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
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 我和学
生签订了一份学期 “课外阅读
合约”。

学生是甲方 （阅读方），教
师是乙方（监读方）。 甲乙双方
约定： 甲方愿意在乙方监督下
完成课外阅读任务， 时间为一

个学期。 经双方协商，订立协议如下，
以备共同信守执行。

甲方须履行以下条款：
①参加学校 12 本课外书目的阅

读考核，争取达到“优秀”等级。
②每天保证从晨间、午休、睡前抽

取半小时投入阅读，不能间断，若有特
殊情况一定弥补。

③每天读 5 至 10 页，争取一个星
期读完一本书。

④每周完成读书笔记 2 篇 （形式
可以是摘记、片段赏析、读后感）。

乙方须履行以下条款：
①监督甲方阅读全程， 并给予相

应指导， 包括好书推荐、 读书笔记点
评。

②及时批改甲方阅读作业， 并第
一时间反馈。

③及时联系甲方父母以获得一手
情况，行使监督职责。

④若甲方实现阅读目标， 乙方要
给予甲方学期课外阅读成绩“优”的评
价，并给以相应的物质奖励，奖品由甲
方任意挑选。

所谓合约， 是建立在双方充分协
商的基础上， 签署之后能约束执行人
的行为。 这看似成人之间的规则，使学
生感到新奇与重视。 他们内心藏着对
成长的热切期待， 渴望像大人一样进
行自我安排。

在与学生签订合约时， 针对不同
学生，对部分条款可作一些相应调整。
如书目选择可灵活一些， 除学校规定
的书目外， 甲方可以选读自己喜欢的
书籍。 每周完成的任务可适当增加或
减少，以保护阅读的积极性。

陆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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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起来

我的第一课

� � � �农校毕业，我被分配到
A 乡任教，派遣证上写着“A
乡中学”。 报到那天， 我的
“农校生 ”身份 ，引起了 “两
大 ”校长的热议 ：联校校长
说，农校生，三年职高，两年
农校，有较长的求学经历 ，年龄也大
一些，成长起来会比较快。 中学校长
说，我不要农校生 ，宁可要年龄小的
师范中专生，也不愿要农校生。 农校
生是做什么的？ 养猪、栽花的。

那年，和我一起分配到 A 乡的新
教师有 17 个。其中，也不乏有农校生，
但是他们都在村校。一直到了天晚，联
校办公室里还在吐烟密谈。而我，只有
夕阳作伴，在暮霭中踌蹰徘徊。

联校校长对我说 ： “你不要着
急！ ”

我当然急！而且，还有点烦闷。对我
而言，他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揪心费力地
与中学校长帮我说话，不管去哪所学校
我都可以接受，并愿意为之努力。

终于，中学校长找我谈话了。
他说：“是金子，到哪都发光。 ”

我点头。
他又说：“你到中学，只能打杂。 ”
我不知道“打杂”是什么意思，以

为是学校里负责劈柴、炒菜的杂工。一
问才知道，打杂是指不能教主科，只能
教杂课，比如音体美。 最后，中学校长
问我：“你愿不愿意？ ”

教主科是老师，教音体美，不也是
老师吗？我当然愿意。而且，只要我努力，
以后也有可能教主科。 中学校长见我没
打退堂鼓，便要了我这个农校生。

第一学期，我一周 18 节课。 全校
12 个班，10 个班有我的课。 课程有音
体美， 还兼文体课。 地地道道的 “打
杂”。

我不懂音乐———唱不了“Do，Re，
Mi”；不擅长体育 ，一米六的身高 ；不
通美术，没进过兴趣班。 唯一的优势，

就是年轻，就是有亲和力。 所
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不
懂乐理，第一堂课音乐课，就
教学生“清唱”。 我先跟着录
音机学歌，再到教室里教唱。

不知道上体育课，就“复
制”体育老师的做法：队列训练，做操
跑步。

美术不擅长， 就拿着教材反复研
究，要动手作画的时候，先在家里加班
练，练好了再在学生面前画。

有了音体美做“基础”，文体课就
显得“如鱼得水”了。一个学期，就这么
拼了下来。虽然不专业，但是学生很喜
欢我的课， 他们对音体美的兴趣也大
大提高。

第二学期， 我主动向学校教务处
请缨。教导主任让我上两个班的生物。
两个班的成绩，接手之时，排名一个第
二，一个第四。 到期末考的时候，一个
第一，一个第二。 第二年，我在学校分
工分课表上看到：匡知明，初一语文。

这就是我的“第一课”：身份不可
怕，勤奋才是硬道理！

身份不可怕
绥宁县盐井学校 匡知明

一次我在某乡村小学阶梯教室听
公开课，一位优秀教师借班上课，上百
位教师围坐四方听课。40 来个三年级学
生，端坐在教室，挺直后背。

教师上台，年轻时尚，嗓音甜美，笑
容灿烂， 举手投足间女主范儿十足，引
得学生们目不转睛。

教师展开笑容：“老师第一次见到
你们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 真是非常开
心。 ”学生表情默然，拘谨严肃。

“说说看，对我的初印象，用两三句话。 ”这
是要给自己挖坑吗？ 无前奏无铺垫无场景，学生
为什么要对眼前这个陌生人评头论足？ 教师自
作主张地按下“自来熟”快捷键，学生却只瞪大
眼睛看着教师。

态势不妙，那就该马上调转方向。 可这位教
师竟然继续追问，只将人逼到墙角：“说说看，你
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

拿着话筒在一个个小脑袋间到处转悠，现
场气氛更加尴尬。

“你看看，我长成这样，还满意吗？ ”教师已
深陷在自己挖好的坑里， 也顾不上民主平等自
主的课堂原则，她竟直接在一个女孩面前俯身，
笑眯眯地递上话筒。

全班学生和听课教师的目光，齐刷刷落到女
孩身上。女孩抿着嘴，不说话———只是笑。“太不识
趣”的学生和太过执着的教师，形成了对峙僵局。

教师再次重复问题。 女孩满脸通红，过了不
知多久，她才慢慢点了点头。 教师满意地起身，
铜墙铁壁总算开了一道口子。 “或者，你还知道
老师的其他信息，也可以说说。 ”教师举着话筒，
继续在学生桌位间转悠，再次无人举手。

越是无人举手，追问越加频繁。 她将话筒递
到一个男孩面前。男孩忸怩着站起来，吞吞吐吐，
终于憋出一句话：“老师非常漂亮，我很满意。 ”

“谢谢你，总算讨到一句夸赞的话。 老师实
在太高兴了。 ”可这位教师还不知足，“还有没有
夸我漂亮的？ 还可以从我外形上说说，跟你们以
前的老师比有什么不一样？ ”

又一个女孩被拉起来，她羞涩地笑着。
“你只是用笑容来表达，能把你的心里话说

出来吗？ ”
……
这段课前谈话实在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了。

是这个班学生特别不善言辞吗？ 还是学生受到
的行规教育过于充分？

这位漂亮教师固然有足够的底气， 自以为
能获得一路夸赞。 但这种第一次见面就“夸赞”
的行为，农村学生真不习惯。 排解乡村学生的羞
涩、拘谨与不安，或许会有更合适的沟通方式。

章秀平

按照学校惯例， 我每周都会挨个检
查学生的收纳筐。 有一次当我检查到小
陈的收纳筐时， 看见里面有很多零零散
散的小玩意儿，我有些不满意。

一想到明早卫生检查会给班级扣
分， 我便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请他把东西
带回家。

他一阵沉默……我以为他这是默认
了我的想法。可是在抬头的瞬间，我的视
线触到他的眼睛———委屈、不满，甚至还
带着些愤怒。

竟敢瞪我？ 我立马感到自己的师道
尊严受到挑战，便用更加严厉的口吻说：
“马上带回去。 ”

他仍然沉默地与我对视， 但眼中的
委屈、不满、愤怒加深了。

在我眼中，他是乖巧听话的。可今天
他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抗拒？ 明明是很
容易就能做到的事。

我突然想起刚接班时， 宋老师告诉

我一件事。 一次美术课上，宋老师建议学
生用“爱心”装饰画作，可小陈执意要用
小星星装饰，几次劝阻他都以沉默回应，
最终也没有听取宋老师的建议。

如今我遇到了和宋老师一样的困
境，心里两个小人打起架来。

一个小人说：纵容他，会给其他学生
树立极坏的榜样。 另一个小人说：也许这
名学生有自己的看法， 给他一点表达空
间试试。

结果第二个小人战胜了。 我诚恳地
说：“请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老师， 说不
定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呢。 ”

他嗫嚅着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带来带
去很麻烦，而且上课前很容易忘记带来。 ”

我心里轻轻地一颤，扪心自问，他说
的话不无道理， 我不该为了不让班级扣

分，就对学生的真实需求不管不顾。
我面带微笑：“你说得有道理， 老师

忙起来的时候， 也会忘带各种各样的东
西。可是收纳筐里这么乱也不合适呀。班
里有很多收纳能手， 让他们教你一些收
纳方法，把这些东西整理好，好吗？ ”他的
表情舒展开来，眼神中充满喜悦。

事态平息后， 我不禁将目光投向像
小陈这一类内向沉默的学生。 与那些能
积极表达自己想法的学生相比， 这类学
生更需要教师用平等的姿态为他们创造
更多表达的途径。

第二天， 我在全班学生面前为昨天
没有考虑小陈的感受向小陈道歉， 并告
诉学生们， 当自己的想法和老师有冲突
时，表达出来比憋着更能解决问题。

我还设置了 “班级微言记录本”和
“悄悄话信箱”， 让学生们有话语想倾诉
时，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转达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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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月 20 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小学体育课上，学生来到室外
跑步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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