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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作为教师，尤其是作为班主任，
要善于从学生的日常表现中，去发
现、寻找他们的闪光点，并给予适当
的赞扬与鼓励。爱与赞美、信任和期
待都具有一种“能量”，能改变人的
行为。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请多给
孩子一点赞美吧！也许他明天的成
功就蕴藏在我们的赞美之中，所以
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优点！

我有个学生叫小妍（化名），在
期末质量检测中，班级排名三十多
名，每次数学测试都不及格。一次，
她在计算题的演练中，做对了一个
题，我立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
了她。结果，她当天的课堂作业特别
工整，虽然还是错误很多，可是我并
没有责怪她。当我喊她到办公室的
时候，她满脸通红。我微笑着打开她
的作业本，用红笔将她做对的计算
步骤全部标出来，并且说：“你看，这
些计算做得多好，这就是你努力的
结果……虽然结果有误，但你完全
有能力做得更好、更完善。”后来经
过多次谈话，她的学习劲头越来越
大，也越来越认真，最后顺利升入新
邵八中。

我特别喜欢葡萄牙诗人费尔南
多·佩索阿的诗歌《我的目光清澈》，
其中他说：“爱就是永恒的纯真，而唯
一的纯真就是不思考。”每个学生的
家庭背景各不一样，他们在成长过程
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与迷茫。我
作为班主任，更应该主动走进学生，
走进他们的心灵，做他们的知心人、
贴心人，不能吝啬爱的话语。有些爱，
不用深思熟虑，不用权衡再三。要主
动示爱，主动表达，将爱迅速传递出
来，及时给学生温暖、关爱。

学生小芳（化名）家庭情况特
殊，跟奶奶一起长大。那年冬天的一
天，我看见她衣服单薄，在办公室里
就与从长沙来的支教老师聊了一下
这个情况。正好，有个热心的支教老
师说，她有几件羽绒服，想送给小
芳。过了一个星期，我将孩子叫到办
公室，让她帮我试穿一下衣服，她爽
快地答应了。就在她穿上衣服的那

一瞬，我立即说，这衣服穿在你身上
真好看，款式、颜色都特别适合。她
有点羞涩地低下了头。我趁机说，这
衣服是李老师送给你的，她怕你不
喜欢，先让你试试，没想到，你穿上
去这么漂亮。我一连串的夸赞既缓
解了她的紧张，又保护了她的自尊。
后来，她的奶奶特意跑到学校，握着
我的手连连道谢。

每次接到新班级后，我首先对每
个学生进行全面了解，经常同他们谈
心，从学习、心理、爱好、家庭等各方
面了解学生。我随时准备着一个小本
子，记录每一个同学的详细情况。作
为班主任，对学生我投入了真情，也
换来了学生对我的工作的肯定，以及
学生家长对我的工作的认可。

我经常教育学生，与人交流时，
目光要专注，态度要恭谦，不要东张
西望，敷衍了事。学生大海（化名），
每次我与他谈话时，他手里不是捏
着小东西，就是眼睛到处扫。我提醒
他多次，但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慢
慢引导他。经过几天训练后，他的专
注力增强了，表达的内容也更为丰
富。好的习惯其实是可以慢慢养成
的，得到我的鼓励与表扬后，连上课
时他都专注了很多。

我也经常教育学生谈吐要文
雅，举止要优雅，在课堂、在家里都
要讲究语言文明。我常对他们说，优
雅的谈吐能够给人留下良好的印
象，能够展示良好的个人风采，而获
得别人的认可与好感。我经常通过
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学生，不同的用
语带给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有
一次，有个男同学在与另外一个同
学争论的时候，突然飙出一句脏话。
当时，我并没有严厉批评他，而是讲
了一个故事。那位男同学听完故事
后，满脸通红，懊悔不已。下课后，他
主动跑来找我，承认错误，愿意向另
一位同学道歉。我讲的故事越来越
多，班上发生争执的情况越来越少，
文明礼貌用语也如春天的花朵般，
一朵朵，一簇簇，竞相盛开。

（粟碧婷，任职于新邵县寸石镇
花桥学校）

爱 的 力 量
粟碧婷

1960 年初，我从陕北被调回邵
阳县工作。当时，邵阳县政府从各公
社抽调了 500 名劳力，上河伯岭开荒
种粮。县委组织部干部对我说，你回
来得正好，到河伯岭去吧，那里正需
要干部。

我到河伯岭以后，白天跟工人一
起劳动，晚上跟随领导去开开会，作
作记录。

开荒种粮颇为艰苦。烧完山以
后，便在“黑土地”上播种包谷、粟米
等。忙完一天收工时，只见大家都是
黑脸或花脸。而我这个所谓“书生”，
手上磨了不少水泡，筋骨肌肉酸痛，
像散了架一样。

晚上，我和十几个工人们借居在
一个农户家里。摆上几根长凳，架上
一些竹片，再铺上一些稻草，便是一
张供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的大“床”。
我睡在靠窗子的墙边。一天深夜，我
正在睡梦之中，忽然外面下起了瓢泼
大雨。一阵狂风将窗台上的煤油灯刮
倒，恰巧落在我的脸上。我被灯打醒
以后，摸了摸脸，湿漉漉的，一股好大
的煤油气味！此时屋里一片漆黑，伸
手不见五指。我下了床，像捉迷藏似
的，用手去摸、去探，好不容易摸到了

灶屋。接着又摸，摸到了水桶、脸盆。
我舀了点冷水，用手稀里哗啦地把脸
洗了一下……

有一天晚上，估计也是半夜三更，
大家正在酣睡之中，而我却有点失眠，
久久不能入睡。我听到有人在喃喃地
说梦话，有时发出一种怪异的令人恐
怖的声音。这时，恰巧还有一个人处于
半睡半醒的状态。他听到那个恐怖声
音后，便大声地尖叫起来：“老虫（即老
虎）来了！老虫来了！”顿时，像炸开了
锅，所有人都被惊醒起来了。

我很快点起了灯，只见大家面面
相觑，惊恐万状。我说，大家不要怕，河
伯岭没有老虫，刚才这事是一连串的
误会。我以“目击者”的身份讲了事情
的全过程。接着那位尖叫者和那位梦
呓者，也不好意思地先后作了解释，作
了自责。至此，大家都知道了这是虚惊
一场。但即便如此，大家紧张的心情还
是久久不能平静，无法入睡。

及至第二天早晨，好多人还惊魂
未定，还在纷纷议论。有人还煞有介
事地说：“不是扯淡，听说三角架那一
带茅草山里，还真的有人发现老虫的
脚印哩！”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伯岭二三事
李化球

◆岁月回眸

◆六岭杂谈

从小孙女出生40天开始，我就经常给
她唱歌。我因为记不得歌词，很多时候就当
着小家伙的面，用手指着歌本上的歌词，逐
句唱给她听。小家伙也很认真地跟着我移
动的手指，看歌本上的字。就这样，小家伙
居然无意中就认识了不少文字。她甚至能
根据我对歌名的读音，从几百首歌名的目
录中找出几十首歌名。譬如我说《妈妈的
吻》，她就能从目录中找出这个歌名，用小
手指着。

我看她对文字十分敏感，有时就尝试
给她解释部分文字的意义。如看着“妈”字，
我就会告诉她这是“妈妈的妈”；看到“爸”
字，我就会告诉她这是“爸爸的爸”。有天晚
上，不到两岁的小孙女，居然指着歌名《那
就是我》里的“就”字，很认真很自豪地对她
奶奶（也就是我老婆）说：“‘就’，舅奶奶的

‘舅’！”她居然模仿我的“教学法”教她奶
奶。她奶奶一听小家伙这么教她，顿时哈哈
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且她奶奶还故
意夸张地笑，笑了很久，结果把小家伙笑得
一愣一愣的。

我觉得老婆这个做法太过分了，有点
打击小孙女的教学积极性。我始终没有
笑，只有惊讶，我惊讶于小孙女小小年龄
居然具有如此强的模仿能力。虽然她教错
了，但这毕竟是因为年龄太小，还根本不
了解文字中的同音字，这在我看来是一点
也不可笑的。我马上说：“宝宝真棒！奶奶
不是个好学生，居然笑话老师！不过这个

‘就’不是‘舅奶奶’的‘舅’。”然后我在白
纸上给小家伙工整地写出了“舅”字，还写
了“舅舅”“舅奶奶”“舅爷爷”“就是”“就
要”几个词语，告诉小家伙“就”与“舅”的
区别。同时，我还写了另外几组同音词和
同音字，如“爸爸”与“粑粑”，告诉她有很
多字读音相同，写法和意思完全不同，让
她初步明白了同音字的道理。

第二天，我在给她唱《那就是我》的时
候，故意问她：“这个‘就’是不是‘舅奶奶’
的‘舅’啊？”她马上不好意思地摇头和摇
手。可见，小家伙学习的能力是很强的。

过了一两年，我跟她讲了一个上车投
币的笑话。一人因为不知道公共汽车的车
票价格，就想当然地只投了一块钱，本来应
该投两块钱的。司机提醒他：“两块！”那人
马上说：“是凉快！是凉快！”司机继续提醒
说：“钱投两块。”那人则说：“后头更凉快！”
引得全车人哄堂大笑。

孙女一听这个笑话，马上笑着说：“我
小时候教奶奶‘舅奶奶’的‘舅’。”小家伙这
么一说，我瞬间“石化”。

（潘璋荣，武冈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
研员）

小孙女识字记
潘璋荣

又到周末，小街到处鲜
花点缀，甜蜜浪漫的节日氛
围十分浓郁。

啃着琼瑶小说长大的
我，又开始犯“小资情调”的
毛病了：幻想着老公能念着
情诗，递上一束芬芳的鲜花
和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眼
睛放射着宠爱公主一般的光
……但一想到老公向来只爱
研究他的油盐酱醋，对我的
琴棋书画不甚关心，就知道
这次节日他一定还是毫无波
澜，心中不禁浮起了淡淡的
失落。

回家推开门，油烟机正
轰隆隆地唱着歌。老公戴着
一顶厨师帽，系着写有“厨
神”的围裙，在灶前忙碌。天
气微冷，他却热得只穿一件
薄春衫，额头有汗沁出。看我
进餐厅，立即关上厨房与餐
厅的隔门——我家厨房本就
窄，且没安装电风扇。但为了
有气管炎的我不被油烟熏
到，就算酷暑，他宁可在更密
闭更酷热的空间里挥汗如
雨，也绝不让我多咳嗽一声。
这让我很是感动，所以每次
回家，都会开心地对着厨房
孩子般撒一声娇：“老公，老
婆回来啦！”然后才瘫在沙发
上听歌看书，卸下一身疲惫。

今日，我有点沉默，但
“榆木”老公显然没察觉。他端
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菜，递
过一副碗筷，兴致勃勃地说：

“尝尝看，新方法做的水煮肉
片，包你喜欢！”我一听菜名，
就有了精神，这可是老公的
拿手好菜。当年新婚初到老
公北京的工作地，他带我到
川菜馆点的就是这道菜。回
老家后，看我念念不忘那种
麻辣的川味，就一直研究着
做，竟然做得非常地道，每次
我都吃得肚子滚圆，还舍不
得停筷子。今日，这肉片下的
青菜更见翠绿，椒香扑鼻。最
难得的是那肉片，比之前更
细滑，更松软，鲜得我差点咬
掉舌头。

我不禁咂嘴夸奖，问大
厨用了什么妙招。“视频里
说要先将肉勾芡，我用了红
薯粉来勾芡，独创！”大厨一
脸的骄傲。想着他婚前连只
鸡都杀不死，如今竟有这般
高超厨艺，我的好奇心顿
起，于是拖长了尾音娇声
问：“亲爱的，你为什么乐意

天天煮饭呢？
然而，大厨愣了一下，随

后只挤出了两个字：“无聊！”
顷刻之间，春光黯淡。原本学
着书中的桥段想与老公打情
骂俏的女人，只落了个尴尬。
吃过饭，默默起身到书房听
歌写字，打发心中不快。

尽管别人都羡慕我嫁了
个体贴顾家的模范丈夫，回
家十指不沾阳春水，只管享
福，可此刻的我憋着一肚子
气：不许我打字到夜深，不许
我看书忘记锻炼，不许我黑
白颠倒赖床……从不给我准
备节日惊喜，问个幽默的问
题，还跟我板脸，榆木老公啥
时候才能开窍呀？

正在书房发呆，却见榆
木老公推门把一袋香喷喷的
热板栗递过来：“给，你最喜
欢的糖炒板栗，我刚按着视
频学炒的，快趁热吃！”

“趁热吃”这几个字太熟
悉了，一时间许多画面在眼前
倒带：清晨醒来，他就催着蒸
锅里热腾腾的手包饺子、鹿茸
粉蒸甜酒鸡蛋要“趁热吃”；回
家时，一杯泡好的菊花润喉
茶，要“趁热吃”；晚饭后，他把
一勺虫草、人参等20多种名贵
中药研成的粉，冲在开水里，
让我“趁热吃”……

其实，榆木老公频繁使
用的简单话语以及那些看似
严厉的叮嘱，无不透露着是
一个男人对心爱之人的珍
视。一个男人在某一天对你
关怀备至很容易做到，但始
终如一地体贴照顾你，就很
不容易。结婚 20 多年来，大
厨虽没有诗意情话，却早已
把爱的恒久和深沉，一点一
滴融进了那见证了他大汗淋
漓、映照着他多处刀伤的灶
台里了。

质朴的男人不会轻易把
爱挂在口上，表面上我是被
老公一箪一食都管得严严实
实的“夫管严”，而其实我一
直都是他捧在心尖上的“女
神”。人间烟火气，最抚爱人
心。是他的油盐酱醋，才成全
了我的棋琴书画。

我轻轻嗑开嘴里的糖炒
板栗，浓浓的香味立即在唇
齿间弥漫。我偏头靠在榆木
老公肩头，任甜蜜与芬芳淌
进心尖……

（黄小秋，任职于新宁县
藕塘小学）

油盐酱醋与棋琴书画
黄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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