西，他的《爱
心与责任》《教育的100种可能》《给中学生的
一百封信》《民主与教育》《用心灵赢得心灵》等
专著一直激励着教育工作者。他在多本书中
提到一个故事，我记忆犹新。1995年，他被学
校安排教初一“实验班”（全年级成绩最拔尖的
学生组成的“重点班”），一带六年，送到高三。
但他还请求学校，把“最差的学生编成一个实
验班”，学校按照他的建议，组建了全年级学困
生的“实验班”，他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分别由
学优生和学困生组建的“实验班”的语文老师、
班主任，学生总数131人。他和科任老师为了

让每一个孩子享受成功，每次上课要备四套教
案，布置四套作业，每次考试命制四套考题
……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带着由孩子们评选
出来的“本周进步最大的同学”一起去公园玩
儿；每天晚上他都要记录当天的教育行为和感
悟，其中他对让人特别头疼的十来个顽童单独
跟踪记录，写下他们每一步的成长。25年后，
这几十个曾让他头疼更让他心疼的顽童长大
了，成了公务员、军人、教师、医生、足球教练、
摇滚歌手、钢琴师、企业老总……

作为校长、作为班主任、作为教师，无论
是苏霍姆林斯基，是朱永新，还是李镇西，他
们所共同拥有的观点就是：相信孩子，孩子是
种子，孩子是希望。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
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因
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始终思考，如果“我
是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要始终给学生
爱与智慧，让爱与智慧同行，这样的爱才有深
邃隽永的价值，这样的智慧才有生命的温
度。老师相信每一个孩子，让爱与智慧同行，
才是老师成长的不二法门。每一个教育工作
者都要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习，向朱永新和李
镇西学习，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以平等的
心态对待学生，以宽容的胸怀激励学生，相信
每一个孩子，把每一个孩子当作自己的作品，
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倾注热情，挥洒生命，帮助
他们把人生变成一首隽永的诗、一篇优美的
散文或一部厚重的小说！

请相信孩子
□ 市经济开发区教育中心校 全竹贵

久有去看望嵇光娥老师
的想法，上次看望她还是大
学二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暑
假里，算来已有四十多年了。

午后读吴周文先生散文
集《妈妈的孤独》，第一部分
即为“先生篇”。读着吴先生
的文章，感受到他对老师深
切的感恩和浓浓的思念，我
决定去拜望嵇老师，现在就
去，一刻都不能再等。

嵇老师是我的小学老
师，她1965来到我们陈总兵
庄村，1986年离开。20多年
的光景，嵇老师把一生最美
好的青春时光奉献给了我们
陈庄。嵇老师常说：陈庄就
是我的故乡，陈庄村的学生就跟我的孩子一
样。

对我们陈庄一帮学生来说，嵇老师既是
老师，更像慈母。她对我更是关心备至，许多
往事深深地铭记在心，终身难忘，感恩终生。

我的入学就让嵇老师费了一番心血。
幼时的我非常胆小，庄上来了敲锣打鼓

的，别的孩子都奔去看热闹，我却赶紧往家里
溜，躲在门后不敢出来。因为胆小，我到８岁
还没有上学。一天晚上，我跟着上扫盲班识字
的姐姐去学校，躲在教室的最后排。嵇老师教
了生字后，让扫盲生认读，她们不是读不全，就
是读不准。我蹲在后面悄声读起来，一个都没
有错，声音虽小，但稚嫩的童声还是让嵇老师
听得清清楚楚。她关切地问：“这是谁家的小
孩？好像没有看到他上学啊？”我姐姐说了我
的情况，嵇老师记在了心上。以后的一段时间
里，嵇老师一有空就到我家来，与我妈妈闲谈，
教姐姐识字，渐渐地我也与她熟了，不害怕
了。有一天，嵇老师就像母亲一样领着我走进
了教室。就这样，我才开始上学。没有嵇老
师的一番用心和关爱，我将是一个文盲。

在陈庄村，接受过嵇老师教课的孩子不计
其数。大家都说：嵇老师人好有耐心，从来不
打骂学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条件差，
我们这帮孩子又野惯了，谈不上卫生习惯，常
常是光着脚就去上学，一双手脏兮兮的，更有
的孩子拖着脓鼻涕。嵇老师从来不嫌弃我们。

一天，嵇老师端来一盆水，拽过我的手，
细心地擦洗，一边洗一边说：“你看看你这个
小乌龟爪子，黑漆麻乌的，就像从灰堆里掏出
来的。你现在是小学生了，要爱干净讲卫生，
不能再做一个脏孩子。”嵇老师慢慢地给我搓
洗着，我就倚靠在她怀里，就像靠在妈妈怀中
一样，十分温馨，真想就这么一直洗下去。

经过一番探访和询问，我敲响了斗鸡场
巷４号的门，开门的正是嵇老师。嵇老师还
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一脸微笑，一脸慈祥。

我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嵇老师好！”
嵇老师紧盯着我的脸，仔细地辨认着，口

中念叨着：“是个熟脸，是我的学生。让我想
想是谁！”她在头脑中努力搜索着，回忆着。

我轻声提醒老师：“陈庄的，德胜小学。”
“噢，想起来了，你是陈维忠，是小双子。

你小时候又瘦又小，才一点点大就会下棋，将
军抽车。聪明得不得了！”

想不到时隔五十年，嵇老师还能叫出我
的乳名，记得我小时候营养不良、生活艰苦。
岁月沧桑，一切已成过往，唯有老师把我们这
些学生永远记挂在心上。

我的到来，让嵇老师特别激动。她询问
我的情况，关心陈庄村其他学生的情况，特别
还问起我女儿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就像当
年关心我们一样关心我的孩子。当听到某某
学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时，她非常高兴，自豪
地说：“陈庄村的孩子个个优秀，我教出的学
生人人有出息。你们成功了，我们做老师的
高兴啊！”而当听说某某学生的不幸时，她伤
心，眼圈都红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临走时，嵇
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走了好
远，我回头再看，看见嵇老师还立在门口，目
送着我，那情形就像母亲望着远去的孩子，盼
望孩子下一次早日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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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老家在湖北，我有两三年没见到爷爷
奶奶了。

记得上一次同父亲去湖北，我背了一只鼓鼓
的书包。父亲肩上一个背包，手上还提了一只大
包，里面装的多是高邮特产。

父亲一路上神采奕奕，大踏步地行进。归家
的兴奋，让他劲头十足，把我落得远远的。

又或许是近乡情怯，父亲有点局促难安，不
断地向我重复着要求：

“见面了要喊人，要热情，不要老板着个脸。”
“不要让爷爷奶奶给你买东西，要买东西跟

我说。”
我已然是个大孩子了，怎么会乱要东西呢？

我心里暗笑父亲的迂。不过现实是，我没有做到
他的要求。

爷爷奶奶带我去赶集。因为听不懂湖北方言，
在他们问了我一个听不清的问题后，我只是“嗯”了
一声。他们便急忙去路边的小贩那买下了一箱梨。

他们说价的时候，我赶紧去拦住他们，忙着
解释说：“不用买！”他们却说：“喜欢吃就买上！”

这句我听懂了。他们那爬满皱纹的脸上绽
放出的笑容，深深地表明他们爱自己难得见面的
孙子，尽一切可能去买一切我需要的东西，花多
少钱都不在乎，也或许是弥补平时照顾不了我的
歉疚。我知道，我是阻拦不了的。

回来后，父亲把我叫到屋外，一边抚着我的
头一边笑问：“不是别让爷爷奶奶花钱的吗？”

“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苦笑道，“再说，
我也拦不住。”

父亲和我相视一笑，他又何尝不知！
回故乡的那段时光过得飞快。临行前一天晚上，

爷爷奶奶忙着往包里塞腊肉、香肠、石耳什么的。包
被塞得有棱有角的，我担心一放下来就会破裂。

回高邮的路上，父亲的眼神比来时黯淡了不
少。那只提包被他左手换到右手，右手又换到左手。

登上动车，思绪化成泪，一触便溢了出来，这
是我第一次见父亲流泪。

啊！父亲身在江苏，根在湖北，情系父母！
指导老师 潘德军

故 乡 行
□ 市汪曾祺学校八（5）班 吴张睿

咱们家的花园啊，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
高楼上，如初夏阳光的一抹生机。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花园，而是一个什么都能种的小天地。爷爷
奶奶和妈妈都是在老城区河边长大，对生机
勃勃的花草果蔬有着深深的依恋，便不时会
为这方小小土地注入新鲜血液。这里的日
照不算充足，但是在嘈杂的城市里有了同伴
和栖身之所，那些小小花草便爆发出惊人的
生命力，短暂却明媚。

夏天对于花园来说是丰收与喜悦的季
节。还记得儿时园里种下的番茄和葡萄，青
涩却甜美地在盛夏里成熟，像一颗颗弹子那
样晶莹饱满，绿中泛着橙黄，羞答答的样子，
是买不来的味道。 绣球也散发出无穷的活
力，争前恐后，开得溢出了花盆，一堆又一

堆，青蓝的、浅绛的，像是在绿色绸布中散放
的手鞠。如何改变绣球的颜色也是一件很
讲究的事。妈妈会先将硫酸铝稀释，在绣球
结出花苞前浇入土壤中，这时候土壤中铝离
子增多，酸碱性改变，开出的就是蓝绣球；而
加入草木灰，能使绣球开出美丽的粉色；土
壤酸碱适中，花朵则会呈现出晚霞般的紫
色。微风拂来，一整个阳台的绣球摇曳成渐
变的海洋，醇厚而芬芳。虫子们是不被欢迎
的客人，在绿叶上安家；不付钱的房客时时
被驱逐。有的负隅顽抗，还要费上好几天来

请走它们呢。爷爷想方设法搬来新鲜泥土，
奶奶负责浇水，妈妈则购买了花肥和除虫药
剂……呵护花儿是艰辛而又幸福的。

爷爷奶奶感慨：从前的街道，只是土路
罢了，街边杂草野花丛生，就像天上的星星
洒落一样。虽然没有人来精心呵护它们，大
自然的风霜雨露在庇护它们，赋予它们顽强
的品性。如今时过境迁，混凝土与柏油路封
住了土地，花草们也在城市茫茫中变得格外
珍贵。栖身于高楼之间，竟能找到如此一片
花香四溢的花园，真是万幸啊！

望着这方小小的天地，我心中不由升腾
起一种“种豆南山下”的悠闲之感，一种“独
坐幽篁里”的静谧之感，与一种“大隐隐于
市”的幸福之感。在市井中求得一方如此芳
香的净土，也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啊！

阳台上的“秘密花园”
□ 市汪曾祺学校七（14）班 翟语馨

在汪爷爷的作品里，有一条很生动、
很神奇而又很古老的巷子，名曰“杨家
巷”，那是他家乡的一条巷子，更是杨家历
史的传承之处。

杨家巷是汪爷爷的外婆家。听说，杨
家巷的名字来历很有点传奇色彩呢！杨
家是从外省来的，买下这条巷子里的房
子，因为一条“金扁担”发了迹。杨家的子
孙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政从商者众
多，成了这个小城里的大户人家。随着时
代的变化，许多人家都迁走了。这条巷子
里包罗了各个姓氏的不同的人，但它的名
字始终没有改变，因为它记载了杨家曾经
的繁荣。

杨家巷并不长，南北是青砖铺成的甬
道。由南到北，地势慢慢升高。站在北边
的巷子头向南看去，居然有很大的落差。
小巷幽深，真的很有感觉。巷子里很安
静，有几个老人从门里走出来，慢悠悠地
踱步。那种安详的神态与这古朴的巷子
浑然一体。

从杨家巷出来就是复兴街。走在街
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到底是街，
比起巷子宽大明亮了许多。走在石板铺
成的小路上，看看两边古旧的房屋，还有
门檐上饰着的砖雕，木质的门窗，是那样
的古香古色。这里曾经是北门大街最繁
华的街道，聚集着许多知名的店铺。听
说有卖皮货的、卖珠宝的，还有卖贵重药
材的。汪爷爷的作品里多次写到这条
街，可见它昔日的繁华。我们去的时候
已是黄昏，金色的夕阳洒在屋顶鱼鳞般
的房瓦上，像是给瓦片镀上了一层金

辉。有户人家门口还有一盆迎春花，小
小的花苞已经绽放了，像小娃娃那稚气
的脸，正在冲我们笑呢！我们又继续往
前走，向右拐就是北门大街，大街上有不
少古老的店铺，卖一些香炉烛台、明矾石
碱、针头线脑等老旧的物件。守店的都
是年老的人，他们好像并不刻意经营自
己的生意，也看不见买东西的顾客。也
许，他们就是为了守住这些旧时光，守住
那些不能抹去的情结吧！看着铺子廊檐
下的红灯笼，听着烧饼店里打烧饼的“丁
丁郭郭”的声音，走过一座小石桥，桥下
流水潺潺，两岸垂柳如烟，海棠正好，我
感觉自己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沉浸其
中，悠然自得。

北门大街的东侧还有另一条奇特的
巷子——一人巷。话说这条巷子只能由
一个人走，如果两个人同时走的话，就要
擦肩而过。我们按顺序走进巷子，感觉真
的很奇妙。最有意思的是，抬头看天空，
就像是一条线一样。这不是“一线天”吗？

从杨家巷到复兴街，再到北门大
街、一人巷，我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砖一瓦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风度呢！我终于明白，难怪汪
爷爷上学的时候喜欢在这里东看看西
望望，后来能够写出那么多、那么好的
文章来。

古 巷
□ 市城北实验小学六（6）班 王远青

我的家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为
秦始皇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故称高邮。

在高邮许多名胜古迹中，最出名的要
数盂城驿了。盂城驿是古代京杭大运河一
处重要的水马驿站，也是古代官员接待各
方使节、迎接四路宾客的地方。驿站不仅
仅用来招待，还承担运输和政治军事信息
传递等许多任务。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南门大街。一
进南门总能看见一群欢快的爷爷奶奶穿着
戏服在表演扬剧，吸引很多人围观。最让

我受不了的是古街两旁各种各样的小吃：
烤羊肉串、牛肉汤、蒲包肉、盐水鹅、阳春
面、草炉烧饼、麦芽糖……光闻着味就垂涎
三尺。

“天上太阳和月亮，水里麻鸭生双黄”，
如果您来高邮做客，一定要尝尝我家乡的
特产——双黄鸭蛋。一蛋生双黄，好事定
成双！ 指导老师 钱加玲

可爱的家乡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二（5）班 林芊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