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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亮亮

十六年前，07 年学校的广播室中，广播站站长张同学激动并

谨慎的安排着日常的工作。十六年后，2023 年我们再次相见，

他依旧是我心中的那个“他”，真诚勇敢，甚至有点憨厚。已经

是在社会中历练了十余年的成年人了。再次相见，我们相互诉说

着过往的经历，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啊！感受着他生命过程

中的韵律，为他高兴为他忧伤。

如果当年做为班主任的我懂得更多，帮助并提醒他继续求学；

如果当年他继续升学是否会比现在更好?有太多的如果。答案未

知，这个答案永远是个迷。但那样的话，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选择人生的机会，选择工作的机会、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

他似乎陷入到了一个怪圈，一个不断重复的圈子。今年他已三十

四岁。脸上已经几乎没有了当年的笑容。这也是我较遗憾以及后

悔的事。

笑，是人类面部表情的一种，一般是表达善意、开心等心理

情绪的外在表现。我们每天都会与人接触，通过每个人的面部表

情感受对方情绪的波动。而这种情绪波动对我们的语言，行为都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每次接送孩子时，在小学学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孩童们

时，通过每位孩子的面部表情都可以感受到今天是不是愉悦的一



天。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孩子们的表情也是最无

暇的，没有丝毫伪装的真实反应。

今天我依然担任着班主任，懂得略微比当年多一点儿，对教

育也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学生们都犹如当年的“张同学”一样，

真诚勇敢。他们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踏入中职学校的大门。有很

多人说他们的习惯已经形成，不可逆转，更有甚者说无药可救，

在他们光鲜的外表下很可能是一颗颗被伤的千疮百孔的心。那种

只有在孩童时才有的天真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可能再不会出现在

他们渐渐成熟的脸颊之上。而原因是多方面的，更不可去深究。

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在我与学生们相处的有限时间内，让他们的

脸颊上再次出现那个曾经真实的自己，让天真无暇的笑容重新在

他们脸上浮现，找回那个属于自己的自信而真实的自我。

例如：上早操对学生来说可能是场噩梦，每天从温暖的小被

窝走到寒冷的操场这段路程，犹如登天一样，难倒多少“英雄少

年”。我班就有这样一位“小刘”同学，他将这一段如登天一样

难的路走出了自己的“节奏”，同时也赢得了他人和作为班主任

我的尊重。

这位同学开学之初就多次旷操，问其原因，无非就是起不来

等等之类千篇一律的说词。针对这一现象，并为激励同学们，我

在班级专门设立奖项：未出操的同学如连续 7 日正常出操进行特

别奖励。自从这一方案的出台，这位同学跟打了鸡血一样立志要

拿到属于他自己的奖励，而我对他的许诺只是嗤之以鼻。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把这件事忘记，突然有一天，“小刘”同学

拦住了我，激动的对我说：“老师，给我奖励！”我半信半疑的

说：“等我落实一下再说。”晚自习经过落实体育委员后，我惊

讶的发现他已经连续十天正常出操了。自然而然的，我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将应当属于他的奖励亲手交给他，并在全班进行了表扬。

掌声响起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小刘同学发自内心自信笑容。

不知从何时起，每次带班，班级里的学生我都会亲自去他们

家里拜访一下，看看学生、见见家长、感受一下学生的生活成长

的环境。每次到学生家中，学生和家长都会有个疑问，我们村也

有在你们学校上学的，怎么那些学生老师没有去呢？每次我都会

给家长耐心的解释说：“第一，我是孩子的班主任，我不是来家

访，我只是来串门。第二，请放心，我不是来告孩子状的，我是

来和你们家长和孩子坐下来唠唠嗑。第三，我来是我自愿来看看

孩子们的。”这时，我感觉家长们才如释重负般的放松下来。在

与家长的攀谈过程中，我才真正的感受学生的成长过程，才能在

日常的管理与教学过程中针对每个学生都以恰当的方式进行沟

通。并且和家长沟通规划孩子中专毕业后出路。不能再如 07 年

的张同学似的，由于家长和孩子的不知道而对今后没有规划，造

成孩子今后的选择越来越少，也让我的遗憾越来越多。今年我带

的 21 建筑装饰二班的学生当中，已经串门 34 位学生，往返里程

1300 余公里。当然有多人问我这样做是否值得，我一时竟不知

如何回答，用一句“名言”来解释就是--谁干谁知道。而今年李



强总理指出：“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

是办法。”让我也茅塞顿开。

何为好老师、大先生？14 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同北

京师范大学同师生代表座谈中说道：“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

可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且必不可少的物质。”习

主席心中好老师的四条标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心中要有国家民族；要“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给学生一碗水，

要有一潭水；应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位学生身上。相对

于好老师、大先生的标准，我还相距甚远，但习主席给了我目标

和努力的方向。

“大先生“不仅是一个词语、一个称谓，它更是做为教育工

作者终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习主席再次强调的：做老师就要执着

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