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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之歌

“如果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年轻、刚
出 校 门 ， 我 还 要 选 择 教 师 作 为 自 己 的 终 身 事
业。即便再有一次生命，我选择的也将是这项
事业。”

人如其名，陈晓舟化身教育之舟，十余年
如一日，扎根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服务湘西
高校英语教育事业，用特色教学的蓝图哺育一
批又一批的求知者，躬耕奉献，无愧无悔。

与时俱进创佳绩
陈晓舟是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外语系的一

名英语教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翻译硕士，
从事英语专业英汉笔译、英汉语言对比、英语
词汇学等专业教学。她始终坚信，教师与学生
是共同成长的伙伴，是相互依赖的生命体。只
有教师真正热爱学生，才能使学生“亲其道，信
其道”。从教十余年，她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从站上讲台的第一天，她便告诉自
己：“教育好学生，才能使教育发挥最大限度的作
用。”

知识的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不断
更新，人、知识都必须要“与时俱进”。在教学中，
陈晓舟认为与其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不如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培养学生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知识和
信息的能力。她时常用学习通、慕课等现代化软
件进行线下教育，每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的双语
解 读 ，总 理 答 中 外 记 者 问 ，都 是 学 习 必 抓 的 重
点。2015 年陈晓舟荣获中国外语微课大赛湖南
省赛区三等奖，2018 年荣获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

信息化教学竞赛二等奖，2021 年荣获吉首大学张
家界学院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陈晓舟坚信，大学生只要掌握了学习的方
法，具备了自我学习的能力，等于一生随时随
地都可以学习，必然就会取得人生和事业的成
功。她就像辽阔的云天，洒下细雨，滋润学生
荒芜的心田。

化盐入水融思政
作 为 新 时 代 的 教 育 者 ， 陈 晓 舟 时 刻 谨 记

“教书是过程，育人是根本”。如何“育人”，什
么样的行为“育”什么样的人，她经常进行思
考，不断总结自己的教学方法，深入科研以反
哺自己的教学工作。多年来，陈晓舟还利用寒
暑假和业余的时间参加英语科研学术活动，时
常与来自全国高校的教学专家学习交流，从中
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理念，并运用于自己
的教学实践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
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陈晓舟也认为，对课程思政的重视能
有效推动教学，并且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三观。她坚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必须
注重学生的德行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培养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家国情怀、责
任担当；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她坚
持践行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引领，将“思政
元素”如春在花、如盐在水般融入教学中，“于
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自觉成为中

西方优秀文化与思想的传播者，成为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引路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

2020 年，湖南省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外语
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决赛，陈晓舟成功入围，是
湖南省独立学院中唯一一个入围该赛事的教师
代表。这对陈晓舟来说是考验、也是磨炼，亦
加深了她对课程思政的亲身体会。在复赛中，
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领”的教学
理念，将思政教育和信息化教学手段贯穿外语
教学，以篇章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的
翻译为切入点，将思政知识融入到翻译课堂教
学中。经初赛、决赛两轮角逐，陈晓舟最终荣
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二
等奖。

成功的背后是千辛万苦的付出。长达半年
的 积 极 备 赛 ， 陈 晓 舟 将 课 件 更 改 了 一 次 又 一
次，说课演练一堂又一堂，虚心向专家组老师
学习请教，不断改进。“我的研究与思考还将继
续 ， 这 已 成 为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不 管 年 龄 有 多
大，我都不会放弃。”

笃学锤炼绽新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晓舟平时喜欢

和学生一起讨论、探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
解 决 问 题 。 她 认 为 ， 培 养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极
其重要的。相对于标准答案，思考的过程更为
珍贵。因此，她在教学中不会直接给出所谓的

“答案”，而是更加注重学生的翻译过程，学生

们自己选择各自喜欢的译本并陈述理由。陈述
理由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而往往随着
理由的陈述自然而然地就得出了解决问题的方
法。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能得到比参考译文更
好的译文。2019 年，陈晓舟指导学生在张家界
市第六届翻译大赛中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 三 等 奖 多 项 ， 自 己 也 荣 获 “ 优 秀 指 导 老
师”的称号。2020 年，她再度出战，荣获第九
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优秀指导老师”称
号，指导学生在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
南部赛区大区赛获优秀奖 1 项，在湖南省赛区荣
获三等奖 1 项，获优胜奖 2 项。

“要撒播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
阳光。”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做到严中有
爱、爱中有严，她用言传身教向同学们展示了
一种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生动诠释了何为思
政育人。在她的影响下，不少吉首大学张家界
学院英语系学生扎根湘西英语教育，像陈晓舟
一般，用师爱铸就崇高的师魂，把爱与善洒向
每个学生。

陈晓舟说：“我觉得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幸福
的职业，每次看到学生因为译文翻译更优美而
发自内心地笑时，幸福就好像会感染一样，从
学生身上传递到我的身上。身为老师，春风化
雨，春泥护花，肩挑使命，无怨无悔。只为，
绘制美好的春天！”

春风化雨更护花
——记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英语教师陈晓舟

麻智嫣

经常听到一些父母谈起孩子读书的困
惑，说每每看到孩子都在勤奋而刻苦地读
书、学习，其努力程度可谓焚膏继晷、废
寝忘食，只差“悬梁刺股”了，家长看着
都心疼，可就是不见成绩有什么改变，孩
子也迷茫，家长也困惑⋯⋯客观点说，这
种所谓的“勤奋”与“刻苦”其实大多都
需要打上双引号的，因为那些”勤奋”很
多都是在瞎勤奋，那些刻苦基本上也都是
无用功。因为这些孩子极有可能走入了读
书学习的一个误区加盲区——他们很多都
是为知识所累，而非为能力而飞。

知识与能力之间不仅有区别，也有联
系。其区别在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知 识 是 人 们 对 客 观 事 物 及 规 律 的 主 观 表
征，知识有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而
能力则是直接影响人的活动效率，促使活
动顺利完成达到目的的个性心理特征。陈
述性知识体现在“懂不懂是什么、知真不
知道怎么样”，程序性知识体现在“怎么
做”；技能体现在“会不会做”；能力体现
在“能不能解决得了、办得到、完得成”。

而二者的联系其一是掌握知识的目的
是 为 了 发 展 能 力 。 而 且 知 识 是 能 力 的 基
础，能力是在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发
展起来的，对知识理解得越深刻，掌握得
越牢固，相应的技能越熟练，越有利于能
力的发展和发挥。其二能力是掌握知识和
技 能 的 前 提 ， 如 果 没 有 一 定 的 认 知 能 力

（如感知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等），
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

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不一定同步，二
者存在着差距。有高分高能现象：既掌握
了丰富的知识，也有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有高分低能现象：靠死记硬背掌握
了丰富的知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很
差。每一个学生能力的发展都不是在传授
知识的过程中自发地进行的，需要老师的
启发与引导。知识与能力之间的转化需要
具备一定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善
于迁移，即要善于将学得的经验有变化的
运用于新的情境，要将学与思、学与用有
机结合。如果善于迁移，知识就促进能力
的 发 展 和 发 挥 。 反 之 ， 一 味 死 记 硬 背 知
识，不独立思考，不善于活学活用，思维
缺乏批判性和创造性，那么学习知识不仅
无助于促进能力的发展和发挥，甚至还阻
碍乃至抑制能力的发展和发挥。

因此，有思想的学生往往会将学习知
识与提高能力相结合，而不是去一味地死
记硬背；同样，有智慧的教师也不会逼着
学生去死背死记，而是会将传授知识与提
高学生能力相结合，毕竟传授知识与培养
能力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且两者都
是教学的基本任务。家长也需时常提醒孩
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把积累知识和发展能
力统一起来，不可偏废其一。因为读死书
与死读书都有一个共同的自毁前程的致命
处——耗时费力，劳民伤财，最终却无法
避免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结局：高
投入，低效率。每一个学子都不容易，十
年寒窗为一日。每一个家长都不容易，殚
竭心力终为子。惟愿此文能给予路上之人
点滴启示。

哲思篇之十七

成才的标志：

将知识升级为能力
李炳华

2 月 28 日 ， 开 学 第 一 天 ， 细 雨 霏 霏 ，
春寒料峭。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以别具一
格、新颖有趣的入学方式，开启了新学期
新征程。

校 门 口 ， 学 校 精 心 设 置 的 “ 牛 气 冲
天”主题背景墙格外醒目，内容包括“致
敬戍边英雄”“星星许愿墙”和“拍照打
卡 ” 三 个 版 块 。 不 少 家 长 和 学 生 纷 纷 驻
足，或品读英雄事迹，或表达新年愿望，
或拍照留影等。

许愿墙边，孩子们喜气洋洋地写下新
学期的美好愿望，并郑重签名。那一张张
星星形状的纸片上，有的孩子激励自己学
习努力，奋进向上；有的祝愿所有的学生
新 的 一 年 快 快 乐 乐 ， 好 好 学 习 ， 天 天 向
上；有的希望哥哥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前
程似锦；还有的祝愿一家人身体健康，牛
年大吉，心想事成⋯⋯

背景墙前面，特意摆放的物品，更是
令人眼睛一亮。一侧的长条桌上摆放的奶
酪棒，寓示“身体棒棒”，果盘里摆放的又
大又红的苹果，寓意“平平安安”，小背篓
里放着鲜嫩的大葱，谐音“聪明伶俐”。另
一 侧 桌 上 放 着 的 鼓 和 锤 ， 象 征 “ 一 鼓 作
气”；一串串又大又亮的葡萄，说明“果实
累累”；一棵棵嫩绿的芹菜，表明“勤奋好
学”。

“这个有创意，既有趣，又吉祥，能讨
个‘好彩头’！”一名家长感慨。孩子们明
白寓意后，开心地忙开了。“我吃了一粒葡
萄，好甜，这学期我要更加努力，争取获
得更好的成绩！”“我刚才敲了鼓，为新学
期打气。虽然上学期没考好，但这次我一
定 会 奋 起 直 追 ， 绝 不 落 后 ！”“ 我 闻 了 芹
菜，肯定会变得勤快！”孩子们你一言，我
一语，场面热闹而有序。

进校后，该校组织各班上了一堂高质
量的“开学第一课”。紧紧围绕“安全教
育”“文明礼仪”“疾病预防”和“家国情
怀”四个方面，展开了生动讲解。此举进
一步强化了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巩固了
文明礼仪习惯，掌握了一定的疾病预防知
识，还引导孩子们把强烈的爱国情感，转
化成了刻苦学习的不懈动力。

学校负责人介绍，报名前一天，金慈
实验小学便已按照“校容校貌新”“教室布
置新”和“精神面貌新”要求，对开学工
作进行了细致布置。各个教室的地面干净
整洁，桌椅摆放整齐，学生用书全部发放
到位，黑板上书写了欢迎标语等。

笔者在校园内看到，此时，虽然天气
湿冷，但该校却早已春意融融。桃花结出
一 个 个 芬 芳 的 蓓 蕾 ， 柳 树 吐 出 一 枚 枚 绿
芽，山茶花开得火红火红⋯⋯到处都充满
了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教师）

梦想与春天
一起出发

吴远山

爸爸妈妈常说他们小时候过年很热闹，进
入腊月就开始杀年猪、打糍粑、推豆腐、贴窗
联、接财神等各种忙碌，各种年俗喜气来袭。
还说各地年俗不同，年俗里有说不完的故事。
这不，在许老师带领下，郁阿姨、景阿姨等开
动脑门为我们精心谋划了一场独特的传统土家
族过年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年味”。

为了这次活动，妈妈也是做了充分准备，
带了一大箱子东西。“小机灵鬼”妹妹兴奋得不
得了，见了许老师连背三首关于年的唐诗。爸
爸手握方向盘直奔“古韵溪”。我呀，像是一只
关闭了太久终于放飞的小鸟。

不一会儿就到了“古韵溪”。走下车，我和
“小机灵鬼”连蹦带跳地跑向儿童游乐场，清新
的空气让我精神抖擞。我向四周观望一番，真
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只听见景阿姨喊“集

合啦”！我立马飞奔过去，“小机灵鬼”成了我
的跟屁虫，我站在哪，她就紧随着我的身边。
景阿姨先让我们“热身”跳舞 《少年》。“小机
灵鬼”太勇敢了，竟然站在前面当领舞人。我
们学习了传统拜年手势和吉祥祝语，变身成一
个个懂过年礼仪的小福娃！

到了书写春联的环节，大名鼎鼎的杨老师
对我们的作品一一点评，拿着自己写的福字与
老师一起合影。不知不觉就到了午饭时间。

下午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我们体验了做
豆腐、打糍粑、炒炒米，一路上认识了很多植
物；打陀螺，滚铁环，集体跳绳等各种趣味游
戏，让我体会到了乡村孩子的快乐。这其中，
最喜欢的是打糍粑和打陀螺。

打糍粑是我爸爸最拿手的活儿，他是第一
个冲上去打糍粑的爸爸，为他的勇敢点赞，只

见一个老奶奶把“甑子”蒸熟的糯米倒进“石
臼”里。老爸和王汉龙妈妈你一舂我一舂，使
出九牛二虎之力，趁热反复捶打，顿时香气四
溢。其他人喊号子，一二，加油！爸爸加油！
有的喊，有的跳，有的又喊又跳，场面热闹而
壮观，捣碎和匀的糯米，趁着粘绸的劲儿做成
一团糍粑原料，我们一拥而上，揉成一个个小
圆团，有的大，有的小，一排排放在木板上。
最 好 玩 的 时 候 到 了 ， 爸 爸 将 另 一 个 木 板 盖 上
去，然后我们站上木板又跳又闹。我想这就是
年味儿。这就是快乐吧！过了几分钟，家长让
我们下来，说是压好了，哈哈，掰开木板一看
粑 粑 压 得 太 扁 了 ！ 大 的 大 ， 小 的 小 ， 形 状 各
异，太好玩儿了！第二锅又开始了，小孩儿也
体验了打糍粑，原来舂那么重呀！我都无法举
起它来，虽然小孩都举不起舂，但都乐在其中

呀！
打陀螺我可是第一次玩儿，第一次见。王

玺淳爸爸把陀螺打得转了起来，我们轮流接着
打，没想到我技术还行，只听到旁边的叔叔阿
姨都夸我打得好。赞扬声中我越打越好，玩了
一会儿就传给下一个人。就这样，大人小孩都
玩得不亦乐乎。

过年是我们土家族人最重要的节日。感谢
老师和家长的用心良苦，让我们过了一个传统
土家新年。难忘，开心，而又这么美好！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小学南校五年级 1 班学
生 指导老师：许杰）

难忘的土家年
张媛希

从我童年的窗边
翻开新的一年
春风掏出彩笔
到处涂涂画画

画出红花，绘出绿芽
“哗哗啦啦”

雨点睁开眼睛，流水摆起尾巴
看哦，蝴蝶姐姐还在一旁

用双袖舞起满园童话
春天这本画册，设计多么神奇
蓝天做了封面，大地做了封底

一群小燕子，是刚刚
排在屋檐上的页码

阳光呀，你快点印刷
我要把春天的画册

装进书包里，装着温暖
装着希望⋯⋯

一路蹦蹦蹦跳跳的上学去
（作者系桑植县凉水口镇中心小学教师）

春天的画册
——写给孩子们的诗

黄伟

校园诗廊 岁月如歌

向俊娜

“ 校 园 几 许 ，
收 尽 生 机 ， 有 桃 花

红 ， 桅 子 花 白 ， 桂 花
黄 ， 偶 然 乘 兴 ， 转 过 楼

角，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
忙。”这就是我们初入中学见到

的景象。小学刚毕业的我们，怀
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迎来新的环

境。
初一，带着向往，带着欣喜，带

着胆大与无畏活跃在校园中，我们不
畏老师的责罚，不解学长的劳碌，不知
家长的焦虑，只知道围着教学楼你追我
赶，东躲西藏，只关注下课的时间与课
堂的饭菜，只喜欢在黄昏时分靠着栏杆
谈天说地，这样的日子舒适但总提不起
精神，终于在时间的催促下得到了整
顿，再不虚度年华。

初 二 ， 操 场 上 的 同 学 没 了 踪
影，课本却慢慢被笔记填满，试卷

上 的 红 大 叉 也 渐 渐 被 对 勾 替 代 ，
同学脸上不再是没心没肺的嘻

戏 ， 眉 宇 间 显 然 多 了 几 许 沉
稳。我只记得每天都有很

多事要去完成，或大或
小 ， 尽 力 做 好 。 话

题也慢慢被

《陋室铭》《爱
莲 说》 中 的 美 文 佳
句 给 取 而 代 之 。 古 人
云：“古之成大事者，不唯
有超世文才，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被幸福包围着的我们，很
少会遇到生活中的“劫难”，但这
并不表明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击破难
题。

初三，再去回顾初一的往事，记
忆犹新，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大树又
换了几次绿装，结了几次硕果，教室从
一楼换到三楼，课本又换了几套。时间
过得可真快啊！有人说，岁月如歌，或
清扬或激越，希望在最后一期的初中生
活中我们能奏响一首轰轰烈烈的交响
曲。

少年有梦，不应止于心动，更要
付诸行动。让我们用行动演绎这如
歌芳华吧！

（作 者 系 桑 植 县 利 福 塔 中 学
157 班学生 指导老师：覃葛）

寒窗夜话

校园风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