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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心裁 “男”能可贵 我为卿狂

□本报记者 张凌漪

“双腿要微微弯曲，用手腕带动
跳绳柄，小肚子不要这样挺着……”
9月9日下午，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
小学校三年级学生的体育课上，胡
甘霖一边示范，一边向学生们讲解
跳绳的技巧。他风趣幽默的动作，
让孩子们哈哈大笑，跳绳的劲头更
大了。

“教育孩子，总要用一点方法。”
胡甘霖向记者道出了他的故事：

我是一名从教12年的小学体育
教师，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教研组
长。我的前辈们，学校老一代的体育
老师们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
守，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老
师”。

现在，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
这一批老师手上，我们在老一辈老师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了解新时代的学
生所需，结合他们的身心特点，在教
学中大胆“创新”，才让学生爱上体育

课，爱上体育。
比如，我用一张16K的废报纸揉

成团，再用学生喜爱的彩色锡箔纸装
上“外衣”，最后用透明胶带粘上一根
彩带，安全有趣的投掷器材——“流
星球”的制作就完成了。

课后我还组织学生自己制作“流
星球”，并进行评比，锻炼了他们的身
体，更培养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兴
趣。

我给学校运动会取名为“全”
运会，让学生全员参与；让学生们
自己设计班旗、班歌、会徽，在赛场
上用新闻报道、网络直播等形式增
加运动会的趣味性，将运动文化、
体育精神融入比赛过程和成绩评
价中。

前几天，一位我教过的学生发微
信，感谢我培养了他对体育运动的兴
趣，并成为了他一生的爱好。其实，
作为一名老师，只要多一点付出，多
一点思考，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就能
让无数学子终身受益。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校体育教师胡甘霖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校体育教师胡甘霖：：

我给校运会取名我给校运会取名““全全””运会运会

□本报记者 李珩

“你翻到第 7 页了吗？”9 月 9
日，在重庆市特教中心一年级2班
的语文课堂上，新入职的22岁教师
简单于走到一位男孩身边，关切地
问。

这名男生却“置若罔闻”，自己翻
看手中的书本。简单于便走到他身
边，轻声说，“老师让你翻到第7页，
你能找到吗？”她俯下身，耐心地教孩
子仔细地摸书角处的盲文数字，引导
孩子学习课文内容。她的故事同样
精彩：

我今年 8 月才加入市特殊教育
中心，是一年级2班语文教师。

其实，当初报考陕西师范大学时
我填的是中文专业，却被调剂到了特
殊教育专业，说实在的，当时内心是
抗拒的，一心想换专业。

老师告诉我们：特殊教育与普通
教育一样，它是帮助孩子学习知识，
融入社会，不过这群孩子的某些身体

机能存在一些障碍，所以特殊教育更
有它的价值。

在学校，我参加了很多志愿者活
动，孩子们的笑脸是那么淳朴、真挚，
我对他们产生了好奇。

去年9月，我来到市特殊教育中
心实习，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内心很
忐忑，可迎接我的是一阵热烈的掌
声，瞬间赶跑了我的紧张、不安。

班上的孩子都很温暖，有一名孩
子患有癫痫，有一天他的癫痫突然发
作，孩子们吓坏了……那以后孩子情
绪很低落，怕其他同学嘲笑他，孤立
他。结果班上的孩子们还主动关心
他，和他一起玩。

实习结束时，一名孩子突然抱着
我说：“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其他孩
子也都抱了上来，把一大把零食送给
我，我差点都哭了。

虽然已经是一名老师了，但我要
学的有很多，因为特殊教育不仅仅需
要老师的爱心和耐心，还要有专业性
和责任感，我会继续努力的。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简单于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简单于：：

孩子们感动激励了我孩子们感动激励了我

重报视点

□本报记者 张凌漪

因不小心摔了一跤，4岁男孩嚎啕
大哭，面对这样的情景，江北区新村幼
儿园教师邹孔笛并没有将男孩抱起
来，而是蹲下去，坚定地告诉男孩：“你
是男子汉，要坚强，自己站起来吧，老
师相信你可以！”这是9月9日发生在
幼儿园操场上的一幕。他说：

从小到大，我从没想过，会成为
一名幼教老师。高考那年，我误打误
撞被学前教育专业录取，从那一刻
起，“尴尬”就伴随着我。

大学四年，我是班上唯一的男
生，被班上的女生当成“国宝”对待；
暑期实习，我是同批次学生中唯一的
男生，“没有志同道合的兄弟”。

2015 年，22 岁的我正式入职江
北区新村幼儿园。第一天上班，“尴
尬值”飙升：上厕所弄脏裤子，眼巴巴
地等着我帮他们清理；哭闹个不停，
要我轻言细语地安慰；最令我“崩溃”
的是班上的小姑娘们，午睡后缠着我
帮她们梳头、扎小辫……

那段时间，我既不适应又有些迷
茫。但小鬼们有种神奇的魔力，给我
坚持下去的动力。

渐渐地，我没了当初的“尴尬”，
不仅适应了这份工作，更在教学中悟
出了不少心得。

为了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我养
成了“蹲”的习惯，用心去倾听、关注
孩子们。

我在教学中会针对每个孩子的
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

更重要的是，我还在教学中逐步体
会到男幼师对培养幼儿的阳刚气质、独
立自信和坚毅勇敢品质的独特优势。

在我看来，我就好像是家庭教育
中“父亲”的那个角色，有的孩子犯了
错误，我不会因为看到孩子“可怜”，
就轻易妥协心软；我身体力行教会孩
子自理、自主、自信，“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遇到挫折要坚强”“摔疼了自
己站起来”……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 6 个年
头，我为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而感到
幸福。

江北区新村幼儿园教师邹孔笛江北区新村幼儿园教师邹孔笛：：

我是不会轻易妥协的我是不会轻易妥协的““父亲父亲””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宽仁厚德，覆载所以长久”“勤
职业，修心术，何患饥寒？”……这是
在清代中期被誉为“川西夫子”的思
想家、教育家、儒学大师刘沅，所写下
的《豫诚堂家训》。

“刘沅是四川‘槐轩’学堂的创始
人，也是我的天祖父。”9月9日，重庆
工商大学留学管理科科长刘茜告诉
记者，《豫诚堂家训》是刘沅一生教学
思想和理念的体现，对后人影响至
深。

第一代：
天祖父创办槐轩学堂，被

誉为“川西夫子”

古朴的槐轩学堂里，刘沅与家人
手持书籍、墨宝等，端坐于学堂中。
这是刘茜家里保存的她天祖父的一
幅画像。

刘茜告诉记者，天祖父从小聪敏
过人，有神童之誉。1786年，刘沅在
四川成都双流县开始训徒讲学，后迁
至成都南门三巷子。因家中有三棵
老槐树，故名书斋“槐轩”。

“天祖父教学近60年，88岁谢
世。”刘茜称，“槐轩”教学内容除传统
经史、修身复性的治学理路外，还主
张治学要联系实际，周知民情，成己
成人，从而实现“士农工商皆可为贤
圣人”的目标。

“天祖父创立的槐轩学派经子
孙、学生不断传承和发扬，绵延近
200年，影响及于海外，前后师从学
习的学生有数千人。”刘茜说，所以天
祖父被誉为“川西夫子”“塾师之雄”。

据了解，刘沅一生撰述《四书》《春
秋》恒解、《孝经直解》《槐轩约言》等诸
书。刘沅辞世后，其子及门人将其代
表著述详加整理考订，由四川出版集
团出版，曰《槐轩全书》，约300万字。

第二三四代：
书塾初具近代大学雏形，

倡导后人肩负社会责任

在刘沅的影响下，其四子刘桂文
学习并传承槐轩学派，他与“戊戌六
君子”之刘光第、杨锐和“晚清第一词
人”赵熙等交谊甚笃。

刘沅的孙辈刘咸焌、刘咸燡在成
都创办了尚友书塾。书塾分幼学、少
学两班，后又设研究班，分层级培养
学生，初具近代大学教育雏形。

“祖辈中流传一句话：‘槐轩教
学上迄红顶子，下迄讨口子’。意思
是祖辈教学倡导有教无类，家贫学子
一样上学。”刘茜称，在清末民初至抗
日战争前期，“槐轩”的众多弟子先后
任教办学，桃李满天下，大力倡导“世
间至重者道，至贵者德，人之所以贵
重者，道德有于其身也”教育理念。

刘茜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成都
市双流区修建的槐轩文化园，彰显了
历代“槐轩”人对弘扬传统国学作出
的贡献。

刘茜家中还保留着一张黑白照
片，照片上是刘茜的奶奶——张廷
瑢。张廷瑢出生于在重庆经营鞋帽
生意的回族商人家庭，于1926年毕
业于重庆江北县立女子学校，后留校
任教。

张廷瑢思想进步，认为女子不仅
需要接受教育，更应该肩负社会责
任。1927年3月，张廷瑢率领学生参
加由中共重庆地委在通远门打枪坝
举行的“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
市民大会”，经历了著名的“三三一”
惨案。

“奶奶性格豪爽果断，安贫不苟，
应接事务才识过人而无骄矜色。”刘
茜告诉记者，尽管奶奶在自己还未出
生时就去世了，但她的人生对父辈，
乃至自己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

时候自己也常常翻阅祖上传留下的
书籍、传记等，对教师职业充满了向
往。

第五六代：
坚守讲台，搭建中西文化

交流桥梁

刘茜的父亲刘勤晋对她影响最
为直接。刘勤晋是家中长子，毕业于
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园
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父亲一生执着追求，48岁时还
出国留学，师从著名的茶业化学家伊
奈和夫。”刘茜回忆，日本企业开出高
薪挽留父亲留日工作，但他选择了回
国，因为“中国是茶的故乡，是最需要
我的地方。”

父亲对刘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的。今年82岁的刘勤晋先后获得农
业部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刘勤晋时，他
声音洪亮，“平时工作忙，没太多时间

教育孩子，但我注重儿女以及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刘茜在四川大学法学专业毕业
后，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
于2004年到重庆工商大学任教。如
今，在该校留学生院工作的刘茜，既
从事国际商法、经济法等专业课程的
教学，还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帮助学生打通赴海外知名大学深
造的通道。

在课堂上，刘茜为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学生开设全英文课程，也向学生
们讲授家传的“宽仁厚德、推仁推爱”
的传统文化思想，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入党的她先后获得“重庆市
来华留学工作先进个人”“重庆市来
华留学全英文授课品牌课程”授课教
师等荣誉称号。

刘茜表示，自己将努力搭
建中外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桥
梁，坚守祖辈“成己成人，功
夫全在大学。道在深造，
功在返求”的教育理想和
信念，把这份教育情怀代
代传承。

▲《槐轩概述》。

▲ 刘茜和父亲
刘勤晋在研究教案。

（本组图片由受
访者供图）

▲刘沅画像（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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