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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案例：教育家陶行知当小学校长时，有一天看
到一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让他到办公
室等候。陶校长回到办公室，见男生已在等候，便掏出
一块糖递给他，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准时到
了。”接着他又掏出一块糖递过去：“这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很尊重我。”男
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他又说：“听说你打同学是因
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遂掏出第三块糖给
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
也不该打他呀。”陶校长又掏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
错，再奖励你一块，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学生犯错是教育上司空见惯的问题。在传统教育理
念的影响下，当老师们习惯了以批评、写检查、喊家长
等手段处理学生所犯错时，很多时候未必就能达到让学
生“心服口服”的教育效果。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
这则教育案例启示我们，换个角度对待学生的错误，以
此为基础转变一般意义上对待学生犯错的处理方式，不
失为一条智慧又有效的好办法。

换个角度看待学生的错误，就要深入分析学生犯错
的原因

万事万物的萌生、发展皆有因，老师首先要相信任
何一个学生都不可能凭空犯错。然而，犯错与犯错又有
所不同，细细分析就不难发现，有的错误恰恰彰显的是
学生某一方面的优点，比如案例中的那个欲用砖头打人
男同学。假如老师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一律采取简单、

常规的处理方法，批评、教训、写检查、喊家长，一则
对当事的学生不公，二则也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意义和责
任。因此，面对学生犯错，老师首先应保持宁静的心绪
和理智的头脑，从一些全新的视角打量学生的错误，分
析学生的错误，研究学生的错误，从而转变传统的教育
观念。

换个角度看待学生的错误，就要真正树立人格平等
的思想

我们极力倡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建立在民主、平等
的基础之上的。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是发展现代教育的
必然，这个过程中老师无疑处于主导性的位置。然而，
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并非只是体现在“风平浪静”的环
境里。一定意义上说，面对学生犯错老师更应该时刻不
忘平等。平等意味着老师面对学生的错误，要懂得换位
思考。我们一再强调让学生换位思考是不对的，许多时
候老师也应该换位思考。在掌控主流教育思想的前提
下，怒学生之所怒，怨学生之所怨，从而才能号准学生
犯错的脉络，把握教育的主动权。

换个角度看待学生的错误，就要以赞赏的眼光对待
学生

对与错的判断总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果。这
个意义上说，犯错的学生不一定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坏学
生，不犯错的学生未必就是好学生。因此“犯错”或

“不犯错”原本就不该成为老师衡量好学生和坏学生的
潜在标准，这是教育中的大忌。古人说：“人之初，性

本善”，老师要学会以赞赏的眼光对待学生，包括学生
所犯的错误。赞赏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对错不分，更
不意味着颠覆规则和纪律；赞赏也不是就要彻底否定批
评和惩戒的功能，它只是一种更具艺术性和情感性的教
育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得教育真正达到教育的意义和功
能。

总而言之，在教育教学管理中，换个角度对待学生
的错误，就要自觉成长为学习型、思考性、智慧型的教
师，努力打破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通过明确意义、转
换思维、更新方法，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匆匆忙忙走过了半个世纪，经历的事情繁
杂纷扰，很多过眼即逝，脑子里并未遗留多少
痕迹。一年又一年，“年”是越来越简单而无
味，唯有儿时乡下的过年情景深刻于脑海中，
印象清晰挥之不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飞速发展， 物质
丰富，生活节奏快，人们对过年的意识渐渐的
淡薄，让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年”的味道。我
小时候，当时非常穷，物质匮乏，要什么没什
么，现在想来都是些寒碜心酸的事，怕与节日
欢乐的气氛相悖，但说说过去的穷年也好，忆
苦思甜嘛。只有了解过去的穷日子，才能更加
珍惜今天的好生活。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上个世纪60年代，我
是在凤台县西部西淝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长大
的。那年月与河为邻可不是件好事，每到汛
期，几场暴雨过后，河里水位猛涨，湾地被
淹，绿油油的庄稼一夜之间全泡汤。如果雨水
来得早，在水里捞麦子也是常有的事。连年夏
歉收秋绝产，那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尤其是青
黄不接的春季，人都饿变了相。

想当年，不仅春季难熬，过年关就成了一
道难关。刚入腊月，父母就为年发愁，最怕的
是一家人过年吃不上饺子，因为那是新年的第
一顿饭呀！小孩子和大人的心思恰恰相反，离
年还有好长时间，就扳着指头算呀，盼呀，巴
着年快来到，能吃点好的，混个肚子圆。其
实，那年景大人既愁不来东西，小孩更盼不来
什么好吃的。年跟前，也就是买几斤萝卜、海
带、白菜，再换点豆腐，凭肉票割上两斤猪
肉，这年货差不多就办齐啦。至于鸡鱼肉蛋什
么的，绝大多数人家只能“望梅止渴”，饱饱眼
福，解解眼馋。也许是常年见不到荤的缘故，
那时人的鼻子特别灵，邻居炒个鸡蛋都能闻得
到，特别是年关，一家炸年货，大半个村子都
跟着闻香味。

回忆童年时的年，几十年来我最刻骨铭心
的是：俺家有一年没能吃上饺子。记得那时父
亲被划成右派，年年进学习班挨批斗，家里在
生产队挣工分少，我们兄妹四个尚小，是“软
腿户”，分的口粮就少，家里很穷。除夕的晚
上，母亲切了一些白菜海带萝卜丝，春节早上
喝了顿面糊汤。父母觉得怪对不住孩子们，难
过了好一阵子。过年门上要贴春联，没钱买红
纸也没贴。没点红颜色，不仅难看，还有点犯
忌讳。后来，在村小学教书的朱老师看到了，
给送了几个“福”字贴上，家中才算有了点喜
气。那时候，俺家算村里的穷户啊。

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拜年了，给人家拜年
能落点花生小糖吃。年夜饭刚吃过，我就和小
伙伴满村子走东家串西家，膝盖都跪疼啦，头
磕的不少，只见着几个糖豆，折腾了半天，还
被灌了一口酒。那是给一位按辈份我喊大伯的

拜年时，我跪倒刚爬起来，他非让我喝一盅。
小孩子经不住劝，端起酒盅像喝茶一样，一饮
而尽，这东西从来没沾过，呛得我两眼噙泪，
晕晕乎乎回家睡到年初一早晨才醒。

春节本来是欢乐的节日，但那时农村生活
枯燥单调，村庄连电都没有，家家点煤油灯，
就是过年也没什么热闹看。没乐找乐，抢着捡
鞭炮是一大乐趣。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听到
谁家放鞭炮，就往哪里跑，捡没有响的哑炮，
把棉袄往头上一蒙，露着光脊背直往燃着的爆
竹里钻，谁胆大手快，谁就抢得多，本来就破
的棉袄炸出几个窟窿是常有的事。一次，井久
哥背上着了火，肉烧疼了才知道。孩子们搞笑
找乐，竟把抢来的鞭炮拴在牛尾巴上，装在铁
桶里燃放，有的还专往人背后扔，净搞恶作
剧，为这些没少挨大人的骂。新媳妇拜年也是
我们搞笑取乐的好时机，趁着她不注意在后衣
襟上用草棒绑个小尾巴，引得大伙哈哈大笑，
小家伙们更是手舞足蹈，乐不可支，现在想起
来，还有点忍俊不禁。

过罢年走亲戚，是流传至今的习俗。那时
走亲戚可不像现在，烟酒补品饮料的一大堆，
买两包果子糖就算高级礼品啦。就这，多数人
家还没有，只好接力传。就是接过客人的礼
品，派家里人去走另一家亲戚，有的紧接着再
走第三家。这接力棒似的传递，亲戚走完了，
果子也传干啦。就这也舍不得吃，藏着掖着给
老人小孩当点心。

这接力传的事我干过，路上还遭了不少
罪。一天，姑夫刚进门，母亲就让我拿着他带
来的果子到离家十来里远的老舅家去，并嘱咐
我早点回来。那时乡下都是泥土路，尤其俺村
这河湾地的土质特别粘。冬天雨雪后出门，都
要早出晚归——趁冻好走，若错过这个时段，
别想拔动腿。我从舅家回来正赶上化冻，在泥
窝里陷了两个多小时，连鞋都粘掉啦，还摔了
一跤，浑身弄得和泥猴似的。

按说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是品尝美味佳
肴、开怀畅饮的好机会，但那个年代，就是来
客也吃不上七个碟子八个碗，大都是豆腐圆子
什么的一锅煮，盛成四碗。这省时省火的做
法，一般的客人还能凑合，若有贵客，就很不
长面子，弄不好非闹出点事来不可。当年村里
就发生这样一幕。

这年的正月初二，东院六奶奶的新女婿来
拜年。新客第一次上门，本该好吃好喝招待一
下，但她家也穷得叮当响，只能以一锅煮为
主，又七拼八凑添了几个菜，喝的是六毛钱一
斤的凤台酒厂烧的红芋干酒，还找了几个叔伯
陪客。那新女婿年轻气盛，虚荣心强，一看这
酒席认为是小看他，满脸的不高兴，没喝几
杯，就装着三分醉，胡言乱语，要掀桌子，还
差点与陪客的打起来，闹腾了半天，连饭也没

吃就走啦，搞得他们亲戚好多年没有
往来。事后，村里人议论纷纷，怨这
怨那，依我看谁都不怨，都是这个

“穷”字惹下的祸害啊。
四十多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想

想过去，看看现在，过去是有啥吃
啥，吃啥啥没有，现在市场上、超市
里各种食品琳琅满目，想吃啥都有，
有的还不想吃。有人说，今天的生活
是天天过年。不！说句直白的粗话，
现在的涮锅水，也比从前过年的菜汤
油水多。总归一句话，还是改革开放
好，这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滋
润，人也越过越精神，年也越过越肥
……只是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人情味却似乎趋于寡淡，年味反倒也
淡薄了。

官癖症
郭 远

刘不住得了一种连医学书上都查不清的怪病，名曰：官癖症。
刘不住患了此症后，越发严重，病入膏盲。在临终前，就是不咽

气。明知其中玄机的爱人，贴近夫君的耳旁，轻声慢语地说了一句话，
刘不住苍白的脸上被刺激得抖动了几下，嘴角含着欣慰的笑意，安然地
乘鹤西去。

刘不住的爱人对他说:“局长，你一路走好。”

杠后炸
来要赢打麻将走火入魔，一天三顿饭不吃可以，但不来场麻将比害

大病还难受十分，而且每来必想赢。

这一日下午，来要赢浑身劲爆，手搪了搪正面朝下牌的刻纹，顿时
心跳加速，兴奋得难以把持，一反常态地把拿到的意中牌一半咬在嘴
里，一半留在外
面，然后，口吐
白 沫 ， 不 省 人
事。惊的同桌麻
友 ， 赶 紧 掐 人
中 ， 连 呼 带 叫 ，
好不容易才把来
要 赢 从 “ 死 麻 ”
路 上 拉 了 回 来 ，
可他苏醒过来第
一句话就是：“你
们快给我赢的纸
牌牌，刚刚我是
杠后炸。”……

岁月流逝，一转眼到了壮年时代，回想起童
年时的光阴，往事历历在目。

童年使我记忆犹新的有三件趣事，一是听
戏，二是捉迷藏，三是挖野菜。它们一直在我的
脑海里滚动着。

我印象最深的戏是《拔树苗》。那是1977年
春季的一天，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听说大队
来了戏，我和小伙伴都非常高兴，便把好消息告
诉我那残疾的二哥，二哥听后，
高兴不已，很早就拄着拐棍到
戏场抢“位子”去了。

到了晚上，我随母亲来到
戏场，二哥见我们到来，忙喊我
到前头位子坐了下来。戏即将
开始前，剧团里的一个中年汉
子把折下来的树枝交到我手
里，对我说：小朋友，等会演拔树苗的时候，你就
把手松开。我说把树枝交给我二哥吧，让二哥
拿着，中年汉子随手把树枝交给了二哥便离去
了。

戏开始演了，出来一个报幕演员，报完
《拔树苗》后，演员挑着担就出场了，演到中
间，扁担断了，没办法。看到路边有一棵树，
想把它折断，待这位演员走到二哥跟前，弯下
腰拔树的时候没有拔动，原因是二哥没有松
开。这位演员因一下子没有拔动树，就说：

“这树还真牢固，待我第二次拔来。”第二次拔
也没有拔动，原因还是二哥的手没有松开，这
位演员急了说：“你还不松开，我就打你了。”
二哥一听要挨打，忙把树枝松开，因这位演员
用力过猛，二哥手一松，跌了个仰趴叉，这一
下，把全场所有的观众逗得笑声不断。把这位
演员气得无可奈何，急忙下场。二哥看到演员

下场，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又不能怪我，谁让
你和我争夺树枝呢。每每想到这，都让我忍俊
不禁。

孩提时最有趣的游戏是捉迷藏了。说起迷
藏，就是和本庄孩童一起玩耍的游戏。每到夜
幕降临，十几个小伙伴凑到一起，开始玩起捉迷
藏的游戏来。

捉迷藏的规则是这样的，比如18个小伙伴，

指一棵树为标记，分为两个组，一组9个小伙伴，
另一组去藏迷藏，另一组除留２个看家（大树为
家）以外，其余 6人去找藏起来的人。如找到藏
迷藏的并摸到其耳朵就为赢，输者就要搞“小
猫十二洞”游戏。何为“小猫十二洞”，由 12
个孩子手拉手排成圆圈，6 个孩童扮成“老
猫”，1个孩童扮成“老鼠”，“老鼠”在洞中
待着 （一名孩子站在圈子中央），6 只“老
猫”却在洞口候着 （6 个孩童站在圈外等待

“老鼠”出来），如“老鼠”出来被“老猫”
逮着，就为输，“老猫”逮不着“老鼠”，“老
鼠”能顺利钻十二次洞，“老猫”为输。输者
将会受到惩罚，惩罚是由 12 个孩童手拉手，
面对面一字摆开，让输者钻进去后，摆好手
砸向输者。就这样趣味的游戏玩了好多年，
真是妙趣横生。

过去穷，孩子们常常要去挖野菜充饥。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年我刚满 9
岁，春天时每天看到不少小朋友放学后在麦地
里挖苦菜。这天下午刚放完学，我提着小篮
子，手里拿着一把小铲子来到麦地里和别的小
朋友一起挖苦菜。麦地里的苦菜真是又肥又
大，我和小朋友在麦地都争先恐后捡大的挖，
正挖得起劲的时候，看管麦地的人来了，他把
我们全部轰出麦地外，对我们说：“你们挖地

里的野菜是好事，利于庄稼生长，但
你们挖野菜要爱惜麦苗，千万不能
毁坏麦苗，如毁坏了麦苗，就毁掉
了我们的口粮。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看麦地的叔叔也会心地笑了。

打那以后，我们每次在麦地里
挖野菜时，都很爱惜麦地里的麦

苗。每次挖的苦菜让父母腌制好，做出的苦菜
特香 （因苦菜经过盐腌制好，苦水就没了），
比咸腊菜好吃多了。

时过境迁，每每想起我童年的趣事，仿佛
就在眼前。

油茶是人们最常用的早餐之一。
在一些地方，曾有“不喝油茶，一辈子不

知香”的俗语。
油茶，起源于黄淮、江淮等地，但随着饮

食文化的传播，油茶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落地
生根，并形成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油茶，如河南
的瘦肉丁油茶、山东的素面油茶等，但我们当
地的州来油茶，有着千年的特
色。

关于州来油茶的由来，有
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有一
天，包拯的贴身侍卫回家省亲
途中喝醉了酒，路过双峰山一
家寺庙时，方丈见他面红耳
赤 ， 便 给 了 他 一 碗 “ 醒 酒
汤”，侍卫喝后神清气爽，便从方丈那里讨要
了“醒酒汤”的方子。后来，侍卫命御膳房以
此方子为基础，研制出一种汤奉献给包拯，美
其名曰“延年益寿汤”。再后来，该方流落民
间，便成了当地最让民喜爱的州来油茶。

各地油茶的制作原料虽然大同小异，但因

制作工艺有所不同，味道区别较大，大体而
言，油茶分为两种。

一种是荤的，既有多种天然中草药按比例
配置而成汤料，再加入骨头汤、胡椒和辣椒
等。制作时，先烧开水，放入少量的牛肉丁或
羊肉丁、千张丝、面筋条等。待牛肉丁或羊肉
丁、面筋条煮熟后，汤汁也变稠了。此时，再

放入面粉、大葱、生姜片、精盐、味精、香
醋，用文火再煮 5分钟，即可出锅，这种油茶
的特点是闻起来有浓郁的中草药和肉香，看起
来汤色靓丽，吃起来汤汁粘稠，味道可口。

另一种是素的，制作时，把和好面放入布
兜中，并将布兜放在水中反复清洗，面团的淀

粉被清洗掉后，剩下的就是面筋。此时，把洗
面筋的水放在锅中，加入打碎的花生米、大豆
粒，一起煮熟，再把切好的海带丝、千张丝、
木耳、面筋条等放入锅中，酌量加入胡椒粉、
生姜片、八角等香料。稍过片刻，一锅美味的
油茶就做好了，再搅点粉面，浇点香油、香
醋，这种油茶以汤味浓郁、汤色靓丽、汤汁粘

稠而成为许多食客早餐之首选。
我家楼下就有一家小吃铺，

早餐便有小笼蒸包、油条、烧
饼，还有当地最有特色的州来油
茶和豆腐脑，每天早上，我都会
来到这里，从一碗油茶开始一天
的工作与生活。

这个店的油茶是素的，喷香
的汤汁，滑嫩的面筋和细细的千张丝，爽口的
小菜，让客人垂涎欲滴。由于这几天天气比较
寒冷，我喜欢在这儿就餐，一碗油茶汤喝下肚
去，身上会感觉到微微出汗，无比舒畅，顿时
浑身充满了活力。

读书不仅能获取知识，还能修身养性，是一
种态度，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个人的品位体
现。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能让人终生受益，时时
体味着“读书使自己变得更加快乐，让生活变得
更加美好”的真实感受。

然而，近年来传统的读书却被现代快节奏的
工作生活所打破，很多人没时间静下心来享受阅
读的感知和乐趣，于是就以奔波忙碌为借口放弃
了阅读。其实，读书也要与时俱进，网络文化的
传播、智能手机的应用为转变读书方式提供了条
件，“听书”成为现代人获取知识的一种新途径。

听书是数字化阅读的延伸，也是人们利用零
碎时间学习的一种手段。目前，有声阅读也就是

“听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使用手机
APP、微信语音等收听图书相关内容成为阅读新
的增长点。如果说听书还只是一种“前沿”或者
说时尚的阅读方式，数字化阅读则几乎已经可以
被称为这个时代的一种主流生活方式。用耳朵代
替眼睛，用好生活中的零碎时间，应该成为未来
人们阅读的最佳选择。

听书的兴起，首先因为其便利性。无论坐飞
机，还是乘地铁，或者步行。不管夜晚躺在床
上，还是忙着家务，听书随时随地非常方便。同
时，书本情节通过声音传递，有很大感染力，比
传统的文字阅读更立体、更直观、更全面。

当然，不论看书还是听书，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选择，习惯不同，选择的方式也不同。阅读的
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获取知识、开拓眼界的本
质不会变。形式只是为阅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比读得多、读得快更重要的还是阅读本身，是真
正“读进去”，学到新知、提高水平、增强能
力，这一点永远是听书或读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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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待学生的错误
——有感于陶行知先生的一则教育案例

袁 毅

儿 时 乡 下 的 年
陈明

童 年 拾 趣
王玉进

州 来 油 茶
胡仲昌

·百字小说两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