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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个问题
学生。父母离异后，他又被父亲
抛弃，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逃
学、打架成了家常便饭。

九月的天空高洁清爽，校园
里木槿花开，一片灿烂。新学期，
他上了初三。教室的门开了，一
位年轻的女老师走进来，她很漂

亮，穿着白色连衣裙，像
一 朵 洁 白 的 百 合
花。她在 讲 台 前

微笑着，开口说话，
微风细雨的。她说：“很高兴认
识大家，我姓温！”他一惊，竟然
和 他 一 个 姓 ！ 很 少 人 和 他 同
姓，他心里莫名地多了一分亲
切。但是，他很快隐藏了内心
里片刻的柔软，照旧摆出一副
嚣张的姿态。

开学后不久，他又打架了。
这次是和一群社会青年，他人单
势孤，受了伤。医院里的苏打水
散发出洁净的气息，洁白的墙壁
上，落满大片大片的阳光。他在
明晃晃的光线中睁开眼睛。温老
师来看他了。

他“腾”一下从病床上坐起
来。温老师把水果放在一边，走
到他的身旁。他鼻青脸肿，颧骨
上的瘀青泛着血渍。温老师眼神
里满是心疼，她没有说话，只是用
微笑安慰他。

他有些尴尬，母亲离开后，很

久没人离他这么近，给他这么亲
切的笑容了。他的右手上，还留
着脏兮兮的污垢，并且肿着，肥嘟
嘟的，像一只大大的熊掌。温老
师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起身找来
一块热毛巾拧干，一点一点给他
擦手。温老师捧着他的手，轻轻
擦着，像在擦一件玉器一样小心
仔细。一会儿工夫，温老师把他
的手擦得干干净净。他觉得自己
心里的一块坚冰开始慢慢融化，
鼻子酸酸的。

擦完手，温老师不经意翻开
他的手掌心，忽然惊奇地叫起
来：“哎，你看你的手心里，事业
线这么长哦！这么清晰！你将
来一定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他不觉嗤笑出声，温老师还信这
套，迷信！况且，他这样一个人，
能有什么成就？这辈子，自卑和
阴影足以把他压得渺小卑微，他
早就开始游戏人生，哪里还会有
什么成就？

温老师伸出自己的手接着
说：“不信你看，我的事业线和你
一模一样，长长的。我小时候就
有人告诉我，我一定会很有成
就！”他看了看温老师的手心，果
然啊，一道修长的所谓事业线，不
动声色地延伸在她白皙秀美的手
掌上，似乎在默默表明温老师的
优秀。温老师握住他的手，继续
说：“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这一

套。后来，大学里有一位看手相
很神的师姐对我说，她从来没见
到过这么好的事业线。我那时
就觉得，自己真的很与众不同！”
温老师眼神里有着激动：“加油，
我相信你也是最棒的！和我一
样！”和温老师一样，他是多么兴
奋啊！

半个月之后，他回到学校。
他的文化课成绩已经一塌糊涂，
还好，他的体育成绩还算不错，温
老师让他报考了重点高中的体育
特长班。他还有一年的时间。这
一年，温老师帮他补习功课，鼓励
他。他知道了未来的方向，因为，
他的手掌心里，有一条朝向未来
的路径。每当他有懈怠情绪的时
候，都会伸出自己的手，高高抬
起，上面有长长的、预示他未来命
运的事业线。他微笑，眼前是温
老师鼓励的眼神。

偶尔，在他失望得走投无路
的时候，掌心里的路径，明朗，清
晰，让他绝处逢生。温老师给他
的掌心里的路径，是一种信念。
靠着这样一种精神支撑，他胜利
了。

一年以后，他考上了重点中
学的体育特长班。三年以后，他
考上了省会一所体育大学。现
在，他是我们学校年轻有为的体
育老师。他青春，阳光，是学生们
最喜欢的温老师。

掌心里的路径

20 岁那年，我成了一名乡村民办教
师。没有受过师范学校专业培训，不懂得教
育心理学，对于即将登上的三尺讲台，我很
是忐忑。

临开学的那个暑假，村党支书让我趁着
假期先把村里的扫盲班办起来，那个年代，
农村妇女大多没读过一天书，她们连自己名
字都不会写，教她们就和教一年级的小学生
一样，的从“1+1”开始讲。识字班里的学员
都比我年龄大，最大的比我大三四十岁，虽
然她们一口一个“老师”喊着我，但我在她们
面前就是小孩子一个。给她们讲课，我带着
十二分的耐心和尊重，即便最简单的问题，
她们问一百遍我便讲一百遍，一点脾气不敢
发。

一个多月下来，学员们进步很大，她们
不仅能写自己的名字，还会写其他学员的名
字，认识了一些汉字，还会做简单的算术题，
大家非常高兴，把这些都归功于我。记得有
位学员，按辈分我该喊她“小奶奶”，其实年
龄只比我大五六岁，她和我走得最近，课下
还黏着我问东问西。她愿意学，我便乐意
教。暑假后开学，我要去学校任教了，大家
舍不得我，我也放不下大家，这一个多月，我
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师生变成朋友。

去学校报到的那天，老校长给我讲如何
给孩子们讲课。他听说我做过一个多月识
字班教师，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有爱心的
人都能成为一名好教师，虽然让我教三年
级的数学，但对待三年级的孩子一定要像
对待识字班的成人一样，别把他们当孩子
看，要把他们当大人，有时甚至要把他们当
成我的老师，要有虚怀若谷之心，抱着互相
学习的心态，我就能得到学生的爱戴和喜
欢。

把小学生当大人看待，这是我教师生涯
学会的第一招。每当我走上讲台，看着讲台
下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我都会收起自己的家
长作风和高高在上的神态，就像我在识字班
代课一样，拿出自己所有的耐心和热忱，因
为这些孩子早晚有一天会长成青年、中年。
我的一言一行，他们都将铭记心中，影响他
们的一生。

“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这是老校
长讲课的开场白，也成了我的口头禅。我们
是共同学习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便三岁
幼儿也有值得我们大人学习的地方，何况是
踏入学校的学生呢。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收到学生们的祝福
电话和信息。我也会祝福他们“教师节快
乐”，因为他们也是我的老师，正是一届又一
届的学生教会我在教师岗位上如何成为更
好的老师，因为一位合格教师的标准不是学
校制定的，而是由学生评判出来的。

我的学生比我“大”

每到教师节，总会想起老师
的谆谆教诲，有三句话，记忆犹
新。

“这个孩子是块读书的料。”
说这话的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语
文老师。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上
小学之前一直在家疯玩，也没幼
儿园可上。一年级报名时，老师
会做个小测试——让孩子从 1数
到 10。当时，正是那位语文老师

考的我。我一紧张，数到一半时
居然卡住了。她倒没有卡我，还
是让我报名，我顺利地入了学。
一个多星期后，母亲问她：“我孩
子在学校怎么样？”语文老师脱
口而出：“这个孩子是块读书的
料。”我记住了母亲当时的笑脸，
也记得语文老师摸了摸我的头。
从此以后，我总觉得自己是块读
书的料，应该把心思用在读书

上，而不是放牛、玩斗鸡、玩弹
珠。后来我才知道，语文
老师当着孩子面，对家长
都说过这句话。但就
是这句话，给了我信
心，让我找到了读书
的乐趣。

“明明可以，为什
么不呢？”说这话的是高

一的英语老师。高中时，学校没
有足够的宿舍，我便在校外租
住。离开了父母的视线，也远离
了老师的背影，当时的我变得有
些飘飘然了，成绩下降得厉害，
英语甚至不及格。有一天，英语
老师来我租住的房东家串门，看
到我们四个同学聚在一起打纸
牌。他看了看，没说什么，就离开
了。在后来的班会课上，他说了
这句“明明可以，为什么不呢”。

他说这话之前，有个很长的铺垫
——曾经他有些资质很不错的学
生，因为没有把控好自己，最后没
有考上大学；反而有些资质一般
的学生，因为勤奋、坚持，最后考
上了大学，改写了人生。自那以
后，我收起了贪玩的心，知耻后
勇。人生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天赋。不浪费那份天赋，方能
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
自己的人生。

“在学校犯错误，老师可以原
谅你；走上了社会再犯错误，只能
自己承担后果。”这是大二时，一
位思政老师的话。他讲话带着浓
重的口音，却用自己的经历总结
出了这个经验之谈。他让我明白
了，青年该有青年的样子——敢
于尝试，不怕跌倒，对社会抱以热
情，即便是犯了错误，也是可以原
谅的；但当一个人成年后走上社
会，那就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
任，要有一份担当，最好“不二
过”。

小学老师的话，让我明白了
什么是自信；中学老师的话，让
我懂得不要虚度光阴；大学老师
的话，告诉了我对生活要有热情
和担当。这三句话，让我受益无
穷。

难忘老师的三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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