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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是一种非常普通的事物，但
是 它 也 是 一 种 强 大 而 且 神 奇 的 事
⋯⋯”小男人的作文 《掌声》，给我上
了生动的一课。虽然那次期中考试的
分数不高；虽然作文的错别字还是很
多。

小男人平时作业拖拖拉拉，常常
让人生气。考试分数低，常常惭愧着
回家，偶尔还带着老妈我陪读。唉！
掌声在哪儿？仿佛很久很久以前，三
年级的他眼中闪着幸福的光芒告诉我
—— 他 的 作 文 在 校 园 广 播 里 被 朗 诵
了， 他希望我给他掌声，而我却没给
掌声，吝啬那几个字——“儿子，你
真棒！”

那天下午，我昏昏沉沉伏在办公
桌上，小男人放学见状一步也不离陪
着，中途上厕所去还小心翼翼关上玻
璃门。等到同事换我们回家，我说要
躺着休息，小男人陪着坐在床上也不
肯吃饭，他说坐在身边有个照应，中
途给我倒了几杯温水。直到晚上我起
床照顾老爸他才休息。我忘记给他掌

声，我自私地认为他应该这样。
第 二 天 终 于 面 红 耳 赤 浑 身 无 力 ，

来不及告诉儿子也无法撑着去医院，
便去了离家不远不近的药房，医生量
体 温 ， 高 烧 近 40 度 ， 必 须 退 烧 加 点
滴。一大篮子的药水还加活动送了一
袋十斤的米，我已经无能为力。家中
有个重症的爸爸要照顾，我只能打电
话叫儿子来。

家和药房相隔不远，十多分钟应
该到。仿佛我等了很久，小小的身影
终于急匆匆跑来了，外套没穿，袜子
也没穿，满脸焦急。“妈，你怎么了？
我找不到地方，一个药房一个药房进
去找，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然后又转
回姨妈店里问地方。”

点滴在二楼，医生帮忙把一篮子
药送上去，儿子则拎上十斤米。打好
针，儿子守在旁边，眼晴盯着手机玩
游戏，心里记着添加药水 。中途不忘
给我倒温水喝，取药瓶，拎药瓶，拎
包 ， 挂 药 瓶 。 一 改 往 日 的 粗 心 与 顽
皮。点滴快完了，手机电也完了，毕

竟 是 四 月 天 ， 我 怕 他 感 冒 ， 催 他 回
家。他拎着十斤米回家去了，我不知
道 十 一 岁 的 小 男 人 怎 样 躲 过 来 往 车
辆，穿过马路回到家的。反正我到家
时，十斤米安然无事静侯在沙发上，
小男人在门外玩耍，手机充着电，不
过有点异常。我有些累，心里虽然高
兴却没有给儿子掌声。

再 去 点 滴 ， 儿 子 陪 着 依 然 取 药
瓶 ， 拎 包 ， 挂 药 瓶 ， 倒 水 。 看 着 时
间，他满脸歉意告诉我，“班上要搞活
动，我先去学校集合，完了再照看你
来。”临走时还望下药水。一阵风，儿
子又跑来，静静陪着。很久，药快完
了，天也快黑了，催他回家吃晚饭。
回到家，他顾着玩手机，忘了吃饭，
后来竟然摔破手机。功大于过，我没
给他掌声。

那段时间，我忙着照看老爸，没
取快递，小男人二话不说，蹭蹭蹭跑
出去，来不及穿好鞋，靸着鞋，一整
件 护 理 垫 或 扛 肩 上 或 顶 头 上 给 搬 回
家，没说半个累字。我喜在心头却没

给他掌声。
那个倾盆大雨伴雷鸣的午夜，到

我值班的时候，睡梦中的小男人迅速
穿戴整齐，默默坐在我边上陪着守候
外公，他说他会给外公把大小便、翻
身，不过他一个人胜任不了，忙不过
来，我们俩一起做。他一边看书，一
边留心着外公： “快，外公咳漱了，
换纸去。”从午夜到清晨，他没有休息
一下，问他累不累，他说有一点点。
当我告诉他此时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值
班：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家属；医院的
医护人员；守卫在边防的军人；战斗
在一线的电力工人⋯⋯ 再问他辛苦
不 ， 一 点 点 ， 他 再 次 回 答 。 如 果 可
以，他会一路守候。当时，我认为是
一 次 关 于 责 任 ， 义 务 以 及 担 当 的 教
育，却忘记给儿子掌声。

很多次， 我想偷懒不愿出门，小
男人拎回一坨豆腐或是一把青菜或是
一坨肉，一壶油，几包盐。偶尔下厨
给 老 娘 弄 一 份 乌 黑 的 蛋 炒 火 腿 肠 加
饭，满是歉意端给我，还告知怎样吃

才入味。“君子远庖厨？”什么概念。
家 庭 成 员 应 该 担 当 责 仼 ！ 掌 声 在 哪
里？我没给过。

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分数低，你
比别人差⋯⋯无数次，无数次⋯⋯唠
叨再唠叨⋯⋯掌声肯定没有。

“一句鼓励很简单，一点掌声很平
凡，但是它会让人有新的希望。”小男
人的作文让我自责，的确，人人都需
要掌声，人生得意时，掌声是鼓励；
孤助无援时，掌声是动力。掌声带来
希 望 ， 掌 声 来 带 友 谊 ， 掌 声 带 来 勇
气。我们珍惜他人的掌声，同时不吝
啬自己的掌声。

此刻，我给小男人最激烈的掌声
——儿子，你真棒！

掌声
胡英

那一次班集体跳长绳比赛，我们
班获得年级第一，我乐呵呵地和孩子
们 自 拍 了 几 张 美 图 ， 得 意 的 翻 看 着 。
小斌嬉笑着说：“樊老师，你有时候真
的很爱臭美！”我抬眼看到一双闪亮的
眸子盯着我笑。“臭美怎么了？女人天
生就爱臭美，你不知道吗？”几乎出自
本能的回答。“哈哈哈哈⋯⋯”周围笑
声四起。

哎 ， 这 些 小 屁 孩 根 本 就 不 会 晓
得 ， 他 们 的 樊 老 师 —— 打 小 就 爱 臭
美！要在以前，听到学生这样说，我
肯定会抱怨他们真不会说话，不会哄
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孩子们
说的都是实话，而且是在跟老师开玩
笑呢。有的时候，对于学生的直言不
讳，我甚至很高兴，我很喜欢这种和
学生随意说笑的氛围，尤其是学生敢
当面“怼”我。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老师就应该
高 高 在 上 ， 就 应 该 事 事 严 格 要 求 学
生 ， 认 为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对 学 生 负 责 ，
对工作尽责。只是，当了多年的严厉
老 师 后 才 发 现 ， 学 生 的 成 绩 虽 然 不
差，但是他们并不和自己亲近，尤其
是学生习作时都写“樊老师是一个很
严厉的老师⋯⋯”“发起脾气来了真有
点可怕”等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
为“樊老师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好”，
这样让我稍稍有些安慰。看到别的老
师身旁围着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有时
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开始认真思
考这些问题。

课间，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和学生
一起聊天，一起交流，一起读书，一
起说笑；我也不再胡乱发脾气，不再
抓住他们的小错误死死不放；对他们
的管理，不再那么生硬，而是给他们
更多的鼓励，更多改错的机会⋯⋯我
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宽容，学会了与
学生主动交流，我也在不知不觉中经
常和学生“怼”上了。

上了四年级，学生的写字水平不
但没有多大提升，甚至有几个孩子下
降了，一个个写得龙飞凤舞。终于有
一次，我忍不住了：“你们有些同学的
字简直是天天向下，越写越差，比一
年级还不如！”毕竟不是以前，一男生
接了话：“老师，我们的作业并不是练
书法，整洁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一笔
一 画 写 ， 太 耽 误 时 间 了 ！” 听 了 他 的
话，我转念想了一下，坦然了：学生
的字写差了，原因不全在他们，我责
任更大，随着年级升高，作业也越来
越多，写好就得慢，慢了就跟不上节
奏，所以他们都在想办法写快，而不
是 把 字 写 好 。 想 到 这 里 ， 我 释 然 了 ，
我干脆把在课堂上安排一些时间教大
家练习如何把字写得又快又好。孩子
们高兴地戏说：“樊老师，你真是我们
的大恩人啊！”教室里哄堂大笑。

“怼”并不都是反对，更多的是一
种交流、沟通、信任！我希望，我的
学生遇上我是对的，是幸运的，我希
望，我们之间可以一直这样“怼”下
去⋯⋯

（作 者 系 张 家 界 崇 实 小 学 北 校 教
师）

我和学生
“怼”上了

樊涛

上 一 篇 我 们 谈 到 了 “ 别 人 家 的 孩
子”，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学霸”、优秀
的孩子的造就之路。首先是兴趣，这其
实就是顺其自然的选择。其次是学习态
度 。 孩 子 是 否 拥 有 一 个 端 正 的 学 习 态
度 ， 对 学 习 的 效 率 与 结 果 都 是 很 重 要
的。“我想学”的孩子，与被父母逼着学
的 孩 子 ， 他 的 学 习 效 率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那么如何才能让孩子的学习态度由“逼
着学”转换成“我想学”的模式呢？

第一要务还是尊重兴趣。尊重兴趣
其实就是尊重教育规律与成长规律。这
一点前面一篇已经很讲述得完备了，此
处不复赘言。

其次便是树立目标，也就是要有梦
想。有梦想的孩子才会有目标，有目标
的孩子才会有方向，有方向的孩子才会
有主动学习的驱动力。 当然，不同年龄
阶段的孩子，会有不同高度不同长度不
同角度的梦想，而且这些梦想也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改变。这很正常，也完全
符合成长规律，做父母的既要忌讳不分
青红皂白地指责，又要理解孩子的目标
改变的内部原因：当孩子决定改变理想
的时候，多半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从前的
目标过于幼稚或者不切合实际，是他相
对之前的年龄阶段更为成熟了。做父母
的 最 忌 讳 对 孩 子 的 梦 想 嘲 弄 讽 刺 或 打
击，这种打击对孩子的自尊心、进取心
往往都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你的语言
暴力也许恰恰是导致你的孩子由“我要
学”的主动学习转向“逼我学”的被动
学习的罪魁祸首。也许你只是开了个玩
笑，但成长中的孩子却不这么认为，如
果你执拗地认为孩子的思维方式与成年
人 相 同 ， 那 么 就 不 是 你 的 孩 子 幼 稚 了 ，
而是你这做父母的太幼稚了。

再次，就是拥有思想。拥有思想并
非就是干巴巴的说教，也绝非湿淋淋的
鸡汤浇灌，当然更不能是忆苦思甜式的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否则你的孩
子 肯 定 第 一 时 间 回 你 一 句 极 接 地 气 的

“现在什么时代了？”，于是你的说服力便
会在瞬间坍塌。可以说，这些看似大人
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自以为很有逻辑
很有杀伤力的“妙着”，其实是任何一个
未成年的孩子都拒绝接受并可以轻而易
举一招化解的方式。

那么怎么办呢？静下心来读一读教
育心理学以及青少年心理学，或者给孩
子寻找一位他能够接受的人生导师。要
让孩子明白，拥有思想并非要做一个整
天思考人生的思想家，而是要清楚自己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应该何时去做，应该何地做与什么人一
起做。这就是最朴素的思想，懂得这些
就足够了。

此外，伙伴效应也很重要。与什么
人为伍，将会决定你的孩子成就什么品
质 的 人 生 ， 所 谓 “ 近 朱 者 赤 ， 近 墨 者
黑 ” 说 的 就 是 这 个 道 理 。 与 积 极 进 取 ，
善良而阳光的人为伴，孩子当然会很正
面 ； 反 之 ， 与 那 些 鸡 鸣 狗 盗 之 徒 为 伍 ，
只能学得鸡鸣狗盗之术，成就鸡鸣狗盗
之事。

最后，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还有良
好 的 学 习 习 惯 ， 科 学 而 合 理 的 学 习 方
法 ， 以 及 父 母 的 鼓 励 与 鞭 策 等 等 。 总
之，让家庭教育走出“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式的困局并不容易，但也绝非难于
上青天，一言以蔽之，为人父母者，需
随 身 携 带 四 颗 心 ： 决 心 ， 信 心 ， 耐 心 ，
恒心。

格局篇二十六

家庭教育困局：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三）

李炳华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偶像。身边的同龄人
大多喜欢追求那些可望不可即的耀眼明星，而
我崇拜的是那些朴实的劳动人民。明星的生活
富有但充满勾心斗角，劳动人民没有他们的锋
芒毕露，却踏实能干、内敛坚韧。

他是亿万劳动人民之一，他是地地道道的
朴实的劳动者。他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无所不能。家里任何细碎的事，
老妈百般尝试都不理想，有时甚至越帮越忙，
到了爸爸手里却迎刃而解。比如，打谷机坏
了、门烂了、瓦破了⋯⋯爸爸三两下就搞定
了。

这些离不开爸爸年轻时丰富的经历。因为

家境不好，爸爸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多少文化
知识，但在社会实践中学过多门技术，他可以
轻而易举地身兼数职：打豆腐、木匠、电工、
水泥工、做饮料⋯⋯这么多手艺！无法想象爸
爸怎么学过来的！“虎父无犬子”，我不甘示
弱，暗下决心：从现在起，我不仅要学会各种
文化知识，也要学会其他技术，成为爸爸一样
能干的人！

爸爸早些年一直在做电工，可因为先天缺
陷——色盲被辞退，爸爸卷入了失业的狂流，
我和妹妹却异常开心，因为爸能留在家里陪我
们。爸爸在我们面前总是乐呵呵的，但看到他
被磨破的满是泥灰的鞋，我知道，他一定趁我

们在学校的时间东奔西走，把失业的忧愁、家
庭的重担都隐匿在心里。

“皇天不负有心人”，爸爸的忙碌换来了四
处打零工的活，去不同的工地帮别人建房子，
一天两百多块，比较可观了。但房子总有建好
之日，房子建好了，爸爸又闲下来了，他看我
们时虽是笑着，可眉间的一块皱纹从不曾扯平
过。

妈妈看着爸爸闲下来，一颗心也七上八
下，有时忍不住抱怨啰嗦，爸爸一言不发，坦
然 接 受 ，在 一 旁 的 我 都 忍 不 住 帮 爸 爸 反 驳 几
句。爸爸心里已经被养家糊口的责任填满，我
们为什么还要去责备他呢？他的努力和付出不

该被抹杀。终于，几经周折，爸爸最后背井离
乡，去福建做水泥工。临别时，爸爸对我千叮咛
万嘱咐：“你一定要认真学习，不要走爸爸的老
路，没文化，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不要有任
何负担，读书不差钱。”我坚定地点下头。

爸爸，你不比任何人差，你用你的内敛和
坚韧为我筑起了一座铁塔！我会登上这座高
塔，和你并肩而立，共同肩负起我们的家！

爸爸，我的偶像，你当之无愧！
（指导老师：彭婕）

我的偶像
永定区后坪中学七年级 103 班 彭裕

在幸福的成长中，有许多趣事令我记忆犹
新。学骑自行车就是其中一件！

事情发生在小学三年级，不知道那段时间
是怎么回事，我被自行车迷住了。为了拥有一
辆自行车，我是睡不着、吃不香。可老妈态度
坚决，说那玩意好危险，磕着、碰着不是好玩
的。为了讨好老妈，我是使出浑身解数。最
终，老妈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给我买了一辆

“宝贵”的自行车。
我把自行车推到小院里，心想：哼，骑个

自行车能有什么危险？给我十分钟，准能骑
好。

我自信地坐上车，脚一蹬，手一抓，就在
院子里自由自在地骑上了。可是，这自行车真
是太坏了！像一个醉汉，歪歪扭扭，不上道。
突然，一不注意，车头一偏，给我摔了个狗啃
泥。那真是太疼了，弄得我疵牙咧嘴一阵痛
苦！老妈见了，又补了一刀：“看吧，我说危

险你不听，摔跟头了吧？”
老 妈 一 边 扶 我 起 来 ， 一 边 扶 正 自 行 车 ，

“来，我教你！”老妈帮我掌稳车头方向，我脚
踩踏板，一圈一圈前进。果然，自行车乖多
了。“你得自己试试了！”老妈说完便松开了
手 。 这 “ 家 伙 ” 马 上 翻 脸 ！ 想 把 我 抖 下 来 。

“老妈，快帮我一把！”“好吧，那我在后面扶
着，你就在前面骑，不要回头。”我专心致志
地往前骑着。心想，老妈就在后面扶着，不用
怕呢！突然，一声巨响，我撞到墙上去了。原
来老妈早就放手了。不过，这次我迅速爬起
来，因为我找到了骑车的感觉了！

现在，我骑自行车的水平已属老司机了，
再也不会轻易摔跤了。但每每想起这件事时，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因为，我在这磕磕绊绊中成长起来了！
（指导老师：秦赛婵 郑健）

成长之路
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七年级 1802 班 鲁上为

听说初雪来临的时候
会有很多小精灵降临世间
一个，一个，又一个
都是前世不可磨灭的情缘
于是我踏上那圣白的阶梯
一脚一印
深化着我现世的俗哀
轻轻地，我轻轻地踩下
任两眼相随
在漫天花瓣里寻找着我的精灵
风还很大。夜又将临
何处有我的精灵
何处温暖着我冰凉的心
看，在那
是一朵花瓣
白色的，透的晶莹
不对！那是一双眼睛
纯纯的，梨花带雨
蓦然间
他又挥手而去

（作者系岳阳市湖南理工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网媒二班学生）

寻觅
向钎钎

严冬，寒风阵阵，白雾蒙蒙。
我懒洋洋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天边还

只是微微泛起亮光。走在寂静的大街上，
北风呼啸，夹杂着彻骨的寒意。穿着严实
而厚厚的外套也让人不禁直打寒颤。

路灯把橘黄色的光线挥洒在地上。我
站 在 公 交 站 台 上 ， 心 里 默 念 着 公 交 车 快
来，我便不用在这该死的寒风中受冻了。
忽然，传来沙、沙、沙的声音。我往右边
一 瞥 ， 一 抹 鲜 艳 的 橙 黄 色 在 大 街 上 移 动
着，手中拿着长长的竹扫帚清扫街道。

那是一位五十几岁的环卫工人，岁月
在他脸上早已刻下深深的印痕，两鬓有些
白发。他戴着一顶黑帽子，裹着严实的厚
棉衣。枯叶撒落一地，在北风的鼓舞下在
空中翩翩起舞。他微弓着背，双手握住扫
帚扫着，发出沙沙的声响，把落叶扫到路
边，再用簸箕把落叶倒进垃圾桶。有些累
了，便坐在路边，从红色塑料袋中取出保
温杯，喝上一口热水。他回看着已经扫过
的洁净的街道，欣慰地笑了。

到放学的时候了。天边又是黑蒙蒙的
一片。我又看见了那位穿着橙黄色衣服的
环卫工人。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手中拿

着一个馒头吃着，喝了一口水，和馒头一
并 咽 了 下 去 。 吃 完 馒 头 ， 他 拍 拍 衣 服 起
身，拿着扫帚又开始清扫街道。沙、沙 、
沙 ， 环 卫 工 人 向 街 道 一 头 扫 去 ， 渐 去 渐
远。我目送他，直到看不见那抹鲜艳的橙
黄色。

那位环卫工人毫不起眼，社会地位很
卑微，可他的形象在我心里无比高大。我
们的城市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这些起
早贪黑的环卫工人在“创卫”活动中将留
下重重一笔。

那种橘黄色外套，在街边、小巷、河
堤经常遇见。每天，他们都起早贪黑，为
城市的洁净做出努力。我只想真诚地向他
们道一句：谢谢你们，穿着橙黄色外衣的
环卫工人们！这个寒冷的冬天，你们那一
身橙黄色，是我们这个城市最艳丽最温暖
的色彩！

（作者系张家界一中高一 488 班学生 指
导老师：漆辉超）

校园诗廊

寒窗夜话

亲子课堂

课堂内外

寒冬里

，那一抹暖色漆龚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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