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很多教育专家一直在告诫老师“没
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您怎
么看?

答：我也一直在思考和践行这句话。但
教育不是万能的，学生健康成长，是社会、家
庭、学校、教师共同配合的结果。

问：您在教师生涯中发怒过吗？
答：我以为发火也是教学的艺术之一，

有些时候不发火是不行的，这是为师者的
“威压”。如错误行为屡教不改时，出现危险
动作时，发过火后，我会让学生清楚我为什
么发火，并且是偶尔为之，不带个人情绪。

问：您是如何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
直保持工作激情的?

答：我历来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挫折
往往是暂时的，它会成为我奋斗的动力。当
一个人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乐在其
中，形成了惯性，就停不下来了。

问：教师生涯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比较深
刻的一件事？

答：1988年11月，我校田径队参加了市
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成绩是团体总分第
十名，我感到十分震惊——集美中学可是有
着“体育摇篮”之美誉的学校啊！思量之下，
我主动向组长请战：让我带一年试试看！
1990年我校一举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当
时，轰动了鹭岛中学体育界——一支纯草根
的队伍，为何进步如此神速？

没想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一句“带一
年试试看！”竟然让我和田径队捆绑了34
年，奋斗了34年，并且还在继续。

问：您曾到企业工作，为何又回来当老师？
答：老师的神圣感，老师受到大家的尊敬。
问：您的第一节课，出现什么状况？
答：第一天的课应该说是不理想的，比较紧

张，备课想好的讲课内容，有个别点遗漏——知
识点从自己理解到位，到把知识点讲清楚，还是
需要一定的功夫，一直在练讲课的“功夫”。

问：很多教育专家一直在告诫老师“没有教
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您觉得对吗？

答：是有一定道理的，只要我们能走进学生
的心里，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就能对症下药，
给学生排忧解难。

问：有的学生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总是让
你感到失望。怎么办？

答：多一点耐心、爱心、细心，在这基础上多
一些毅力。

问：在您的教师生涯中，您发怒过吗？
答：发怒过，刚当老师的时候，会抱怨几句，

现在，主动了解事情的过程，从学生的视角考虑
事情，整清楚原因。

问：您是如何一直保持工作激情的?
答：曾经讲好一堂公开课、作好一场报告都

是困难，公开课没有上好有挫败感。解决的办
法就是学习，多向领导、老教师、优秀的年轻教
师学习，带好一个班级，带好一个竞赛项目都有
成就感。

问：教师生涯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
答：带过的班级有一位情绪不稳定的男学

生，遇到问题会哭，跑出教室，用拳头打碎消防
栓橱窗等等，经过三年的引导，毕业的时候，他
情绪稳定，得到家长的认可，比较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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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燕

问：还记得第一天当老师的情
景吗？

答：第一天到学校报到，领导让
我先试上一节课，好像是小学语文
《小山羊》，上得一般，不算好，领导
认为我模仿山羊走钢丝动作不雅，
不甚妥当。

问：“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
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对吗?

答：作为特教老师，我认为教育
目标应该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体差
异合理界定，根据学生各方面能力
开展适性教育，实施个别化教育，这
句话是可以成立的。

问：您面对特殊学生，是否经常
感到无能为力？

答：作为特教老师，我们接触到
的学生能力相对正常学生差距很
大，几乎都是所谓“差生”，所以我们
对此并不怎么在意。我们的理念
是，只要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体
特点制定适合的目标，再运用适当
的教学策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那
么这些学生都是能够获得一定的进
步的。只要他们不断取得进步，老
师就应该感到欣慰，保持信心。

问：您在教师生涯中发怒过吗？
答：年轻时曾教过一个学生，背

一首28字绝句，惟有他无法完成。
以为是态度问题，上午放学后把他
带到办公室，要求他当场练习，否则
师生都不能吃饭。结果折腾一个多
小时，还是完成不了，这才明白他真
的是没有这个能力，生气归生气，也
只好带他去外面吃饭了。从此后我
对一些学生就不再苛求了。

问：您是如何在长达几十年的
时间里一直保持工作激情的?

答：开始时因为没有经验，教学

效果不佳，难免感到沮丧，后面不断
积累经验，学习理论，教学效果越来
越明显，工作不断获得新的动力。
我认为，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学习，
通过实践不断取得成果，就可以获
得不断前进的动力，保持热情。

问：教师生涯中，有没有让您遗
憾的事，譬如说，在一件事上处理不
公平，现在回想起来，可以处理得更
好。或是没有这类情形。

答：刚当老师时教初中语文，毕
业会上家长抱怨学生学了八年写不
出一段通顺的话，让我十分惭愧，无
比遗憾。后面慢慢总结教学规律，
终于可以让学生写通顺的文章了。

问：当老师的成就感和挫败感是
什么？

答：成就感一是部分优秀学生
考上了大学，其他学生大部分也有
较好的工作，有时路上遇到曾经教
过的学生，对我特别热情，感觉没有
白教他们，当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挫败感是曾经没有掌握教学
技巧，教学效果不佳。

问：教师生涯中有没有令您印
象比较深刻的事？

答：大约十年前带过一届高中，
其中有个学生理解能力很差，但是
特别勤奋刻苦，把我从高一开始布
置的每一份练习都珍藏起来，当我
复习时他能清晰说出这道题老师曾
经在某年某月某日讲过，让全班学
生惊叹。他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残
障人士，他知道全家只有靠他努力
才能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生活。这
个学生后来终于考上长春大学，是
个勤能补拙的典型人物，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

问：“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
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对吗?

答：如果仅从鼓励教师的角度
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有教
无类；但如果就此批评老师教不好
所有学生，就是一种苛责。教育不
是单方的付出，而是双方的共鸣。
就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而言，除了
老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态度，
也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天赋和态
度，不可一概而论。即使在成绩上
始终有教育无能为力的部分，作为
老师，也应该努力在立德树人的领
域做到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问：遇到怎么也教不会的学
生，您是怎么做的？

答：曾经听过一句话：教书是
一场盛大的暗恋，有时候你费尽心
思去爱一群人，到头来发现只感动
了自己。但我想说，花总有它的花
期，只要用心浇灌一定会开花结
果。

问：在教师生涯中，遇到让您
生气的情景您会怎么处理?

答：老师是人不是神，老师也
有一般人的心理反应，当我生气时
会自我分析，识别自己生气的原
因。

学生对老师的意见，有一些是
学生的误解造成，就解释和说明；
有一些提得正确，则给予肯定，表
达采纳的意愿；有一些意见可能是
学生错误的认识，应该适度批评和
指正。这些及时的工作能很好解
决学生的“信任危机”。

重视、正视学生意见往往能比
较好地处理师生关系。当老师自
己出现明显的工作失误或错误的
时候，如果能坦诚面对，当着学生
的面自我批评，以平常心来面对和
处理这些问题，不仅不会失去自己
的权威，还会赢得学生更大的尊
敬，师生关系会更加融洽，教育的
效果也会更好。

问：您退休后又参加银发计
划，要如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
保持工作激情?

答：良好心态是成为幸福的教
师的前提。面对职业倦怠，要调整
好心态，“累而乐之，苦而爱之”。
当然这很难做到。但做不到爱之，
也应该能够尽责。当看着每一个
学生的眼睛时，你要能够对得起这
份信任、担得起这份责任。曾经听
过这样一句话：一种乐观豁达的态
度，就是喝白开水，我们也要尽量
喝出甜味来。慢慢地、慢慢地，我
们的心态会变，会变得年轻、快乐、
冷静、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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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还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情形吗？
1985年，我17岁，因为农村中学急需

老师，师范毕业的我成了一名初一年老师，
班上最大的男生比我小1岁。

第一天上课，我刚要进课堂，小女生们
拽了我的手就往外拉。“还有好一会儿才上
课呢，我们去捉一会儿迷藏吧！”我想想也
对，还要等十多分钟，还是去玩会儿吧。

那所学校，依山而建，我们就在灌木丛
中玩开了。可是我躲了好久，也没见学生来
找我，正纳闷着，突然一个激灵：“不会是听
不到铃声吧？”当时，上课铃是要手敲的。当
我直起身时，冷汗直冒：周边一个人影都没
有。

我立马冲下坡，看到校长立在教室门
前，他先说了一通话，大约是，你现在是老师
了，就要有老师的样子，然后笑眯眯地说：

“没事，知道了就好。”
这就是我的第一堂课，让我学到了许多

——校长对年轻人的宽容爱护，对年轻人的
循循善诱，一直温暖并影响着我。在我的职
业生涯中，提早候课这一习惯，应该是在那
一天便形成了。

问：很多老师对那些“差学生”常常感到
无能为力，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总是让你
感到失望。遇到“差学生”，您是怎么做的？

答：遇到这类学生，我会先试着“读懂
他”。 一个“差生”形成的背后，一定有不为
我所知的原因。

接着，试着让同学“接纳他”——利用班
队课时间，让孩子们明白，不是所有人的父
母都是轻风拂面的，有的孩子是在爸爸的打
骂声里长大，他以为解决事情的办法就是如
此简单粗暴，我们要试着理解他，再引导同
学们发现他的优点，一起来夸夸他。

最重要，是“用爱改变他”。你要有更大
的耐心时常关注他，多和他交谈，处处关心
他，让他感受到你的爱。

几乎所有的差生，都会有他异于常人的
“故事”，而正是这故事，造成他是差生这一
“事故”。而这“事故”处理的理想方式，通常
就是“爱”和“耐心”。

问：当老师的成就感是啥？挫败感是
啥？

学生的变化，家长的肯定，同事的夸奖，
应该就是当老师的成就感了。尤其是看到
学生的进步，竟可以拉升一个家庭的幸福指
数。“盘活”一个孩子，有时就“盘活”了一个
家庭，这种时候就特别骄傲。觉得我们虽然
是小小的老师，却有着大大的能耐。

挫败感不太有，无力感常有。疫情期
间，常有教学以外的事务要完成，平时花在
教学上的时间变少，却又无可奈
何，故而常是叹息，常有
无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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