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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周一。
莲都区中山小学。

“叮铃铃”，预备铃声一响，孩子们匆匆奔向教室，原本
沸腾的校园顿时安静下来。蓝雪霞老师推开 303 班教室
门，孩子们齐刷刷地望向她，这是 42双渴望的眼睛。

在孩子们眼中，蓝老师仿佛是手握“魔法棒”的神奇魔
法师，总能源源不断变出新鲜的故事，令课堂生动活泼。
课堂上，她握笔疾书，指点迷津，传递力量；平日里，她与孩
子们一起习作，感悟生活点点滴滴，充满温暖。

蓝雪霞说，带领孩子们体验文字之美，感受文字背后
的温暖，这是一种力量。

一场与学生 PK 的作文赛

蓝雪霞从教 23 年，她对学生严而有度，做到了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

2006 年，蓝雪霞调入中山小学，一直担任班主任和语
文老师。

她身体力行指导学生爱上写作。每一篇习作，蓝
老师都细细评改，或鼓励，或欣赏，或指导。她总是
以柔和的语言、认真的态度为学生答疑解惑，带
领学生遨游知识的海洋，为学生点亮一盏盏
理想的明灯。

在学校图书馆，由毕业生程睿泽写
的《童年印迹》静静地躺在书架上，
常常被学弟学妹们翻阅。

程睿泽是蓝雪霞在中山小
学的第一届学生。为了激
发 他 写 作 的 兴 趣 ，蓝 雪
霞和他做了一个约定：“只
要 你 写 ，老 师 就 陪 着 你
写 ，你 写 一 篇 ，老 师
也 写 一 篇 。”一 句
承诺，“拉拉勾”后他
们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写
作 PK。语文课后要求一周一
日记一练笔，程睿泽三两天就写一
篇，蓝老师也在新浪博客平台上写教学
日记、记录生活琐事⋯⋯这一师一徒就这样
与文字牵手同行。

程睿泽从简单的身边的校园开始写起，到写生活的感
悟，写影评。字数越写越多，内容越写越丰富，从几百字写
到了上千字。六年级时，在蓝雪霞及家长的帮助下，他的个
人文集《童年印迹》出版了。小升初去杭州一所民办中学面
试，校长读了他的文集后免去了语文的测试。高考后，因为
频频发表的影评，他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大学毕
业时，求职中与一群研究生竞争，应聘的人员当中，虽然他
的学历最低，但是专业成绩却拿到了第一名，从而被新华社
录取，成为了一名内参记者。当他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
没有忘记来母校看望蓝雪霞老师，他说，感谢蓝老师的陪
伴，感恩生命中遇见了和自己一样热爱文字的老师。

至今，程睿泽的父亲程伟进依然记忆犹新，“蓝老师对
孩子真心的关爱、鼓励让孩子感受到了温暖，激发了孩子写
作的兴趣，培养了他的自信心，为他的人生奠定了基础，让
他更好地开启了下一段的人生旅程。”

引领孩子和家长共同写作

与其说蓝雪霞热爱文字，不如说是她爱着每一个孩子，
并享受着他们带来的美好。她爱生如子，用心记录每个孩
子的成长瞬间。

在她带第二届学生时，用了两年的时间为班级里 56个
学生每人写了一个故事。以教学日记的形式收录到了《我
的单程列车》一书中。蓝雪霞自嘲自己是“被学生带动的语
文老师”。书中“最是真纯”“憨厚忠实”“温文尔雅”“阳光
开朗”的各个学生的样子已经如烙印般嵌入了蓝雪霞的脑
海里。孩子们身上的各个特点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蓝雪霞常常说，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
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这都是积累习作
素材的过程。

从学生一进入小学开始，蓝雪霞就注重培养他们的写
作意识。“凡是玩的、想的、觉得有意思的就记，一句话也可
以，几百字也可以，不勉强拉长，也不硬缩短，总之实事求
是，说老实话，对自己负责即可。”蓝雪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要求学生的。她让学生从写话开始，引导学生留心周围
的事物，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

一年级，蓝老师就让孩子用“拼音打小报告”的方式表
达自己的情感。“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这
个时期的孩子最喜欢到老师办公室告状，什么鸡毛蒜皮的
小事都有，孩子们觉得只要把事情说出来就特别舒服。”蓝
老师把拼音本塞给孩子们，让他们把事情写到本子上。字
不会写怎么办？用拼音。在写的过程中，孩子们遇到不会
写的还会主动学习探讨，原本想告同学一状，看到同学把自
己的名字写错了，着急地要手把手教同学写，矛盾化解了，
心情好了，事件也被记录了。

“小报告写上去了，孩子觉得有趣的事情也记录下来
了，对作文一点都不排斥了。还学会了认真仔细观察，回来
和家长分享在学校的趣事、烦心事。临时生成的不少想法
被记录下来，并在生活中得以运用。音乐老师李勇丽把这
其中有趣的小故事编成了舞台剧，在孩子们唱唱跳跳中将
这些写作的故事搬上了舞台。”303班朱古力学生家长觉得
能进入蓝雪霞老师的班级非常幸运，认为这样的形式喜闻
乐见。

孩子们写多了，思维变得更加开阔，下笔不再枯燥。二
年级，小报告升级成了留言条。中高年级，又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开始写“情况说明书”，四五年级的学生，已经能写非

常优美的文章了，并有不少学生的作品在各类杂志报刊发
表。

蓝雪霞一直在创新着写作教学的方式，想让更多的孩
子爱上写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蓝雪霞不仅带动全班学
生写作文，还邀请家长们参与其中。让学生互写《同桌的
你》，让爸爸妈妈写父母眼中的孩子，营造了全家总动员的
良好写作氛围。

家长写给自己孩子的文字，蓝雪霞原本打算在一个私
密的空间给孩子看，而不是收录到书中公开交流，可是到了
后来，当她陆陆续续收到文稿的时候，读着这些真诚质朴的
话语，她被家长们的文字深深打动了。家长们当中大多数
从事的工作都跟文学创作无关，但是他们笔下的文字却充
满了真情的流露，孩子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
一种浓烈和无私的爱。毕业前夕，蓝雪霞又将这些文字编
成了《遇见你遇见美好》一书。将这些文章收录到书中，在
孩子和家长间进行了交流，让这些文字承载着的爱的力量
被无限扩大。毕业之时，蓝雪霞将这书送给班里的孩子时，
孩子们感动地哭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

放手让孩子做文字的主人

蓝雪霞老师带第四届中山小学的学生时，她另辟蹊径，在
班级里发起了创办班刊的设想，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

与以往不同，这次，她为班刊写了创刊词和序之后，放
手让学生做文字的主人。推选优秀的学生做主编、责任编
辑，由学生自己设计封面，校对文字、推销期刊等。还让同
学们制定了稿酬制度，取班刊名为《向阳花开》。

自从办了班刊后，孩子们更爱写作了，他们变得更加关心
天气，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勤于记录身边的点点滴滴。当他们
的文字变成印刷品时，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与骄傲。

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推销一本班刊能挣到 0.5元
的“工资”，文章被录用后有 2元的稿费，他们要将这些所得
捐给福利院的孩子们。

每个小长假，孩子们带着他们的班刊开展销售活动。
在公园、在商场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或被拒绝，或
被接纳。有满头大汗的欣喜若狂，有疲惫不堪的垂头丧气。

刘浩然说：“为了向陌生人推销 4 本班刊，我走了半天
的路，脚都走肿了，又渴又累，花了 4块钱买水，收入的工资
是 2元。但是却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吴苏哲被拒绝过无数次，但是每次他依然向行人鞠躬
表示感谢，正因为他的执着，一个曾拒绝过他的行人回过头
买下了他的班刊。这位顾客说：“这个孩子很执着，我看到
了他的这份难能可贵的韧劲，最后选择支持他。”

“蓝雪霞老师是一个特别用心、用情的老师。在中山小
学这么多年，孩子和家长们都非常喜欢她、认可她。她所带
的班级非常优秀，在蓝老师的班级上课是一件幸福的事
情。进入她的课堂，让人能感受到老师语言的精彩，学生语
言的有趣。蓝老师的教学方式与众不同，她不限定于模式，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用文字鼓励每个孩子，温暖每个孩子，
也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来自中山小学校长梁丽波
的肯定。“我的孩子能够成为这个班集体的一员是他的荣
幸！”这是来自家长的褒奖。

蓝雪霞就是这样一名有温度的老师。她把知识化为养
分，将爱心化作春雨，在她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饱
满的种子。她愿意把自己的热情和爱化作一缕阳光，为孩
子们的成长提供甘甜的雨露和肥沃的土壤，使每一粒种子
都能焕发勃勃生机。她用文字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走过的每
一天都成为了甜蜜而永恒的印记，并内化作一种力量，一种
勇气，一种希望。

蓝雪霞

：用文字温暖学生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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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是 我 国 第 37 个 教 师
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赓续
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

一直以来，我市一代又一
代 的 教 师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牢 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
默奉献，为国家和人民培养出
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

为了弘扬师德师风，营造
良好育人氛围，本报推出教师
节特别报道，采访了我市 3 位教
师典型，有 36 年坚守在乡校、为
学生奉献自己的优秀老教师；
有用文字温暖孩子、点亮孩子
未来星空的教学名师；也有教
学优秀、爱生如子的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通过细腻感性的笔
触，记录下他们的教育人生、描
绘出他们的高尚情操。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让
我们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