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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一词作为最近的热
门词语，既代表对一件事的支持
与认可，又代表认同和赞许。每
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一些被别人感
动的经历，我把我的经历和大家
分享一下吧！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
我在家实在无聊，就在小区找了
个相对凉爽的地方纳凉，但很快
就大汗淋漓，我想到了一个好主
意。

“老板，来一杯冷饮。”我来
到小卖部。“六块钱。”一位中年
大叔走过来，面带笑容地对我
说。“老板，钱。”“慢走，下次光
临。”

一杯冷饮喝完了，我想再买
一杯回家喝，一掏口袋，发现不
对劲儿！原来口袋里的20 元钱怎
么不见了？我该怎么向妈妈交代
呢？带着种种疑惑，我又向小卖
部走去。

快到小卖部的时候，我远远
望见老板站在店门口焦急地四处
张望。他看见我来了，忙向我走
来，对我说：“刚才你走得急没看
清 ， 想 叫 住 你 却 看 不 见 你 了 。
给，这是你的钱。”

说着，他把钱塞入我的手
心。顿时，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
头，我由衷地说了声“谢谢！”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依然十
分感动。也许一个人不经意的行
为就能打动人心……老板，我为
你点赞！

辅导老师：张凤丽

我为你点赞
■市第二实验小学五（4）班 范远馨

■杜思如
近几年的几部青春剧我一

部不落都看了，并且怀着追忆
我 的 青 春 岁 月 的 心 情 仔 细 品
味。看完了电视剧我才发现，
我的青春远不是这么回事。

1992 年，我以全乡第二名
的成绩考上县高中。这在那个
流行初三复习考中专的年代是
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作为村
支书，没上过学，靠扫盲班才
认得几个字，勉强能看懂会议
通知。我上了一年级刚认得几
个字就给他念会议通知时他那
自豪的笑容，我至今还记得。
现在想来，他其实一直在做让
我上学多学文化多认字的梦。
父亲从一开始就坚定让我上高
中考大学，这在当时足以引起
四邻的议论，因为这在当时温
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农村是难
以想象的事儿，读高中三年大
学四年，要多花多少钱啊？中
专 、 中 师 只 需 要 三 年 就 能 毕
业、工作、赚钱。

第 一 天 跟 父 亲 去 学 校 报
到，父亲用自行车带了一袋麦
子，路过白河上的漫水桥，我
们蹚着水过去。水浪一波一波
冲击着我，让我心里发慌，生
怕一不小心水流把我冲走了。
到 了 学 校 ， 父 亲 给 我 换 了 粮

票，买了食堂的馒头。馒头又
大又白，我分给父亲半个，他
吃了后就回去了。

高一一年，我以这种喜悦
的 心 态 上 课 、 踢 足 球 、 看 小
说、找老乡聊天。期末考试，
我在玩乐中考了全年级第五十
八名。当我满怀希望回到家中
报告这个好消息时，竟然得知
母亲已经住院三个月了。和一
些家庭一样，家里怕耽误我学
习，唯独对我隐瞒了母亲的病
情。

母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
为食道癌中晚期。她租住在鲁
山的一个小院，定时去旁边的
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名医”
的诊所里拿药。我被姐姐送上
火车，独自一人去看望母亲。
我第一次独立远行就是在对母
亲的思念和不安中度过的。下
了车，到了鲁山县城的小火车
站，看见父亲不知道怎么进来
了，坐在站台的一个石墩上，
叼着一只纸烟。我一瞬间被见
到父亲的欣喜冲击，竟忽略了
父 亲 头 上 的 白 发 和 满 脸 的 憔
悴。事后，仔细想想，父亲那
时候的身影是多么孤寂。

后来我听姐姐们说才知道
的，父母从不在我面前说他们
真实的想法。发现母亲的病情

后，父母的意见出奇一致：坚
决不动手术——他们怕在手术
台上下不来，看不到我考上大
学的样子，他们满心期望看着
我 上 大 学 、 工 作 、 结 婚 、 生
子。不过，母亲没有等到我考
上大学，在我高三第一学期的
中秋节后离世。

高二一年，压抑和忧伤与
日俱增，一天重似一天，成绩
一日不如一日。但这些事我从
不曾和同学们说起，以致高中
同学 2015 年聚会时听我说起往
事，唏嘘不已，都说我坚强。
不过，有一人知道这事——高
二的班主任。他发现我上课情
况异常，追问我，我避不过去
就说出了缘由。结局有点儿黑
色幽默——我从高一就开始担
任的团支书一职被拿掉了，我
唯一和外界沟通的纽带断了，
我 越 来 越 走 向 自 我 封 闭 。 所
以，多年后我当了老师，从不
因为怕影响工作而胡乱调整班
干部，即使必须要调整也要找
学生好好谈心，做好充分的思
想工作。

高考，我的成绩没过本科
线，我内心的悲伤也藏得越来
越深。那两年，我无数次站在
学校后边临河的观景台上，看
着黑黝黝的水面，叩问自己的

内心。现在想来，思考的种子
就是从那时埋下的，精研哲学
书的劲头也是那个时候培养出
来的。那个时候的我，不是满
脑子想着考试，而是在追寻人
生的意义。

父亲问我有什么打算，我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父亲
一言不发地给我重新打造了一
幅草甸 （铺床用）。实际上，我
坐在复读班里收到了当年省直
电大的通知书，但我直接把它
塞在了书堆里，没给父亲提起
过，却永远无法再告知父亲。

高四，我开始自我救赎，
朋友也多了起来，“老大”、“老
二”、“老四”、“老蔡”、“小伙
子”……一个个陪伴我走过了
更加黑暗的高四岁月。

高四那年的腊月二十七，
父亲在去城里买羊肉准备饺子
馅的途中，突发脑溢血，年后
正月二十一去世。当天下午得
知消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天
塌了，独自一人步行十多里地
去通知大姐。路上雨雪齐飞，
道路泥泞，我独自踯躅在麦田
里，像个孤魂游鬼，灵魂自此
再难安宁。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回宿
舍的第一时间，“老大”、“老
二 ” 就 逃 课 跑 过 来 坐 到 我 身

边，陪了我一夜，给了我一丝
抬头站起来的勇气。回班不久
后 的 一 篇 作 文 里 ， 我 写 了 一
句 ：“ 心 若 死 ， 什 么 都 没 有
了。”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丁炳元提笔改了一句：“心不
死，梦就在。”然后他又和我长
谈。每次夜里 11 点以后离开教
室，我仰望星空，天上的星星
就是最温暖的光。最大的慰藉
来自家人，无论何时几个哥哥
姐姐都包容我，给了我最大的
力量。

高四下学期，我在对高考
的畏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中度
过 。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 慢 慢 地
挪。高考，我考了637分，勉强
算是达到了目的。

高中四年，我刚刚在我的
人生画布上画个圈涂上色，老
天爷就一盆墨水倒下来给我全
染 成 了 黑 色 。 所 以 ， 多 年 以
后，看到书中的主人公埋怨老
天的不公时，我都会在心中加
一句：“老天，讨厌的老天，该
骂。”

我十分怀念过去，又十分
畏惧将来。高中四年就这样战
战兢兢地过来了。高中四年落
下的后遗症是，直到今日我仍
旧经常满怀希望，却又充满悲
伤。 作者单位：漯河二高

追忆高中时光

教育杂谈

■本报记者 李 丹
为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

生的法制观念，提高学生的法
律维权意识和应变能力，漯河
高中把开展普法教育、打造法
制校园作为校园普法工作的首
要任务，在师生中加强法律法
规学习，争做学法、知法、懂
法、守法、用法的典范。

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提高学生法制意识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
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尚未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观察社
会的意识，意志薄弱，容易受
到各种不良风气和坏思想的影
响，形成“哥们义气”、“享乐
主义”等种种不良习惯和不正
确 思 想 ， 并 具 有 强 烈 的 冲 动
性，教育引导不当，极易走上
犯罪道路。漯河高中通过开展
法制教育系列活动，使学生树
立法律意识，将自己的一言一
行与权利保护结合起来，自觉
遵守各项规范，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学校结合校园实际，积
极开展“法制教育进讲堂”宣
传片展播周活动，让高中生知
法、守法，做个合法公民。

为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及
法制意识，进而规范学生的行
为习惯，漯河高中还在校园中
举行法制教育讲座，使学生真
正知法、守法、懂法，并能利
用法律来正确行使和维护自己
的权利。漯河高中特邀源汇区
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法官
刘亚伟为广大师生做报告。刘
亚伟利用典型的案例教育学生
抵制毒品、远离毒品，并教会
学生在生活中识别毒品，提高
自我防范和保护的能力，引导
学生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从
小 知 法 守 法 ， 提 高 识 毒 、 防
毒 、 抗 毒 能 力 ， 自 觉 远 离 毒
品。刘亚伟还结合真实案例，
深刻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
因，剖析了犯罪给未成年人及
其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同时
向师生们重点介绍了防盗、防
骗、防性侵、防伤害等生活常
识，教育广大学生学会自我保
护，安全成长。法制讲座既丰

富了学生的法律知识，又澄清
了 学 生 生 活 中 的 许 多 模 糊 认
识，使全体学生受到了深刻的
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进课堂
增强师生法制观念

漯河高中在素质教育实施
过程中，法制教育与德育相结
合，双管齐下，相互促进，让
学生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一方面，学校
将法制教育与学生行为规范教
育结合，通过开展法制教育系
列 活 动 ， 使 学 生 树 立 法 律 意
识，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与权利
保护结合起来，自觉遵守各项
规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
时，将法制教育和播放宣传片
结合，利用班会进行法律知识
的讲座，播放法律宣传片，普
及学生的法律知识，通过社会
上青少年犯罪的事实对中学生
进行实践教育，使中学生认识
到法律的重要性，认识到违法
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

体、一个国家的危害性和破坏
性 ， 使 中 学 生 树 立 知 法 、 懂
法、守法的观念和意识。

为此，学校充分利用社会
组政治学科的优势，开辟“法
制宣传”专题宣传栏，将一些
与教育有关的法律文本、法制
宣传教育的相关材料、案例交
给专人负责，定期在学校的宣
传栏目展示，供全校师生及时
阅读、学习。

积极开展学习交通安全法
规活动，在班会上认真宣传道
路交通安全法，组织学生观看
法制宣传片 《“关爱生命，安
全出行”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典
型案例警示录》，排除学校安
全 隐 患 ， 增 强 学 生 的 安 全 意
识。

加强学生禁毒法制宣传教
育工作，在青少年中普及禁毒
法律常识，增强学生拒毒防毒
意识，通过禁毒宣传栏图片展
示等，提高广大学生对毒品危
害性的认识，提高其自觉抵御
毒品的能力。

努力做好对不良行为学生
的教育帮教工作。社会组全体

教师配合各班主任了解学生在
校情况和在家情况，对父母离
异的、单亲的、家庭出现变故
的学生格外给予关怀和温暖，
对不良行为学生从心理障碍方
面 进 行 分 析 ， 给 予 耐 心 的 疏
导。

法制教育进课堂是一项长
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不是
喊几句口号、读几篇文章、走
过场、摆样子的事，一定要做
到务实性、常态化。法律素质
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素质。
不知法、不懂法，在当今社会
是很难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对
跨 世 纪 的 青 少 年 一 代 更 是 如
此。

培 养 学 生 具 有 基 本 的 法
律 意 识 、 掌 握 基 本 的 法 律 知
识 、 学 会 运 用 法 律 手 段 保 护
自 己 ， 是 学 校 德 育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漯 河 高 中 根 据 学 生
的 实 际 ， 多 形 式 、 多 渠 道 、
灵 活 多 样 地 进 行 法 制 教 育 ，
增 强 中 学 生 的 法 律 意 识 ， 使
他 们 成 为 知 法 、 懂 法 、 守
法 、 科 学 用 法 的 合 格 公 民 ，
为他们美好的人生奠基。

开展普法教育 打造法制校园
——漯河高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纪实（三）

近日，郾城区教体局机关
党支部以各党小组为单位，以

“学习党章、尊崇党章”为主
题，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开展学
习研讨。在研讨会上，每名党
员 不 仅 畅 谈 学 习 党 章 心 得 体
会，还联系自身实际，查找自
身在坚守理想信念、遵守纪律
规矩、修身做人律己、勇于担
当作为等方面的差距不足，深
挖思想根源，明确改进措施。
同志之间不仅开展自我批评，
还 相 互 找 问 题 ， 提 意 见 、 建
议。两个小时的学习研讨会，
大家积极发言，坦诚相见，现
场气氛既严肃庄重，又生动热
烈。开展学习研讨会是该局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行动的一
个缩影。

加强领导是保障

今年5月以来，该局按照区
委统一部署，针对干部党员教
师 队 伍 中 存 在 的 政 治 意 识 淡
漠、职业倦怠、财经纪律不严
等问题，及时开展了“两学一

做”教育。为确保工作扎实推
进 、 卓 有 成 效 ， 该 局 制 订 了

《全区教育系统“两学一做”学
习 教 育 实 施 方 案》 和 工 作 台
账，为开展好“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局党委
其他班子成员、区直二级机构
党支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指导组
和督察组，不仅全程指导督导
区直各学校的“两学一做”学
习 教 育 工 作 ， 还 对 各 中 心 学
校、中小学校的“两学一做”
工作进行严格督导检查。

开展学习是基础

为有效开展学习，该局制
订了学习计划和主题党日学习
计划，充分利用周五下午集中
学 习 和 “ 主 题 党 日 ” 学 习 时
间，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集中学
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党内法
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新出台的教育法
律法规。为提升党员干部的学
习热情，加深对党章党规的理
解，该局专门印制了 《“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辅导材料》、集
中学习笔记本、手抄党章专用
稿纸，分发给全区教育系统800
余名党员，并在全区教育系统
党员中开展了“手抄党章 100
天”“党章百题知识竞赛”等活
动。在今年“七一”建党节当
天，该区教育系统 18 个基层党
组织书记围绕党章党规、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教育系统党员干部队伍中
存在的实际问题，为该系统全
体党员上了党课。

目前，该局机关组织开展
集中学习 16 次，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3次，开展学习研讨2
次，扎扎实实的学习活动有效
提升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
职业道德素养。

身体力行是关键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该局党
员 干 部 不 仅 在 学 习 上 领 先 一
步 ， 在 具 体 行 动 上 也 走 在 前
列，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

该局成立了由局领导班子
成 员 为 组 长 的 党 员 志 愿 服 务
队。6月15日上午，志愿服务队
成员来到裴城镇第二中心小学
开展送书下乡活动，把 30 多套
四大名著送到孩子们手中。6月
16 日上午，志愿服务队成员自
带劳动工具来到淞江小区，顶
着烈日，不嫌脏，不怕累，清
除杂草，打扫小区卫生。他们
十足的干劲和奉献精神赢得了
小区居民的一致赞扬，为全市

“两城同创”工作做出了积极贡
献。

通 过 党 员 干 部 的 身 体 力
行、示范带动，全区教育系统
形成了整体联动的局面。

解决问题是根本

该局坚持把解决问题作为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出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坚 持 边 学
边 改 、 即 知 即 改 ， 引 导 党 员
找 准 自 身 存 在 的 具 体 问 题 。
尤 其 是 对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乱
收 费 、 乱 办 班 、 乱 推 销 教 辅
读 物 等 违 规 违 纪 行 为 ， 该 局
坚 决 从 思 想 深 处 解 决 ， 以 具
体行动整改。

目前，该局通过学习教育
查摆出问题 13 个，完成组织纪
律散漫、政治意识不强等问题
整改5个。

该局除了制订整改措施、
抓好问题解决外，还深挖问题
根源，及早着手，建章立制，
以制度的建立健全杜绝问题的
再次产生。

通 过 “ 两 学 一 做 ” 活 动
的 扎 实 开 展 ， 全 区 教 育 系 统
党 员 干 部 理 想 信 念 进 一 步 坚
定 ， 党 性 修 养 进 一 步 提 升 ，
工 作 作 风 进 一 步 转 变 ， 呈 现
出 风 清 、 气 正 、 心 齐 、 劲 足
的 政 治 生 态 ， 为 全 区 教 育 事
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提 供 了 精 神
动力和良好氛围。

卫锋

扎扎实实学 认认真真做 真真正正改
——郾城区教科体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纪实

■凌宗伟
保 罗 · 弗 雷 勒 在 《十 封

信 ——写给胆敢教书的人》中告
诉人们，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
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读和
写，更应建立起全新的教学关
系，唤醒人的实践意识。他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教育面临的陷
阱——“博学的无知者”统治着
讲台，而实际上“他并不博学，
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未进入专业
领域的事物；但他也不无知，因
为他是‘科学家’，在那个宇宙中
极微小的属于他自己的部分里，
他‘知道’得非常多。”

我们这些做了多年甚至几十
年的教师有几位不是弗雷勒所说
的“博学的无知者”呢？恐怕对
许多人来讲我们连属于教育的极
其微小的领域里的部分也是知之
甚少的吧。比如，有人声称无权
可以不备课就可以上课，有人则
认为教学改革可以无视学生和家
长的选择，要警惕被“民意”所
影响，有人则理直气壮地认为教
育行政部门完全有权力强行推动
一个区域实施统一的教育模式，
然而因为我们是专门机构，我们
有着“教师”身份。更为可恶的
是，尽管我们在口头上总是喊着

“学生第一”，但骨子里却还是
“老师第一”。用弗雷勒的话来
说，就是当我们“声称要给学生
授权时”，实际上却“是在巩固自
己的特权地位”。当我们口口声声
叫唤着“学生第一”、“以学生为
主体”的时候，我们内心里还是
以“不侵害‘专家’特权和强势
地位为限度”的。于是，我们看
到的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常常就是
相当热烈的师生间的我问你答，
而且你答的还必须是与我预设的
答案高度一致的；至于小组讨
论，更多的就只是前面两位同学
向后一转，与后面的两位组成

“四人小组”，激烈地“讨论”一
番后推一名或几名代表出来交流
一下，最终将意见统一到教师的
意见上来。当然，我们也是振振
有词的：考试的时候，“标准答
案”就是这样的啊。

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
将我们的学生这样一步步引入学

校和教师
为他们所
设的陷阱
里的呢？

弗雷勒
针对这样的
教育现实，
提出了一个
拒绝刻板的模式与方法论范式的

“反方法教育学”，主张将对话作
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要求将恢
复被压迫者的声音作为人类解放
的重要前提”，重建人类被围困的
尊严，恢复我们的人性。我以为
作者所说的“被压迫者”固然是
相对于压迫者或者统治者而言
的，但从“博学的无知者”的论
断来看，他在许多时候还是特指
教育对象——学生。当我们统治
着讲台的时候，已经在不知不觉
下成了学生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了。当有了这样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会理解“将恢复被压迫者
的声音作为人类解放的重要前
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作为
教师必须勇敢地将自己的身段放
下来，真正将自己与学生放到同
一个平面上来思考自己的教育教
学举措是不是真的从学生的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时空出发
的。

“人性化的教育”是“既考
虑到了自己的需求，又考虑到他
人的需求和愿望”的教育。这样
的教育就是通过对话模式让每个
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能力的教
育。做教师的“必须敢于学会勇
敢，以便对我们天天面对的思想
官僚化说不”，当然这前提就是

“我们在全身心地研究、学习、教
授和认识”。只有这样，才可能在
建设让被压迫者的学生自我授权
的课堂上花气力，才可能平等地
看待学生及家长和我们自己，而
不只是以“博学的无知者”统治
着讲台，虚伪地高喊“学生第
一”、“以学生为主体”。

博学的无知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