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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可以是整篇文章的骨架，是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考
依据。写提纲时，可以参考已有的范文或者参考书籍，借鉴
他人的经验和方法，使得我们的提纲更加完善。认真阅读和
分析优秀提纲的特点和亮点，对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有很大
帮助。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一

“至”，极也。冬至，农历十一月中，冬藏之气至此而极。

从物候上来看，为日南之至，昼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因而
有冬至之名。物极必反，阴极生阳。冬至日过，阳气初生，
土壤暗生春信。《周易》中，称爻连的为阳卦，断的为阴爻，
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
是为“三阳开泰”。然而，这些都源于冬至“地雷覆”最初
的那个阳爻。一阳初生，万物之始。“冬至阳生春又来”。
所以冬至也称“小阳春”。

冬至道来源

冬至日，作为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
传统节日。据记载，周秦时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
岁首过新年。《汉书》有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
贺”。古人认为自冬至起，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天
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
也就是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到来。因
此，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也往往出
现在冬至。因此，因此，老话又说“冬至大过年”，一是表
示年关将近，余日不多;二是说明重要性。



说起把冬至日作为节日来过之事，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
沿至今。周历的正月为夏历(夏历是古代汉族历法之一，与黄
帝历、颛顼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古六历)的十一月，因
此，周代的正月等于如今的十一月，所以拜岁和贺冬并无分
别。直至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方将正月和冬至分开。

汉代以冬至为“冬节”，民众要向父母长辈拜节，朝廷官府
举行“贺冬”仪式。南朝人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记
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
辰而后省事。”过冬节，官方例行放假，军队待命，边塞闭
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
“安身静体”的节日。此外，冬至日时，官场互行“拜冬”
之礼。魏晋六朝时，冬至被称为“亚岁”。亚，次也;岁，年
也。重要性仅次于除夕。三国曹植有“亚岁迎祥，履长纳
庆”诗句，唐皎然留“亚岁崇佳宴，华轩照渌波”，明田汝
成也认为“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日
之仪。吴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说。”唐、宋时期，冬至
是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到郊外举行4祭天大典，百姓向父母
尊长祭拜。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冬至郊天”祭天大典，
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投刺(古代
汉族礼节，通报姓名以求相见或表示祝贺)祝贺。

冬至话三候

冬至日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冬至日后，北半球昼长夜
短，因此老话说，“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冬至始入九，老北京《九九歌》里唱道：“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后来的《新九九歌》又说：“一
九至二九，相唤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悲篥;四九三十
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盐虎;六九五十四，口
中吸暖气;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单;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
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蝎蚤出。”



中国古代将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候
水泉动。”

蚯蚓结：冬至之日“蚯蚓结”，蚯蚓感阴气蜷曲，感阳气舒
展，六阴寒极时，纠如绳结。

麋角解：冬至后五日“麋角解”，鹿属阳，山兽，感阴气而
在夏至解角。麋属阴，泽兽，感阳气而在冬至解角。

水泉动：再五日“水泉动”，水乃天一之阳所生，现在一阳
初生，所以，水泉已经暗暗流动。

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
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麋与鹿同科，却阴
阳不同，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
麋感阴气渐退而解角;由于阳气初生，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
以流动并且温热。

古人又说冬至蚯蚓结，葭灰动。蚯蚓疏通土地，靠触觉来感
知气候变化，民间称之为“土精”。入冬时，蚯蚓头向下，
冬至时阳气动改为头向上，因气冷而蜷结。夏夜土中时时有
粗鸣声，蚯蚓又称为“歌女”。葭是芦苇，古人将苇膜烧成
灰，装在竹管里以蒹葭感应节气。节气到，灰自动飞出竹管。

冬至说习俗

古人认为冬至来了，春天就不远了。这时外出的人都要回家
过冬节，表示年终有所归宿。闽台地区汉族民间认为每年冬
至是全家人团聚的节日，因为这一天要祭拜祖先。

冬至国人历来很重视。舌尖上的中国，不管什么节日到了，
我们这里都极有可能成为吃货的节日。民间大多要在冬至日
这一天改善伙食，北京地区流行一句俗语：“冬至饺子腊八
粥。”饺子形似元宝，因此吃饺子有招财进宝的吉祥意思。



也有说“冬至馄饨腊八粥”的，据说吃肉馄饨能保住元气，
抵御严寒。而在高寒地区，则流行冬至日吃肉，有道是“冬
至不吃肉，冻掉脚指头”。因为节气与吃食相关，所以冬至
成为大人孩子们企盼的节日。

在南方许多人家利用一年中最长的一夜，用糯米粉做“冬至
圆”。为了区别于后来的春节前夕的“辞岁”，冬节的前一
日叫做“添岁”，表示“年”还没过完，但大家都已经长了
一岁。“吃了圆子长了一岁。”家里的大人说。

相传，冬至日前一两天，古人便开始准备应节的祭品，把糯
米浸水，用石磨磨成米浆，准备做汤圆。在冬至日前一夜，
各家大小集合起来，把它搓成圆，汤圆又分为红白两种，红
的叫“金圆”，白的叫“银圆”。冬至日，天还未亮，妇女
们就起来生火煮汤圆，先敬天祭祖，再阖家围吃汤圆。所以
冬至吃汤圆，除了表示太阳(阳光)逐渐回来，也代表团圆的
意思，现代人更喜欢把它当成圆满的象征。

和宁波汤圆不同的是，苍南做的冬至圆是不带汤的。在苍南，
不少人家会提前几天将糯米碾成粉，用水拌糊，然后分成一
小块一小块地摆在竹笪上晒成汤圆粉。煮汤圆时取适量的糯
米粉和成面，揪出小块，用手搓成圆形，后放入沸水中煮，
待汤团浮起水面，均匀地蘸上特制的黄豆粉即可。黄豆粉味
道香甜浓郁，配上糯米圆的细腻糯软，夹上一个冬至圆，趁
热咬上一口，香喷喷、软绵绵。有些人不爱吃冬至圆，觉得
甜腻，喜欢的人则趁着佳节大快朵颐。不过汤圆不宜多吃，
吃多了不消化，可能会出现胃痛、胃胀、烧心等症，严重的
还会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

[冬至阳生春又来]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二

感觉徐克丁最近表现不怎么好，于是我他找来和他进行交流。



而他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让我很生气，于是我就严厉地批评
了他一顿。

铁皮鼓在与徐克丁“过招”时只说了句“我对你很失望”。

在我给大家讲明白了清理堆放在书桌上书的道理之后，我让
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内清理好自己的书本。然而我很惊讶，竟
然有人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这个人就是徐克丁。于是我
只好提醒他必须改正过来。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当我再次出现
在他面前时，他课桌上的书籍依然是“涛声依旧”。他根本
就将我的话没有当作一回事。他眼里还有我这个班主任吗？
我严厉地指责他，然后坚决要求他马上将书本移走。没有想
到的是他竟然将书摔在了地上，我再也忍不住爆发了。我将他
“请”出教室，然后等待他的是一阵“暴风雨”般的训斥。
因为我要让其他同学知道“违背”班主任“命令”的后果。
不能让他在其他同学面前树立起与我“作对”的情形——这
样我以后的班级工作可不好开展了。在徐克丁的眼里，他好
象没有把我这个班主任当回事情，刚开始他就这样，以后不
知道还会怎么样的。根据经验，第一次我必须给他来个下马
威，好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
病猫。

铁皮鼓在处理这次事件过程中的态度始终是平和的，他没有
因徐克丁不配合他的班主任工作而大发雷霆，相反，他克制
着自己的情绪依然和徐克丁交流着。

在批阅作文时，无意中我看到徐克丁在作文中写了句“我对
你也很失望”。徐克丁想干什么，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上
次清理课桌他公开与我为“敌”，给他讲了那么多的道理，
他就是听不进去，现在他竟然指责我这样那样。我越想越生
气，算了给他的家长打电话，让家长看了徐克丁的“顽固不
化”。他根本就不理解我的好心，所以我要当着家长的面证
明自己是正确的，然后取得家长的支持。问题出在他徐克丁
的身上，我在班级提出的要求多，那还不是为了大家有个良



好的学习环境，可没有想到，他却认为我总是在“监视”大
家。这是何等的冤枉呀，我能不生气吗？他还说“我对你很
失望”，这样的学生思想有问题，我要让家长将他带回去，
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铁皮鼓又是如何做的呢？

铁皮鼓当然心里不是滋味，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相
反，铁皮鼓以平常的心态用了近一下午的时间给徐克丁写了
一封信。这封信足足有4千多字，字字读来都让人感到真
诚。4千多字，字字显得都是那么的小心、谨慎。铁皮鼓生怕
自己有什么语言上的不当伤害了徐克丁。如果是我我会考虑
这些吗？4千多字的“交流”中，铁皮鼓每遇到事情首先是反
思自己是否有不当之处，所以4千多字的书信里多的是铁皮
鼓()的自责，他没有丝毫责怪徐克丁的意思。在这封书信里，
铁皮鼓完全忘掉了自己是一个班主任的身份，忘掉了自己面
对着的是一个学生，因此铁皮鼓才有那么多的话要对徐克丁
讲。“在对话中，师生必须相互理解，理解对方的观念、行
为，然后不断进行交流，沟通。”“不应该是教师的居高临
下与学生的俯首帖耳，而应该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4
千多字的言语，有血也有肉！这就是铁皮鼓。

晚自习时，我发现徐克丁在与其他同学在讲话。当我指出他
的问题时，徐克丁表现出一种挑衅的样子。联想到上次作文
事件，我毫不客气地说他是在装摸做样，他分明是在为自己
狡辩。如果上次没有给徐克丁家长打电话，这次我一定要通
知他家长。他的表现很不像一个学生的样子，顶撞老师，对
老师一点礼貌也没有。如果徐克丁的家长不配合教育，他徐
克丁以后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就当没有这个学生，当他
在这个班级中不存在。

这次铁皮鼓会怎么样？

铁皮鼓还是那么有耐心地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



地，设身处地地从徐克丁的立场出发与徐克丁交流着。在这
次的对话里，铁皮鼓将对话者视为一个男子汉。这次对话是
两个男子汉之间的交流，铁皮鼓试图要化解他们之间的所
有“恩怨”。这就是铁皮鼓，一个“生活在真实中”的教育
实践者！“在大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使学生‘摇身一变，成
为好人’我们只能不断地影响他们，去点燃他们的希望之光，
人性之光。”

通过上面四次与徐克丁的”较量”，现在将我与徐克丁、铁
皮鼓与徐克丁之间的结局总结如下：

我与徐克丁之间的结局：在我看来徐克丁是一个让人头痛、
问题比较多的“问题学生”，这样的学生再教育也没有作用，
相反有时候说的多了他会认为是老师在和他对着干，可能认
为我总是在找他的问题，故意和他过意不去，所以他很可能
视我为“仇人”，他也就在很多时候故意和我为“敌”。最
终，我们之间水火不容。我也再懒得去理徐克丁了。在校园
里我们行同路人，他不理我，我也装作没有看见他。

铁皮鼓与徐克丁之间的结局：铁皮鼓认为徐克丁是一个敢作
敢为、个性鲜明的学生。虽然他后面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
但铁皮鼓依然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很坦诚地和他交流，一步步
地进入了徐克丁的内心世界。徐克丁或许还是不断地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但他逐渐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铁皮鼓不是
在找自己的问题，不是和他徐克丁过意不去，铁皮鼓是尊重
他的，所以他不再对铁皮鼓有“敌意”，慢慢地主动和铁皮
鼓交流。徐克丁开始有了变化，他们最终会成为好朋友。

铁皮鼓在《冬去春又来》中提到“在这本书里你不到芳香鲜
美，落英缤纷，听不到鸟语莺嘀，一路高歌，相反，却可能
是坎坷不平，荆棘丛生。”“许多人看书是寻找帮助的，他
们希望获得能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希望能够有方便快捷的
公式，他们渴望的是一把江湖上人人传说的倚天剑和屠龙刀。
倘若如此，这本书是要令你失望的。”



这本书的教育故事栩栩如生，个个都很真是，好像就是我们
自己遇见的，历历在目。在这本书中有一把“倚天剑”
和“屠龙刀”。这是一把看不见但却可以感觉到亮光闪闪、
威力十足、事实在在存在的一把“倚天剑”和“屠龙刀”！
那就是勇敢面对教育本身，充分尊重学生，不侵犯和伤害学
生的心灵世界，同时又平等地和学生进行着精神的交流和交
融。这就是铁皮鼓的教育理念，一个教育实践者的亲身体验，
成功所在!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三

暖冬，春早。冬日的气息还未融化，春天的微风却已吹来。
这不，大年三十还未过，花儿就开了，草儿就绿了，树也被
嫩芽装点得青了，就连一些本在南方过冬的鸟儿们也来向我
们拜早年，颇有些“江春入旧年”的味道。大地虽然已是一
片勃勃的生机，但仍不时会感到一丝丝寒意，真不知是春还
是冬。

说是暖冬，定然冷不到哪里去，甚至有些热。冬装不是离不
了身，只要稍一运动，就会出汗，于是脱下臃肿的的冬装换
上春秋时节才穿的衣裳，好像春天来临了，那本代表寒日的
西北风霎时成了东风，抚着你的面庞，暖暖的。

这个冬天很少能让水结冰，没几天的气温是在零摄氏度以下
的，毕竟还是暖冬的关系。可这样就看不见雪了。

不下雪，少了些“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期
待，却更多了些“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劲头，谁叫是暖冬呢？
冬短春长。不过此刻的春天最适宜去奋斗，就像健壮的青年，
“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既然春天已来，风筝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现在的孩子不像
少时的'鲁迅一样鄙视风筝，他们都喜欢风筝。可现在，放风
筝的最佳时节还未到，没有几人在放，顶多，也只是三四人



凑在一块。天空中，只有一二只漫无目的地随风飘动着的风
筝，还是令人觉得孤零零的。那几个放风筝的人也感到不太
有劲道，懒得比谁放得高。果然不久便腻了，风筝纷纷被收
回，只留下那片本应该属于冬天却在春日蔚蓝的天空，孤独
地俯瞰春意盎然的大地，还不时飘来几片云，作为对早逝去
的2006年的冬天的叹息。

如今风依旧在吹，吹散了冬，吹来了春……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四

一直以为，我对教学工作的反思是真诚，直到读到铁皮鼓的
教学随笔《冬去春又来》……

我是参加工作的一名乡村教师，秋家里买了电脑，邂逅k12教
师论坛，从此就被聚集在这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热爱教育事业
的老师们深深的吸引，读贴、写随笔、与老师们交流，一晃
就到了。将近年末的时候，我幸运的被评为k12语文论坛的优
秀斑竹，奖励图书一册。我挑选了铁皮鼓的《冬去春又来》
一书。据说在我之前的某一段时间，铁皮鼓曾活跃于k12论坛，
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正好借此了解了解。

、

春，南方雪灾，1月份从k12总部北京寄出的书，3月6日才到
我这，粤北的一个山区小镇。我从邮局领回书便迫不及待的
读了起来。文中讲述的是铁皮鼓从西部公立学校，初到成都
市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的第一个学期班主任工作的经历。工
作环境的改变和所面临的种种全新的挑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
冲击，令人焦心。

初读时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一点，见他为班上的一点儿小事就
“大动干戈”的行为而感到气恼，在书间写起批注来了，用
于平服我为学生们而感到的不平。



……

铁皮鼓在文中如实的叙写，着力的记录着现场发生的每一个
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沉痛反思。他尖锐而理性的自我批判，
这给我带来强列的震撼。正如李镇西老师所言的，“他的批
判锋矛首先对准自己的`，在每一个细碎的工作中，他不断地
解剖着自己、拷问着自己、怀疑着自己、否定着自己、超越
着自己。”（摘自《读铁皮鼓班主任工作日记有感》）我一
直以为，我对教学工作，对自己成长的反思，是真诚，可在
铁皮鼓的面前，我无地自容。这让我体会到，教师需要勇于
正视自己不足，在心灵的磨砺中成长。

读后感是在20“三八”节当晚完成的，或许是有感于铁皮鼓
的至诚，我再次做了一个令自己也感到惊讶的事。把我对文
中事件的点评以及从中所受到的震撼反馈给铁皮鼓老师，感谢
《冬去春又来》一书给予我的启发。于是，我通过“教育在
线”的短信功能，与铁皮鼓老师分享。不多久，就收到了他
的回复。内容如下：

感谢梅香老师，为一本并不值得阅读的书写这么长的笔记，
让本来就心存愧疚的我更添不安。这本书非为出版而写，只
是一个人在痛苦之中的私人记录dd谁会在私人日记中对着自
己撒谎呢？不料想竟然出版了，于是缺乏可读性，不连贯等
一系列问题都出来了。

如果说此书尚有价值，那主要是对我有价值。人们热衷于向
他人的成功学习，鲜有人向自己的失败学习。这段班主任工
作经历，让我不再狂妄和自欺欺人，让我对教育教学充满了
谦卑。而这种谦卑，构成了以后我发展专业化的基础，让我
远离那种自以为是的臆断，直面复杂性。所以对我来说，虽
然在盐外之前已经发表了许多的所谓文章，也在网络上有些
许浮名，但是，真实的生活本身让我清醒，让我看到了自己
的小，从而有可能真正开始长大成人。再次感谢。



铁皮鼓

年3月9日星期日凌晨

铁皮鼓老师的回复，让我觉得全身舒爽，感动于心，写了好
长的一段回复，竟然因为操作不当，找不回来了。这不是再
提醒我，不需要多说么？于是我也没有再给铁皮鼓老师留言，
()而是收藏了这段回复。以此勉励自己。

学期即将结束，回想一个学期下来课堂管理上的无力感，让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不知道要如何排遣才好，不知道是什么
力量的牵引，我再次翻开《冬去春又来》一书读了起来。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仍不自觉的与铁皮鼓老师发起对话，在
书中写下自己的感受和对当前事件的看法。虽说批注一个很
好的阅读习惯，而我却只是在这本书上使用过。是什么力量
促使我这么做呢？想必是铁皮鼓老师在文中营造了一种真诚、
信赖的氛围，让无知而虚妄的我变得无所顾忌；更是一颗真
诚的心引发另一颗真诚的心的强烈共鸣，不怕自己幼稚的思
考招来无端的嘲笑。读到最后，我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重读至此，我再次强烈的感受到铁皮鼓老师的专业成长，是
建立在真诚勇敢的面对自我，建立在专业阅读的引导下深刻
自省之上的。他毫不掩饰，毫不雕琢的“原生态”工作场景
和与学生的思想冲突而引发的焦虑、无奈、伤感，深深的感
染着我。阅读的过程仿佛在和一个善良的、高尚的、真诚、
没有丝毫虚假的灵魂在交流。我想，铁皮鼓老师的人格魅力
或许就在于此吧！他与学生间的矛盾、隔阂最终都得以化解，
是因为他带着一方宝剑――对年轻生命虔诚的敬畏。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老师，这不仅仅在于他有着
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更在于他勇于自省，勇于冲破精
神束缚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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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五

最近，我阅读了铁皮鼓老师的《《冬去春又来》成长日记，
细细品味，获益良多。

随着铁皮鼓老师的日记我仿佛又走进了校园，走进了一位班
主任平凡而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记录了铁皮鼓老师在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一所私立学校)一学期工作的经
历，从某中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班级一学期的历史，也是
他个人一学期的工作记录。

铁皮鼓老师与他们班上的许多学生不断地谈话，不断地通过
各种方式交流，在面对这些学生的时候，他第一次开始有了
一种研究的眼光。学生童心的保持，个性的发展，思想的成
熟，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教育。但这种教育，不应该是
教师的居高临下与学生的俯首帖耳，而应该是教师与学生的
共同成长。在我看来，铁皮鼓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实践，正是
和学生共同成长的过程。铁皮鼓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向我们展
示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他在努力探索的是一种“尊重与
引领”的师生关系，即尊重学生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引领的责
任。我相信他对学生的精神感染一定会在学生未来的人生历
程中显示出积极的影响。

读着铁皮鼓老师的这本日记，我自然而然想到了我的班主任
工作，虽然他工作在中学而我在小学，在许多方面是有共通
之处的，他是值得我学习的。也许你不一定能够从书中找到
什么“拿来就可以用的技巧”，但你一定能够因这位班主任
的探索而受到启发，甚至心灵的震动。



铁皮鼓老师在书中写了一封《给读书会的同学》的信给我提
了个醒：好久没好好读书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的
确“读书需要坚持，而且是长期不断的坚持。选择读书其实
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选择读是其实就是利用每天半
小时的时间来为我们的心灵争得空间，使它不会过早地干涸。
”

从铁皮鼓老师的成长故事中，还让我意识到：教师的写作对
于教师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铁皮鼓老师说他和其他
教师对于学生的爱是一样的，对于教师的执着是一样的，所
遇到的困惑是一样的，所感受到的幸福是一样的。如果硬要
说他和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他对体现教育的爱、
执着、困惑、幸福的故事进行了些思考，并把它们一点一滴
地记载了下来，还写成了书。

教师成长为什么需要写作?有一名加拿大学者在其书中是这样
论述的：写作即思考和行动的调和。写作是将思维成果跃然
纸上。写作不仅仅是单纯的写作，它必然伴随着实践、阅读
与思考。它与实践相随，与阅读同行，与思考为伴。如果我
们常常抽出一些时间来写下教育的点滴，我想这将是一份宝
贵的财富。

我作为一名已经工作三年多的年轻教师，也许和刚刚工作的
新教师相比已经不算是“新教师”。但是《新教师成长日记》
的编者给“新教师”的定义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新教
师”不仅仅局限于刚参加工作的教师，更指不守旧，不固守
常规的教师，将“新教师”与一般教师区别开来的决定性因
素不是工作年限，而是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是否不
满足现状，一直充满工作和生活的激情。

如今，不断地反思对于我们年轻教师来说也非常重要。李镇
西老师曾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概括“反思型教师”的特点：
带着一颗思考的大脑从事每天平凡的工作。这里的“思考”
主要指反思：对自己教育行为乃至教育细节的审视、推敲、



质疑、肯定、追问……“反思型教师”之“反思”决不仅仅
是想，要有做、读、写。体现于日常生活中，便是不停地实
践，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

让我们乐于读书，勤于写作，努力做一名反思型的“新教
师”吧!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六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虽然是由被翻译成中
文的，难免变得晦涩难懂了许多，或许从某种角度而言较低
了可读性，但是仍然震撼心灵，毕竟是一本优秀的书籍。关
于教与学，一直是大家探索的问题，帕克.帕尔默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使我受益匪浅。无论对于课堂教师和教育者还是其
他岗位的人，这本书都代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本书中，帕尔默带领着重新把教师职业和学生结合起来的
旅程，它重新激发教师从事这份异常艰苦和重要的工作的热
情。“这本书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之上：良好的教学不在
于教学技巧的纯熟，真正好的教学源于教师正直、诚实的优
秀品质。”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是优秀教师都有这样一个
特点：他们完全沉浸在课堂上，和学生作深层次的交流。他
们能编织一个复杂的网，这张网联结着学生、课程以及他们
自己。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学会为他们自己编织出一个世界。
这张网以及它所包含的种种联系超越了技巧和方法，存在于
教师的内心中。教师的内心包含着知识、情感、精神和意志。

《教学勇气》震撼我的还有它对恐惧文化的诠释。和作者所
言相似，作为教师，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恐惧：恐惧教学效
率的不尽如人意，恐惧家长、社会对教师的高要求，恐惧绚
烂的.教育理想之花与现实之间还存在那么大的差距……因为
恐惧，继而便拼命地寻找改变的源头活水，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地拼搏、抗争、奋斗，终于，有了小小的收获，然成功



的喜悦尚未遍及全身，便发现自己早已因此疲惫不堪，只不
过成功之前是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而未觉着累而已；倘若拼搏、
抗争、奋斗失败，那更懊恼不已，觉着自己没有功劳连苦劳
也忽略不计了。于是忍不住感叹：人是多么渺小，以人个体
之柔弱真的根本无法和那些看不见的、又无处不在的力量抗
衡。感叹过后，很多人会选择再战，当然也有人会选择逃避，
丧失斗志，从此消沉。

《教学勇气》这本书就像陈年酿酒，是越读越香醇。这也是
一本具有开创性的书，能带领教育者们，对教学生涯进行永
无止境的探索。

这本书适合这些教师：他们体验过快乐和痛苦的时日，而且
其痛苦时日承受的煎熬仅仅源自其所爱；本书适合这些教师：
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心肠变硬，因为他们热爱学生、热爱学
习、热爱教学生涯。”教师、和教师相关的人，以及任何关
心教育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文档为doc格式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歌篇七

冬去春又来……渐渐地，我开始相信宿命了。我相信人世间
的一切，在冥冥之中就早已被安排。

老天喜欢和你作对，生活喜欢和你开玩笑，这是考验？还是
注定？我都无从得知。当被老天捉弄的团团转，当付出的与
收获的总是不能成正比。谁还有力气挣扎？于是，我只有徘
徊，徘徊在每一个角落。故而，我也只有游离，游离在每一
条大街小巷……这是在给心灵寻找一个归宿吗？或者说是在
给精神找一份寄托？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当身
与心的疲惫融为一体，真的很累很累。“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阴。”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你专注的东西
往往都会离你越来越远。你不希罕的东西反而会离你越来越



近。自08年，到现在。我们都在一点一点地蜕变。是的，人
总会成长。

好的成长可以磨灭你的意志，而坏的成长却可以颓废你的人
生。有句话说得好：快乐不是因为得到的多，而是因为计较
的少。我想大度一点，我想少计较一点。可当快乐离我越来
越远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酒不醉人人自醉。
如三千烦恼丝，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
心头。当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小镇，这个学校，
这个班级…还有这一群疯疯癫癫的室友。都给了我太多太多
美好的回忆。

这些过往，叫我如何释怀？我怕，怕离开这里。我怕去到那
些陌生的环境，一切都会不如人意。都说我们学校就如同一
个小社会，而今当要面对外面的大社会的时候，心里面有的.
只是恐慌。也许人总是不容易满足，小时候想长大，长大了
想回到童年。读书的时候想毕业，毕业的时候却还想读书。
这就是贪婪的人性。我知道，社会很复杂，人性很虚伪。所
以我必须让自己独立，必须让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然后去
面对外面纷扰的世界，去应对世间的一切喧嚣与浮萍。这是
个伤感的季节。偏偏我又是一个伤感的个体。我想要理性，
可偏偏又被感性所打败。生活总是这样不如人意。曾以为毕
业遥遥无期，转眼却要各奔东西。心里充满着不舍与感伤，
还有万千的惆怅。可该来的总会来，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我
们只能勇敢的去面对。我会很用心的记住在这里走过的朋友
们，不管是过客，还是长期用户，他们都在我的心里演奏过
不同旋律的杰作。我们毕业了，也许这个校园，再也不会有
我们诗情画意的身影。在灰蒙蒙的教学建筑林宇间，再也没
有我们叹惜时光匆匆的碎语。但在淡漠的后面，总是有些许
不明的火苗在撺掇。在不安分的未来，有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道一句“同学，朋友，大家”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