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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一位好老师不仅能用文化知识充实孩子的头脑，还能用精神滋养丰富

孩子的心灵，更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树立理想信念、磨练意志品格、养成良好习惯……一位好老师应该是怎样

的？一名好老师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本期《话题》分享几位读者的见解、经验和感受。

我一直笃定地认为，女儿喜欢
文学，与她的小学启蒙老师丁老师
是分不开的。

我女儿的性格属于安静内向
型，刚入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我担
心女儿不合群，就抽了个空与她
的班主任丁老师交流了一下女儿
的具体情况。丁老师说：“孩子初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难免会出现
短暂的不合群，这并不是个别现
象。孩子们之间由陌生到熟悉也
要有个过程，你不要太着急，在学
校，我会帮助孩子们度过这段适
应期的。”

开学不久，以前睡觉前一贯缠
着我讲故事的女儿，却一反常态
地变成了她讲故事给我听。听女
儿说，她们班要进行“童话故事表
演”活动，每个学生都要参加，女
儿选的童话故事是她最喜欢的

“五官辩论会”。那天，女儿放学回
家，兴奋地从书包中拿出一朵小
红花：“丁老师表扬我故事讲得生
动，声音好听。她还说要我们这一
组的6个人一起来讲这个故事，一
个人扮演一个角色，让我来扮演

‘大脑’先生呢！”看着女儿红扑扑
的小脸上写满了憧憬，我知道，在
丁老师的悉心关爱下，女儿与班
上同学的关系越来越近，用不了
多久，她就会快乐地融入到这个
班级集体的。

女儿读二年级时，丁老师继续
跟班，女儿乐得一蹦三尺高！刚开
学，丁老师布置了一项固定的家
庭作业，每位同学每周写一篇周
记，可长可短，不会写的字用汉语
拼音代替。女儿乐在其中，放学后
在小院里看着花草，逐一说着花
的颜色：红色、淡紫、橙黄；晚上，

仰着头盯着月亮嘴里念念有词：
玉兔、玉盘、玉蟾。女儿说：“丁老
师说我们写周记，要仔细观察，把
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一句也
行，一段也行。”直到有一天，我翻
阅女儿的周记作业，看到丁老师
在“油菜花笑弯了腰！”的“弯”字
上圈了红圈并点评：一个弯字，写
出了油菜花盛开的模样，可爱，生
动。此时，我方知，丁老师已悄然
在 我 女 儿 心 中 播 下 了 文 学 的
种子。

《仙人球花》是女儿在丁老师
的指导下发表的第一篇作文。女
儿在文中写道：“我用手摸了一下
花柄，手刚碰到花柄，就被小刺狠
狠地刺了一下，我疼得直叫。爸爸
用胶布把我手上的刺粘掉……我
想：仙人球为了保护它嫩嫩的花
儿才长了这么多刺，就像爸爸妈

妈保护我一样。”年龄尚小的女儿
就能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
爱，凸显出了作文方面的爱好和
禀赋。自从女儿第一次发表文章
后，她的写作热情空前高涨，她勤
写习作并按老师指导投到相关报
纸杂志，不久又有两篇习作见报，
女儿说：“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写作
文了，从中能感受文字的快乐。”

随着年级的升高，女儿的写
作热情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在报
纸、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已有数十
篇，还屡次在作文比赛中获奖。

我不仅感叹道：女儿载上文
学的小舟，是丁老师用“童话故事
表演”活动引导学生融入班级大
家庭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是丁老
师每周一记作业成果的直接收
获，也是丁老师在我女儿心田里
播下文学的种子。

播下文学的种子
王阿丽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
过：“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是对
教师业务水平和道德水准提出的
严格要求。但我认为，要成为一个
优秀的教师，仅仅做到这些还是远
远不够的，他更要有独特的人格魅
力。那样，教师才能如和风细雨般，
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成长。

教师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现在
对学生的热爱上。爱是人格魅力的
前提。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有
广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更要有
诚挚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热爱
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教师对学

生的爱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是教
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
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

“爱其师”，从而“信其道”。因此要
做到“三心俱到”，即“爱心、耐心、
细心，”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
时时刻刻关爱学生。对学生要有耐
心，对学生细微之处的进步也要善
于发现，并且多加鼓励。

教师的人格魅力其次表现在
对学生的宽容上。宽容不仅是一种
美德，更是一种魅力。教师要学会
宽容，宽容学生的错误和过失，宽
容学生一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

学生对自己喜欢的教师都会有一
些普遍认同的标准，诸如尊重和理
解学生，宽容、不伤害学生自尊心，
平等待人、说话办事公道、有耐心、
不轻易发脾气等。教师要放下架
子，把学生放在心上；要自觉接受
学生的评价，努力做一名让学生喜
欢的教师。

教师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与
学生的交往上。在以往的师生关系
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权
威。现在不同，学生接受知识和信
息的渠道拓宽了，他们涉猎广泛，
思维敏捷，充满活力，有些方面可

能会超过教师，老师应该把“做学
生的良师益友”当成座右铭。

教师的人格魅力也表现在自
己的才艺上。一个有魅力的教师除
了要有很高的教学能力，高尚的
职业道德，还要多才多艺，要用自
己的才艺去美化学生的心灵。因
此教师在“艺”上要有所特长，比
如有的教师能歌善舞，有的教师
能书善画，这都会提高教师在学生
心目中的份量。

做一名好的老师，必须要超越
“学”与“德”的层面，使自己具有独
特的人格魅力。

用独特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成长
谢章成

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让我感受
到老师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又是学
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承担着传播
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
使命。

何为好老师？一个好老师，不
仅仅是单纯地传授课本知识，而且
还要在教学中融入各方面的教育，

如爱国主义教育、
安全教育、感恩教
育等，关注学生精
神、人格的培养，
让学生终身受益。
小时候，我是一个
贪玩的学生，可是
我遇到不少好老
师，在他们的指导
下，我能写出一手

好字，能从容面对挫折，能走上岗
位，富有爱心，教育得法，能做到让
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现为人师，我更注重教育教学
效果，教学与育人一样重要，因此，
教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让每一
个学生都有健康成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深

有体会，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
知识的同时，给予学生们更多的精
神滋养，与学生们进行精神上的交
流，让学生们树立为理想而努力读
书的远大志向。有时，我会带着学
生去到本地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让学生充分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学习革命战士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接受党史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学生健康
成长，磨砺学生的意志，树立学生
的理想，让学生心存希望、心怀梦
想、勇于挑战、敢于尝试。

教学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
艺术。老师需要在教育教学中渗
透思想品德教育，做到“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让学生在不知
不觉中深受教育。不管是课内，还

是课外，老师都要抓住契机对学
生进行教育。

上课前，我会在课堂上与学生
互动，让学生齐读哲理名言，如“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让学生懂得磨练是成功的
必经之路。遇到学校年级组织各种
比赛，我都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参
加，指导学生练习。在语文教学中，
我会组织不少的活动，如朗诵爱国
诗歌，讲爱国故事，说生活体验……
通过一些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引导他们了解
国情，看到学生的健康成长，我就
有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何为孩子心目中的好老师
曹建龙

女儿上四年级了，十一国庆
节过后适应情况挺快，儿子就不
同了，幼儿园刚开学，还没养成
好的习惯，每天早上睡到八点
多，中午从来不休息，晚上十一
点了还不肯入睡，早上送他上学
就跟打仗一样，我也是干着急却
没有一点办法。

今天清晨，妻子把女儿送到
学校，回来后就跟我商量：“要不
从今天开始让儿子早点儿起床？”
说完，她就开始拍着儿子的胳膊
想叫醒他。儿子迷迷糊糊地哼了
两声，接着翻了个身继续睡了。见
没有效果，妻子对我翻了个白眼，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这次，妻
子并没有摇晃儿子，而是在他耳
边轻轻地说：“儿子，你的‘好老
师’让你起床背儿歌呢！”没想到
儿子突然睁开了眼睛，然后，自己
坐起来，揉着眼睛对妻子说：“妈
妈，‘好老师’是这样说的吗？”妻
子点点头说：“当然啦！”

“好老师”是儿子幼儿园小
班的班主任，从第一天上幼儿园
起，儿子就给我们念叨他有一位

“好老师”，他还说“好老师”可温

柔了，教他们唱歌、跳舞，还教他
们背会了很多儿歌。我有时会问
儿子：“你们的‘好老师’究竟好
在哪里呢？”儿子也答不上来，可
他就是说他有一位“好老师”。是
啊，上个学期的每一个早晨，“好
老师”都会站在门口等着他们班
的孩子，然后，牵着他们的手一
个一个地领进教室。也正是因为
这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好老师”
说的话儿子都听，“好老师”交待
的任务儿子也都能很好地完成。

今天是周一，儿子起床后，
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爸
爸，‘好老师’真的让我每天早点
儿起床背儿歌吗？”看着儿子渴
望得到答复的表情，我打开手
机，用微信拨通了“好老师”的语
音电话，并告诉她孩子最近的表
现。“好老师”主动要求与儿子通
话，儿子接过我手中的电话，认
真地听着，他还兴奋地告诉“好
老师”他要去背儿歌了。挂了电
话，儿子主动走进卫生间去洗
脸，嘴里还不停地背诵着那些
儿歌。

上学的路上，儿子不停地问
我：“爸爸，‘好老师’会在门口等
我吗？”我笑着说：“当然啦！”如
我想象的那般，“好老师”就站在
幼儿园的门口，我打开车门的一
瞬间，她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
见到“好老师”的那一刻，儿子撒
开我的手欢快地跑向了她，就像
见到了最好的朋友。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清晨儿
子都能早早地起床，再也不会喊
不醒拉不起了，我突然感到了一
丝轻松。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我
们开着车把儿子送到幼儿园门
口，看着“好老师”牵着他的小
手，然后，微笑着和我们说再见，
这样温馨的时光终于回来了。

其实，“好老师”是没有固定
模式和标准的，能够和孩子交朋
友，这是一个老师的魅力，也就
是所谓的“好”吧！

儿
子
有
个
﹃
好
老
师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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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女儿开始学习两位数的除
法，她时常感到困难。一天，晚饭
后，我提出来教她竖式计算除
法。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
道除法算式：65÷21，然后，开始
写竖式，先画一横线，她连忙说

“横线不能这样随意画，要用直
尺来画。”女儿边说边递来了直
尺。按照女儿的要求，我重新用
直尺画了一横线，在横线的左边
画了一短弧撇，左边写上除数
21，横线下面写上被除数65，引
导女儿进行试商，除数 21接近
几十？接近 20，女儿马上回答
说。那么，我们在试商时，就要把
除数21看成20来试商，想65里
面有几个20。65里面有3个20，
就在商的个位上写上 3，然后，
用 3 同除数 21 相乘，相乘的积
写在被除数的下面。我一边与女
儿讨论，一边在纸上写着，再用
被除数减去所乘得的积，剩下的
就是余数。在65的下面写上63
后，又随手画了一条横线，女儿
又指着说“爸爸，这样不行，一定
要用直尺来画。”女儿把我随手
画的横线小心擦去，用直尺重新
画了一横线，并写上余数。竖式
写好了，我告诉女儿，最后还要
在模式上面写上得数，然后随手
在 65÷21后面写了等号。女儿
又说：“爸，你是怎么搞的，刚才
我不是说了吗？画横线都用直

尺。写等号也是要这样。”于是我
重新用直尺规规矩矩地写上了
等号和得数。

“这道题的计算，你会了
吗？”“会了。”女儿之前画横线
并不是这样一定要用直尺的，今
天怎么一定要用直尺呢？我怀着
好奇问道：“今天为什么一定要
用直尺画横线呢？”“上学期的王
老师，虽然说过要我们用直尺画
横线、等号，但是他上课时都不
用直尺，随手一画的，我们也就
随手画的。现在的曹老师，他上
课都是用直尺画横线、等号，我
们也都跟着老师学，用直尺来
画。”女儿还补充说道：“爸爸，
你上课时也要这样，学生都会跟
着你学的。”

这件小事让我深刻地明白
了，“言传不如身教”的道理。老
师的行为时刻都在影响着学生，
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使学生
去模仿。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
活习惯，教师必须要有良好的工
作生活习惯，好老师才能带出好
学生，才能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
引路人。学生的行为不仅是父母
行为习惯的一种反射，也是老师
行为习惯的一种反射，老师、家
长的行为对学生的成长同等重
要，身先垂范是最好的教育。学
生既是父母的影子，也是老师的
影子。

学生也是老师的影子
陈铁

是孩子一生的财富好老师

《话题》近期将就以下内
容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面
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发至
邮箱：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 日前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
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当前
大力倡导的弘扬中华民族家
庭美德、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
一脉相承，也对家长“依法带
娃”提出了更高要求。历史上
的许多名人都是通过家风家
训教导后辈，在潜移默化中讲
道理、立规范、育品德的。家风

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具有怎样
的意义，好家风对于砥砺孩子
品行、促进健康成长具有哪些
作用，您又是如何将好家风传
给下一代的？欢迎来稿与我们
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
成年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
不吐不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
注点发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具
体情况安排专题策划。

要求：
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

电话、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和
开户行信息，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