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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那首难忘的开场舞《中国红》徘徊在耳边，大家呐喊着“烤鸭、烤鸭、中国的烤鸭”并

挥舞着手中饭盒的情景，历历在目。和导生们一起下乡的日子凝聚成生命中含泪带笑的鲜活

回忆。 

两天一夜的汕大校内讲座加深了我们对汕大、对至诚的了解，影响了我们对世界、对人

生的看法。李院长描述了书院对导生的期许，那八个名词掷地有声。陈院长介绍了导生修德

笃行的自我成长。 

组建团队，自由分组，沟通探讨，畅所欲言，细化课程，制定教案……时间紧迫，刻不

容缓。 

一切的一切在表面的忙乱中，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在表面的静默中，马不停蹄的思索着；

在表面的争论中，心平气和的包容着……一天的策划为将来的三天支教生活打下了基础，但

是，讨论时的热烈纷纷却远比不上实地演练的措手不及。 

支教&思考 

我自愿加入支教组，并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分入手工艺组。由于手工艺组设

计出的课程里没有适合我教的，所以又“被”当上班主任。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支

教生活。 

我的搭档是刘一民师兄，一位无比细心并且刚柔并济的严父型教师。我们俩带的 4班是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班级，课堂及其安静，学生听话并且配合教学，有学生主动愿意担任班

委。这个班如此的好带，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学生都是高年级的，而且女

生居多。主观原因是一民老师与志愿老师们的教导有方。 

我们是如何的教导有方呢？为了使班级好教，我们不自觉得就采取了中国教育中最传统

的镇压式教育。何为镇压？即单独挑出那五个调皮的男生，在他们每个人后面都安排有志愿

老师，一旦他们出现“反动”倾向，志愿老师立即伸出“神圣”之手将他们大力按下并给予

严肃的警告。再有不听话的便让他单独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一有情况，班主任便快步走到

其身边坐下，把他牢牢锁在人与墙之间，不敢亲举妄动。 

当然我们也采用鼓励教育，对象是那些太过安静的孩子。当一民师兄在上面扮演“黑脸”



时，我便悄悄的坐进班级里，和那些胆小的孩子聊聊天。那几个安静、恐惧感特别强的孩子，

一般是在这个班上没有她们原来认识的同学，所以她们特别的恐慌，几乎想要逃离这个课堂。

我会坐在她的附近，亲拥着她的肩头，带着大大的笑容，鼓励她和其他同学交朋友、合作完

成课堂内容，让她消除对这个班级得陌生感。（PS：虽然一民师兄认为我“扰乱课堂”，不过

我还是私下认为这种有违传统纪律的“窃窃私语”在一定意义上能稳定同学们的情绪，增加

班级的凝聚力。） 

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就筛选出什么样的学生。现在的课堂教育多数还是旨在培养“乖孩

子”，而不是“优秀的孩子”。“乖孩子”只需要听话；而“优秀的孩子”总是有着太多的个

性化特点。当教育变成了批量化“乖孩子”生产时，很多孩子身上个性化的“优秀”潜质无

法被开发，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的内在动力甚至被深深地伤害。 

有人会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到底什么是传统？我们一直在做的不一定就是传

统。传统，它来自经典，并能走得更远。而我们抛开经典，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固守着以前

一直做的那些很肯能是错的教学方法。课堂上的安静并不能代表学生的吸收，课堂上的喧闹

也不等于学生的捣乱。 

真正的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应该是来自《论语》的“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这种教

学方式需要耗费老师们更多的精力，要求老师们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开发能力与包容心。当老

师很容易，但当一个好老师就不是随随便便靠点口才靠点天赋就能承办的。一个好老师，首

先要具备师德，一颗毫无保留的心，一颗众生平等的心，一颗无私奉献的心。现代人为什么

不再像古代时那样尊师重道了？因为师德渐渐隐没，人心日益功利。“上下交争利，其国危

矣”。 

我们义教组的同志们也曾纠结于教什么。作为班主任，看着手工艺课、趣味游戏课、安

全知识课、表演课一个一个轮番上台。最终发现对于小学的孩子们来说，传授的知识是记不

住的，做游戏自己是体会不出道理的，手工艺是即学即忘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抛开一切

剩下的东西。剩下的绝不是外在灌输能植入的，剩下的只有内心化为己有的生命体悟。老师

要做的就是启悟心灵，将孩子们内心的真善美激发出来，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生命的美好。

启悟心灵的捷径就是反省自我。 

体验&反省 

在上《感恩的心》手语课的时候，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融入课堂，聆听音乐，学习

手语。当晶晶师姐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的内心是叛逆的，我想这样

讲就一点也不感人了。可是当我听完故事，我默然的想起了前几天和我大吵一架的母亲，我



泪如雨下。不知什么时候我只懂得“让上天知道我不认输”，却已然忘记“我来自何方，像

一颗尘土，有谁能够看出我的脆弱”。 

我们都是父母呵护下成长的脆弱尘土，是父母用心血教会我们不认输。然而在我们忘情

地与世界拼搏时，有谁能想起年迈的父母那关爱的眼神。我们渴望更高、更快、更强，却没

发现父母已经更矮、更缓、更弱。 

物欲膨胀的社会中，我们已然像一位利欲熏心的暴徒。竟然埋怨自己的父母不能为自己

提供更好的条件，竟然将自己的缺陷归罪于父母的培养，竟然将父母作为一种自己奋斗时甩

不开的负担……父母无私的爱换来的却是抱怨，娇惯成了没有感恩之心的“东西”（我不知

道是否还能称之为“人”T= T）。不，那不是“东西”，那正是我。我不曾真正感恩过，

只想要得更多，这是多么的贪婪与自私啊！ 

课堂上，孩子们迷茫的望着后排泣不成声的我，老师们走过来安抚着泪流满的我。但这

一些都止不住我泛滥成灾的泪河。这几日辛苦的支教生活，我接触了许多不同年龄层的孩子，

使用了许多教学方法，这些宝贵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教育的不容易。每当《感恩的心》响

起，酸楚的泪水便从泛红的眼眶里奔涌而出。襁褓中的婴儿“像一颗尘土”，只有自己的父

母“看得出我的脆弱”，“在下一刻呼唤我”。长大了的我们谁还能抽出时间回忆一下那颗尘

土的脆弱。什么是反省？反省便是回到从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去揭开记忆的面纱，去

面对生命中不可忽视的细节。也正是这些记忆里的点点滴滴，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

无私、什么是真善美。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

他们用言传身教让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 

后记 

又是一篇几乎停住不笔的感想。每一次写感想都是对整个活动的回顾反思，每每都让我

内心充满喜悦与感动。这一次的活动感想中虽然喜悦与感动常在，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

泪水与悔恨。也正是那些悔恨的泪水冲刷去我心灵的尘埃，让我明白人生为何要感恩，尘封

已久的灰色心灵在这一次导生下乡中开云见雾。 

感谢书院给我提供了这样一次反省生命的经历，教会我感恩的培训。感谢师兄师姐们极

力的关照与贴心的帮助。感谢这些充满活力的孩子们为我上的重要一课。 

“我们在建立自我的同时，不要忘了追求无我”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在未来的人生之路

上坚定前行。 

写完此文，恍然间发现天刚亮了。看向窗外，微笑着说了句：“早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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