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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林，是我所带班级的班长。 高
高大大的模样，举手投足之间颇有领
导范儿。 我刚接手这个班时，他的成
绩不是很好，但我还是看出他与众不
同，于是指定他当班长。 而他也不负
我的期望， 在班上处处起到模范作
用。 更可喜的是，也许是我给了他信
心，他的成绩进步得很快。 而我，对他
的要求也越发严格。

一次，学校组织野炊，提前放学
了，好让学生回去带一些野炊用的东
西，但必须赶上晚自习。 我特意交代：

“不许迟到啊！ ”一些离家很近的孩子
欢呼着涌出教室。 在这群孩子中，我
看到了一脸兴奋的吴林。 他家不是在
十几里以外的山村吗？ 我忙叫住他。
可吴林还是很高兴地说：“老师，我不
会迟到的！ ”然后小鹿般从我的视线
中消失了。

晚自习的铃声响了， 我走进教
室，全班只有中间的那张课桌非常醒
目地空着：是吴林的！我很恼火！我最
钟爱的学生，在我提醒他后，还是迟
到了！ 而且全班就他一个。

不久，我看见吴林气喘吁吁地跑
来了，差点撞到我的身上，我伸手拦
住他。

“我……”他开口欲辩。
“我提醒过你。 ”我打断他的话，

“不过，我很想知道，今天班上还有哪
些同学迟到了，你是班长，你去
帮我问一下。 ”

他怏怏地走进教室，
旋即向我报告：“老师，全
班就我一个迟到。 ”他的
声音很轻。 我故做一脸惊
讶：“全班就只有班长你
一个人迟到？ 不会吧！ 你
应该问一问全班所有同
学。 ”“班长”二字被我说
得很重。

“今 天 你 迟 到 了
吗？ ”

“没有。 ”
教室里安安静静的，

只有这样的对话，一遍遍
回荡在教室里。 渐渐地，
吴林的声音有些哽咽了，有同学向我
投来求情的目光， 吴林也停了下来，
呆呆地望着我 。 我知道他也在求
我。

其实我也知道，这种做法 ，会刺
痛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但我却执意认
为：身为班长，不给他教训，他怎会牢
记，班上的同学怎会引以为戒。 所以
我迟疑片刻，仍不动声色地摇摇头。

终于他问完了全班 61 个同学。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吗？ ”
“知道！ ”
“很伤你的自尊心吧！ 我只是想

告诉你，作为班长，就应该严格要求
自己！ 你明白吗？ ”

他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我，陷

入一段干涩的沉默。 我想，也许过一
段时间，他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吧。

然而事情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简
单。 从那以后，他看见了我，再没有了
笑容， 总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上
课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中，再也没有
他踊跃的身影；甚至班上的事，他也
是能躲就躲。 虽然我找他谈过很多次
话， 把当时的想法反复解释给他听，
但一切都是枉然。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 有艺术空
白，它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产生
妙不可言的艺术效果。 如果我那次在
处理吴林事件的过程中， 能适可而
止， 留一点教育的空白给他，
一切应该不是现在这番模样
吧！

教育反思

爱也要留空间
慈利县岩泊渡镇红花中心完小 李爱华 郴州市永兴县樟树中心小学 曹先华

开学第一天，一切都像我预想的那样顺利地
进行着， 正当我准备为这第一课庆贺的时候，一
场出乎意料的“小插曲”上演了。

“老师，我不想和钟志斌坐，相信其他同学也
不会乐意。 ”声音响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它像
“惊雷”一样打破了教室里祥和的氛围。 我用目光
扫视了一下教室，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那位“不受
欢迎”的学生。

他，穿戴既不干净，又不整洁，无精打采地
耷拉着圆圆的脑袋， 整个人就像一只霜打的茄
子。 面对眼前的一幕，我清了清嗓子，语重心长
地说：“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有缘相聚在同一个
班，本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
和钟志斌同桌的话， 那就把他旁边的空座位留
给老师吧……”

我的一番“真情表白”过后，教室里变得鸦雀
无声。 同学们吃惊地望着我。

接下来的日子，我挤出时间和小钟“同桌”。
交往是水，沟通是金，爱心是架起两颗心的桥梁。
半个学期下来，他变得既爱劳动，又爱学习。

一次放学后， 他在作业本中夹了一张纸条，
工工整整地写着：

老师，说心里话，其实我也想做一个好学生，
可是三年级时，爸妈迷恋上了打牌，稍不顺心就
对我大打出手，时间长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成
绩下滑， 从此过上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
子。 在我自暴自弃的时候，您的那一句“那就把他
旁边的空座位留给老师吧”仿佛黑暗中的一缕阳
光。 这段时间，我遵照您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和学
习方法，努力改变自己。 老师，我不会让您失望
的。

读到这一段文字，一股感动和欣慰的暖流涌
向心头。 我不知道小钟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知
道他已经学会吸收阳光雨露，茁壮成长了。

我与学生做同桌

班主任手记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常
宁市一中始终把“求真、求善、至德、至情、育人、育材、以智、以
心”等道德教育摆在教学的首位，做到育人和修心同步进行，
从而达到“承悠远之学，启久长之智”的德育教学目的。

德育环境化：校园布局 润心无声
常宁一中创建于 1902 年，拥有 110 年的历史，是我省历

史最悠久的省示范性高中之一， 它厚重的校园文化特别是德
育教育是几代“常宁一中人”献给衡阳教育事业的一份厚礼，
值得我们去探究。

常宁一中坐落于宜水与潭水交汇处， 因为有水分为两江
校区、谷家洲、合江校区三部分，又因为有桥而浑然一体，是全
国不可多见的独立拥有小岛的学校。

百桂坛、高飞坛、坛坛如诗，明慧园、厚德园、园园似画。
走在常宁一中的校园，我们可以感受到花、草、树、木、墙、

场、栏、牌对师生的影响和熏陶，“让校园的每一处景点都开口
说话，是我们德育工作不二的法则。 ”肖贻华校长作为“湖南省
花园式学校”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不但对校园景点如数家珍，
而且还赋予了全新的德育含义。

“合江学堂”牌匾的“博厚、高明、悠久” （常宁唯一翰林该
校创办人王良弼亲题）；百年古樟的神韵谱写“常宁一中人”无
穷的创造力；“文化长廊”突显办学成果；教学楼前的名人雕塑
和名人名言告诫师生要“求新求是，立志立功”；各具特色的班
级文明建设充满着“勤奋谨严、文明和谐”的校风；布满校园草
坪的石牌温馨提示莘莘学子要“自强不息”、“和谐”共处、“扬
帆远航”……

德育活动化：不用说教 成就习惯
肖贻华校长认为，德育工作不是一味的说教，而应该是通

过具体的活动来影响人的灵魂，从而达到“润心细无声”的目
的。在《常宁一中主题德育活动规划宏观架构》里，我们发现该
校的德育工作不是用枯燥无味的说教在“命令”学生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而是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熏陶”学生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从高一的“适应”教育到高二的“责任”教育再到高三的
“挫折”教育；从“感恩”教育到以学生为主的班会课，从每期举
办的“家长开放周”再到“家长论坛”活动从“自强之星”到“勤

学之星”，从“校园孝星”到“优秀德育示范生”……让德育工作
在常宁一中己经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和文化现象。

“只有把学校的德育工作活动化，才能让‘德育’去感化学
生，引导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主管学校德育工作的胡绳
副校长告诉我们，“我们学校经常用即兴发言、演讲、多媒体展
示、知识问答、才艺风采秀、唱歌、朗诵、小品及乐器演奏等丰
富多彩的形式来开展德育活动， 从而促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德育的实效最大程度地得以实现”。

德育体系化：师生齐心 保障有力
常宁一中用 “学生接触老师一阵子， 老师影响学生一辈

子”的德育理念，师生共同参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德育体系，
从而赢得了广大家长的赞许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学校成立了德育领导小组，实行校长、党支部书记负总责
的多层次德育管理模式， 即校长──德育处──班主任──
班委会一条线；党支部──校团总支──班团支部一条线；值
日领导──值日教师──值日学生干部一条线，“三线” 齐头
并进又交叉督查的新格局。

除此之外， 学校所有教职员工都是德育第一责任人，德
育建设经费专款专用，并利用校刊《谷家洲》、“合江之声”广播

站、“合江讲堂”、周一的升旗、周二的主题班会、周四晚唱励志
歌曲、周末看红色电影等方法来营造浓厚的德育氛围。与此同
时，学校所有的德育资料实行电子化管理，实现了德育资源共
享，做到学有动力、赶有先进、超有目标。

德育社会化：墙内“酿蜜” 场外“芬芳”
常宁一中之所以是常宁乃至衡阳市广大家长心目中的名

校，并不完全是百余年来培养了像彭明治、滕文生、吴国威或
纵横政坛、或驰骋军旅、或弄潮商海、或显扬学界等一大批杰
出人才，也不完全是几十块省级以上集体荣誉带来的光环，而
是一个多世纪以来 5 万多名“常宁一中人”在人生道路上谱写
的精釆华章———墙内“酿蜜”场外更“芬芳”。

该校以培养“写作能手、才艺巧手、时事高手、实践老手、
情商强手”为育人理念，形成“五育并举，齐塑人才”的良性循
坏，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工作网络，奏响
了“爱党、爱国、爱科学、爱集体”的四大主旋律，让德育更加立
体化、层次化和系列化。

从“印山采风”到“元旦汇演”；从“为灾区募捐”到“去敬
老院尊老”；从“辩论大赛”到“挑战主持人”；从参与“保护母亲
河”到“支持城乡同治”…… 常宁一中在行动，学校也因为这
“三观”课题的成果而获得省教研成果奖。

学校除了注重外在的道德建设以外， 还非常注重内在的
心灵建设———学校在每个年级组都设置了专门的 “心理辅导
室”，让专门的心理健康老师为广大学生“排除心灵的垃圾，打
扫生活的灰尘”，由于方法得当，多年来，拥有 60 个教学班近
4300 名师生的常宁一中校园犯罪率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个衡
阳市高中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德育的成功决定着教育的成功，2012 年该校学生在学业
水平考试中一次性合格率就达到了 97.58 %，名列衡阳市同类
学校的前茅，今年暑假，学校班主任工作经验作为典型在全市
得到了推广。

如今在常宁一中成立 110 周年之际 ， 肖校长告诉我
们，只要学校广大师生的道德、情操 、精神生活再上一个新
台阶 ，就是对创办人翰林王良弼先生最好的怀念 ，也是最
好的庆典方式。

育 人 之 道 在“修 心 ”
———常宁市一中德育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蒋万马 凌友国 彭运良

肖贻华校长陪同市委书记 、市长等领导视察学校德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