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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似春风走进学生心田 
——支教随笔 

◆黄东林  赵  鹏 

（鹤壁市山城区实验小学  河南省鹤壁市  458020） 

 
今年过春节的当天，我的手机响了。当我接听电话的一刹那，

一种熟悉而又陌生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向我问：“老师，新年
好！”“老师......”此时，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那宛如水上长
城的黄河大堤，朴实善良的乡亲，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温馨美
好而又难忘的时光...... 

去年夏天，我们响应鹤壁市教育局和濮阳市教育局组织的
“两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活动，到濮阳市台前县夹河
乡张广小学支教。这里位于黄河滩区，与山东交界，村里的基础
建设较差，资源贫瘠，是国家级贫困县 。 

学校安排我担任三年级的语文课兼班主任。课程表每天都有
四、五节语文课，我感到很困惑。原来由于缺少老师，每个班级
只开设语文、数学和一周两节的英语课程。走进教室，看到孩子
们一张张纯朴、好奇的小脸，我向孩子们做了自我介绍。孩子们
害羞、胆怯、不肯开口做自我介绍，在我的鼓励下，终于有学生
站起来了，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我还是及时给予肯定并
加以表扬，孩子们纷纷举起了小手，我都给予微笑、鼓励的目光
和语言加以肯定。就这样孩子们对我这位老师由开始的好奇逐渐
转变为接近。 

学生们放学了，有许多家长来接他们，而这些来接学生的家
长大多是学生的爷爷奶奶。他们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有时一、两
位老人要照看几个小孩。老人们每天做饭、洗衣、到田地里干活，
现在还负责接送学生，很是辛苦。我看到许多孩子见到爷爷奶奶
来接他们，也多是没有什么表情，也不问好，就直接坐在车斗里
（老人一般都骑三轮车），而老人们也不说话，看到他们坐好了
就骑车走了。我很惊讶：这和我日常见到的情景有很大差异，孩
子们见到长辈会问好，会说谢谢等一些礼貌用语等等。这让我很
困惑：为什么老人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是这样的情景？我决定在班
里召开班会，班会的主题是“感恩教育”。首先，我让孩子们说
一说自己在家里的生活情况；其次，借助同学们说的情况进行引
导教育。比如：有位同学说他们家里爷爷奶奶不只要照顾他和妹
妹，还有叔叔家的两个小弟弟，最小的小弟弟才学会走路，而他
们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我告诉孩子们老人的辛苦，她们放学后
可不可以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洗洗碗，小件的衣服
自己洗洗，田里的农活像浇地可以去开一下水龙头等等；看到爷
爷奶奶接送自己上下学，要对他们说谢谢、辛苦了、您好、再见
等礼貌用语；遇到节假日的时候给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打电话、做
贺卡、写信，来表达对父母的思念和祝福。为了把感恩教育落实
到位，在课堂上结合自己所教的语文学科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如在教《可贵的沉默》一课时，这篇课文是讲父母在孩子们过生
日的时候，给他们买蛋糕、买礼物，说祝福的话，甚至请客人来
做客等一系列的形式来表示祝贺；而没有一个孩子为爸爸妈妈祝
贺生日......我抓住契机问班里的孩子有谁知道父母的生日？大多
数同学说知道妈妈的生日，还有几位同学说知道爸爸的生日，当
问到爷爷奶奶的生日时，班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同学回答了。在
这种情况下，我及时对他们进行感恩教育，告诉学生老人们的辛
苦和对他们的关爱，放学的时候见到来接她们的爷爷奶奶要说谢
谢、辛苦了。经过一段时间，孩子们在校园里见到老师会主动问
好；见到家长会说您好、辛苦了谢谢等话语。每到节日我都会提
前告诉学生要给父母表达爱意和祝福。在去年的母亲节和父亲
节，我没有提前提醒学生，而是在节后的第二天问学生：你们向
父母表达自己的爱意了吗？学生们纷纷举起小手告诉我：给父母
打电话了，寄贺卡了，用微信视频了.....看到这一幕幕我的心里
暖暖的，我知道我已经把爱的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它们正
在悄悄地生根发芽呢！ 

小学生是活泼好动的，他们爱玩、爱闹、爱追逐奔跑。由于
我们班在教学楼的二楼，学生们一下课就会跑着下楼梯，这样很
容易出现碰撞、推搡等不安全因素。我告诉学生上下楼梯靠右行，

不能奔跑，不能在楼道里打闹......可能是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在农
村，家家都是单独的院子，竟有同学天真的问我为什么？我就请
同学们跟我到楼梯间实地向他们的讲解靠右行的原因，以及在楼
梯间奔跑打闹会出现的突发情况，并找同学一一进行演示，让学
生知道了上下楼梯靠右行的重要性。回到班里，我又结合这个问
题向学生讲解了交通安全知识、防电、防火、防溺水等安全常识。
尤其是防溺水，由于这个村庄所处位置离黄河很近，村里引黄河
水灌溉农田的水沟很多，听学校的老师们讲村里每年都会出现几
起溺水事故。结合这一情况，我多次利用班会和教学间隙向学生
普及防溺水的重要性，让学生把安全意识时刻牢记心间。同时，
我又告诉学生可以玩一些健康的、有益的活动，并且和他们一起
游戏。像掷沙包、跳绳、跳皮筋、猜步数等一系列活动，来丰富
他们的课间生活。 

在教学期间，我还根据学校课程表的安排情况添加了国学经
典内容。每天的第一节早读课四十五分钟，我都会给学生安排古
诗词的背诵环节，为了让学生在背诵古诗词的时候不感到枯燥、
厌烦，我又在网上下载了一些古诗词歌曲，如著名作曲家谷建芬
的《古诗词二十首》等适合学生的学堂歌曲，让学生学唱，在唱
的时候去表演，在音乐中体会诗词的意境，陶冶孩子们的情操。
就这样，孩子们爱上了古诗词，课间随口吟唱的都是诗词歌曲。
后来，在台前县教育局和电视台主办的经典诵读比赛中，我们班
排练的节目《听，秋的声音》通过层层筛选，最后参加了县电视
台的经典诵读录制节目，给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孩子们更
加热爱学习、更加热爱诵读古诗词。在“六一”节目汇演中，我
们排练的国学经典歌舞节目，为了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从我原
来的学校借来了演出服装，又为孩子们化上了精美的妆容，让他
们感受国学文化的魅力和表演带来的幸福感，孩子们从零基础到
完美的展现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家长和校领导纷纷感慨我们的孩
子也能到县城上电视演出啦！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不草去”，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
取得的成绩，我的内心很充实、很欣慰。台前县教育局的领导来
夹河乡调研时，动情的对我说，这里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一定有你为他们播下的种子，这些种子会生根、发芽......又对夹
河乡教育局的领导们说：“这是你们这里得到的多好的教育资源
呀！你们还不组织你们乡的老师学习学习，接受一些新的教育理
念。”就这样，我又在乡中心校的礼堂为老师们做了专场“班主
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会上，我把我所能带给大家的新的教育
理念汇报给了在座的领导、老师们，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时间真快呀！历历在目的还是初到张广小学的情景，转眼间
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年的支教生活，让我感触颇深，洗涤了我从
城市带来的浮华、喧嚣，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了净化。
作为一名教师，我感到了今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我愿做一名合
格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