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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可信的“80 后”“90 后”

◎ 程红兵

说起“80后”、“90后”，

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我的学生，

是我而立之年后所教的一批又

一批学生，他们给我的整体感

觉就是可爱又可信。

这也许要从我 1994 年到

上海教的第一批学生说起。

班长陆张婷是女子长跑运

动员，是她改变了我对运动员

的固有看法。原来，一个运动

员可以同时是一个成绩非常优

秀的学生、做事非常负责的学

生干部。她将那种保持持久耐

力的长跑精神用在学习上、用

在工作上，她会不知疲倦地忙

活着，把班里的事情打理得细

致妥帖，把工作交给她，你只

管放心。她几乎赢得了所有任

课教师和同学的信赖。遇到这

样的学生是班主任的幸运，当

然也是非常难得的，以至于在

我担任建平中学校长之后，我

还想起我的班长，把那时已经

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硕士毕

业而后在中欧工商学院任职的

她，挖到建平中学担任团委书

记。她爱她的母校，她爱那种

非常单纯的与学生打交道的工

作，这份纯净的职业好像就是

为她所准备的，她为建平学生

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批

批优秀学生干部带出来了，一

场场深受学生喜欢的活动组织

起来了，一个个品牌德育项目

在建平中学扎下了根基。

学习委员顾维勇、劳动委

员杨伟荣，都是我当年的得力

干部，也是陆张婷的得力助手。

1996 年，这两位优秀学生同

时考取了同济大学。毕业后，

顾维勇自己成立了一家监理公

司，稳扎稳打，度过了开业之

后的困难期。我相信以他一贯

忠厚让人信赖的秉性，在未来

的市场竞争中将会有所作为。

当年次次劳动总是抢在前面的

杨伟荣，据说更加敦实了。我

没有想到的是毫无浪漫形象的

他却有着非常浪漫的举动，大

江南北到处走，把自己的建筑

工作放在广阔天地间，内蒙古、

陕西，甘肃，甚至蒙古国，都

留下了他的足印，也留下了他

的智慧。

1998 年我担任了建平中

学党总支副书记，仍然愿意上

课，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能找

到无限的快乐。虽然只是任教

一个班级的语文课，但这批学

生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他们聪明，他们好学，他们特

别愿意读书。我是从高一开始

教这个班的，我有一个野心，

想在这个班实现我关于语文教

学的所有梦想。语文教学到底

应该做什么，无非是教会孩子

如何读书，而且热爱读书；教

会孩子独立思考，而且勤于思

考；教会孩子用语言表情达意，

而且善于表达。我想：一个愿

意广泛阅读名著、关心社会、

勤于思考的人应该是一个好

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在这个班的第一节语文课

我就开始了我的“布道”，并

干脆地、不容置疑地要求孩子

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从明

天开始，每课一诗，每节语文

课的第一个环节，按照学号轮

流，由一个学生介绍一首诗歌，

全班同学把它背诵下来；每周

收看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焦点

访谈’，并作点评；每月一书，

每个月读一本文化名著，并作

书摘，写作书评或读后感。”

我说得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学生有理解的，当然也有

不理解的。记得当初还有学生

跟我辩论：为什么要这样？其

他班都不需要，何以我们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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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这样？我从学语文的根

本意义说起，我从人生成长的

基本要义说起，和他们讲道理，

他们似懂非懂，但在我的强迫

之下，也只好无奈地去做了。

没过多久，这个班聪明的孩子

们都“上钩”了，上了文化名

著的“钩”。所以，有时我也

会这样想：教育有时需要必要

的强迫。学生们读了我推荐的

很多书，《傅雷家书》《别闹了，

费曼先生》《万历十五年》《宽

容》《人类的故事》《培根论

人生》《歌德谈话录》《老人

与海》《泰戈尔诗选》，等等。

后来，我让他们相互之间推荐

书阅读，最后让他们自选书籍

阅读，还要求每周交一次书摘

笔记，养成读书的习惯。给我

印象很深的是李佳梁同学，他

是一个高高大大但皮肤白净的

学生，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形象，

他是全班读书笔记做得最多的

学生，加起来起码有三本《现

代汉语词典》那么厚；他也是

全班书评写得最多、写得最好

的学生，当我最后总结他们的

成果结集出版的时候，他的作

品是入选最多的。2001年他考

取了复旦大学。李佳梁这样对我

说：是您大胆创新的教育理念和

实践，让我有幸领略到了“大语

文”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程老

师！您与您的课已经成为我生命

中最难忘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我感动并感慨不已的

是，这个班的许多学生大学毕

业好多年后，还会找我推荐书

读。那个当初嫌我语文课“事

多”和我辩论的张亦默同学，

在复旦大学毕业后，仍然会问

我在看什么书，有什么好书推

荐给他。我的女儿也是这样。

她就是这个班的学生，高中三

年的语文课就是我上的。她复

旦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硕博连

读，也常常要我推荐书：“老

爸，快给我书单，我要好看的

书！”阅读人文名著已经成为

这些学生的人生必需。这一方

面让我感到教育是有作用的，

另一方面更让我感到这批孩子

是可爱的。

后来我在这个班作了更大

胆的尝试，语文课让学生轮流

上，让孩子们过把当老师的瘾。

学生们为了把一节课上好，要

作非常充分的准备，毫不亚于

排练一场大戏，这个过程学生

收获到许多东西。一次，语文

界的老前辈、老专家刘国正、

于漪等人带着全国许多同行来

听课，我就是让学生上的，我

只是在课前应学生要求给予必

要的帮助，在学生上完课之后

给予点评。

童佩峰同学在信中这样对

我说：

程老师： 

回想起来，两年中能完完

整整地听您上一堂课的机会并

不多，您总是让我们成为课堂

的主角，自己则在一旁当着一

个有心的听众，在看似不经意

间给我们一些必要的点拨。虽

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却在我的

心中如一个个光环，累积，累

积……

您总是大胆尝试，让语文

课堂面貌一新。在我们学习的

时候，没有令人厌烦的应试习

题，与众不同的作业让我走近

了语文，爱上了语文。每每想

起这些，总是暗自庆幸遇上了

您这位老师，因为是您让我养

成了读书的习惯，是您带我走

进了文学这个百花园。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用这句话来形容您真是再恰当

不过的了。每次的点评和总结，

总会“一语点破梦中人”，令

人钦佩不已，有种恍然大悟之

感。有时，说到动情处，您会

变得慷慨激昂，全班同学都是

那么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

颇有渐入佳境之感，似乎跟着

您的思想在任意东西，这种奇

妙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还有

您的坦率，您的风趣……太多

太多的难以忘怀，都成了记忆

中的珍宝。

每每浏览书架上一本本熟

悉的书时，总会不禁想起您。

我知道，您是那种将影响我

一生的老师，心中永远的恩师！

看到学生这样的信件，作

为教师的我是无比欣慰的，学

生读懂了教师，读懂了老师心

底深处的那个心愿。有什么比

这个更让人幸福的呢？每每想

起这些可爱、可信的“80后”、

“90 后”，一种幸福感便油然

而生。

【程红兵，上海市浦东教

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学高级教

师，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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