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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学九载，从懵懂幼童到今始知经纬之利，中间有太

多优秀的师者对我做出指引，如若没有这些引导

者，虽不说是否仍可成材，但必不会有今日踏实安稳的性情。

初二时，对于古典文学尚不曾有太大的兴趣，只觉得听老

师讲课是有意思的，老师会告诉你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安石不

正”“向东坡”的趣事，会和我们扯起如“贺梅子”这样的绰号

来历。这生动的教学成功地使班上大多数同学对古典文学有了

浓厚的兴趣。但我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有趣是有趣，但不代表就会有用啊，无用之物，又不会

考，学来干吗?”我质询老师，无礼至极。她却不恼，翻来《红楼

梦》，让我读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

诗”中平儿向宝钗叙述“老爷把二爷打了”一事。

短短一节，我看了三四遍，不由惊叹作者只由一人之口便道

尽石呆子、贾琏、贾赦、平儿四人的性情。老师向我讲解了作者

的意图，讲罢感叹道，“像这样藏在古典文学中的超绝笔法不

计其数，是现今作家难以模仿得来的，把这样一本书读透，还

愁描写无法打动人心？还说这些无用?”
这样的教导让我记忆犹新，为老师对文学的热爱，也为其

谆谆善诱、因材施教的优良师德所折服。她知道我错了还耐心

让我表达，然后告诉我什么是对的。这样的老师怎能不让我铭

记终身。

纵观中国历史，孔子被后代尊为至圣先师，不仅为其超乎

寻常的豁达与淡泊，也为其在教育上丰富的见解。

在孔子的理论中，老师对学生的重要性应体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人才教育，第二人格教育，第三人文教育。人才，人格，人

文，三者合起来叫全人教育，而全人教育就是现代人最为推崇

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

老师要教出的应该是君子，而君子首先要能安身立命，成为

人才。但是光讲人才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人他有知识有能力，但

是他没有德行，后来对社会反而造成灾难，所以就要强调：第二方

面即人格教育。人才教育让人成为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可以自食

其力。人格教育，让人自我要求，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会主动去做该

做的事，这样一来，本身也可以符合人性的要求。第三个是人文教

育，人文教育是要让人活得快乐，活得有情趣。

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我不会理解文学的魅力，难以体会诗乐

的高雅。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信息转化能力。一个人很难在没有外力

帮助的情况下获得这种能力，而一个老师就是最好的外力。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

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

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老师的存在之处就是道理的

存在之处。老师用这些道理使学生成为一个个品行优良的君

子，是现代化的社会得以发展。

今以念吾师为感，体会到了为师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不由

得想对所有的老师说一句：得遇吾师之幸，甚矣。

“师者，人之模范也。”我打小以来一直最

憧憬的职业是老师和医生，医生救死

扶伤，值得我们尊敬。而老师是人类的灵魂工

程师，是每个学生的模范，老师教我们书本知

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在教我们做人之道。试

想一下，假如一个国家没有了老师，会变得怎么

样？没有老师，就没有人传播知识，没有人教

他人做人之道，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因为没有

“灵魂”而灭亡。这个假想告诉我们：老师是人

类发展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尊重老师，更是

要尊重我们身边的好老师。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好老

师。他们为人师表，做到敬职敬业，对待每一位

学生就如自己的孩子一般负责。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孝道是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行为，古人把师当作

“父”，可以看出古人对尊师的注重。“无贵无

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每个人

都应当尊师重教，因为尊师重教表现了一个人

的道德，道义。只有具备良好道德的人才真正

能成大事。

“尊师”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表

现。如何才能尊师重教呢？我来说一下我们身

边的一个现象。我们学校的老师众多，但是

每回走在路上都能听到那悦耳的声音：“老师

好。”这样见到老师都问好的尊师的表现是值

得大家学习和坚持的，因为简短的三个字里包

含了许许多多的问候和尊敬，是对老师辛苦付

出的一种报答和慰问。尊师报答老师并不需要

什么好的成绩和名贵的礼物，要的仅仅是一颗

尊师的真心。让我们从小事开始表达我们对老

师的尊重和爱意吧。

伟大的中国教育家梁启超先生曾说

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我想再补充一句：“师智则少年智，师富则

少年富，师强则少年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谢谢你们

为我们的辛苦付出，耐心地扶持我们这些不懂

人情世故的孩子成长，我深深地对老师表达尊

敬之情。

为学莫重于尊师。

数
学老师是这世间上最神奇的物种，在我的

认知里。

先生姓熊，虎背熊腰的熊。人不如其名，先生温文尔

雅，诙谐幽默，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对了，他是教数学的。

初见先生，是在初三。初中生涯的最后一年，要

苦大仇深地面对令人深恶痛绝的中考。先生沐浴着圣

光，来解救我们这些少年郎的数学难。先生不让叫老

师，望我们称其为先生。

新学期的凳子还没坐热，先生耐不住我天资聪

颖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差人请我至皇极殿诉诉衷

肠，聊慰其惜才之苦。

刚一坐下，先生将一红包从书桌上缓缓推至我眼

前，然后和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这是你爸爸送的。”

“别生气，你爸爸只是想让你多受点照应，只是他

的办法不多。你不要怪他。”

“拿回去，自己留着花，或者留到毕业后再还给你

爸。”

“暂时不要让他知道这事。如果他认定老师收下

了这个红包，他会比较安心。如果知道被退回去了，他

一定会有多余的担心。相信老师，读好圣贤书，争取考

个好点的高中，才对得起你爸爸无言的付出、殷殷的

希翼！”

谈话并没持续很久。我一言不发，心里涟漪点点。先

生所讲，如明灯皓月，点亮我心。学业一途，不是我一人孤

身，有父亲，有先生，还有着无数可爱可敬的老师。

都说一定年龄的孩子身怀反骨，一个天大地大我

最大的叛逆青春期，这话果真儿没错。

先生每晚放学，都要留我下来做几道数学大题

才肯让我回家，对此我感到非常不满。道理我都明

白，先生是为了我好，为了我的将来，让我进入更好的

学府，师从更好的老师，开拓不一样的视野。可我心中

总是有些忿忿然：放学的时光是多么的可贵呀！凭什

么别人回家而我要留下来陪您耗着？

每天看着无数复杂的圈角圆叠来叠去，两个地方

的司机总是没事找事要在高速路上激情地摩擦出火

花……沉闷无奈之感日复一日的壮大。直到一次照例的

放学做题，无意之间听见先生给女儿的电话：“爸爸有

重要的事情要晚点回家，在家听奶奶的话，乖……”我

才知道：没有人的付出是出于恶意。先生为我们抛下

辎重，手持明灯为我们照亮浩浩前程，奈何我们身处

桃园不知其香其珍，身处福中而不自知……

■编者的话

每年秋天是教师们的节日，松江区教育系统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在去年秋天开展的“老师您好，我的好老

师”读书活动，在今年的五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松江区各级各类学校根据区

教育局关工委要求，积极组织和辅导学生认真阅读《老

师您好，我的好老师》读本，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广泛开展

“找一找，夸一夸，我身边的好老师”征文和演讲活动。67

所学校的学生交出了330篇征文，参加区级层面的征文和

演讲评选。

大半年的读书征文活动，不仅使广大中小学生了解了

数百名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精心育人的

感人事迹，也使他们从身边的老师平凡而又辛勤的工作中

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美？什么是善？是老师们用他们一生

不悔的信念与执着，是他们用红烛与春蚕的精神，点燃着

教育的希望，点亮着孩子们的未来。本报编辑部选取征文

比赛中的优秀获奖作品予以刊登，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

老师是学生喜欢、敬佩的，由于篇幅有限，以所选作品作了

适当删节。

得遇吾师之幸，甚矣
松江一中 盛依青

一日之师，
终身为父

松江一中 平倩芸

雷霆与雨露，
一例是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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