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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 烟
□太和县桑营镇三店中学    刘    方
炊烟是我儿时最熟悉的味道了。每每到了庄户人家该做饭的时间，家家户户房脊的烟筒里便
冒出了袅袅烟雾，慢慢的整个村庄就被笼罩在烟雾中。
儿时的日子是被炊烟熏过的。娘会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头顶烈日，把做饭用的木柴、秸
秆、枯草、树枝、树叶用杈子一遍一遍地翻晒着，把晒干的柴草再垛起来，上面用麦秸编成
的笘子盖上。做饭用的柴草和油盐米面一样重要，没有柴草饭做不熟，那时每一家的院子里
都堆着一垛柴草。
用来做饭的灶台是请村上最好的瓦匠砌的，不给工钱，那时也没有给工钱这个概念，庄户人
会用几个白面饽饽做酬劳。灶台砌得不好，烟会憋在灶膛里不顺着烟道冒出，还会从灶口里
反扑出来，缠绕在屋子里散步，把正在做饭的娘呛得满眼是泪。灶台连着炕，烟从灶膛里进
到炕洞里，在炕洞里拐上几个弯，再从烟筒里冒出。冬天的热炕头是我儿时的乐园，夏天睡
在上面却是煎熬。不管春夏秋冬，热炕头是娘用来治疗我们感冒的良药，我们姊妹中只要有
感冒的，娘就会让我们躺在热炕上，上面再盖一床被子：“别说话，闭上眼睛睡一觉就好
了。”果真，一觉醒来，大汗淋漓，浑身却轻松了，感冒好了。不像现在感冒，又是吃药，
又是打针，甚至还要去医院，兴师动众。小病，庄户人足不出户自己就看好了。
娘一边往灶膛里填着柴草，一边拉着风箱，手还不时地在围裙上擦拭着，从面盆里挖出一疙
瘩面，或拍成饼子，或做成窝窝头，放进冒着热气的锅里。汗珠顺着娘的发梢流到脸颊上，
又滴进面盆里，或是锅里，或是地上。炊烟不计较，家人不嫌弃，每一顿饭都加进了娘用自
己的汗水和智慧做的佐料。
炊烟是我儿时最温暖的风景。背着书包下了学的我，在密密麻麻的房顶上寻着家的烟筒，那
是娘的“消息树”，如果烟筒没有炊烟升起，是娘下地劳作还没有回家，烟筒有烟冒出，并
且烟越来越粗，越来越大，我能想象的出，娘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往灶膛里填柴禾的情景。
最喜欢邻村是在集市的这天了，这天娘一般不下地干活，因为要去赶集，回来的竹篮里放着
新鲜蔬菜，还有几个小小的梨子、苹果、西红柿，这已经是我的最爱了。那时就盼着邻村开
集市的这一天，人坐在教室里，心却飞到了娘赶集的竹篮里。
《小兵张嘎》是儿时最喜欢看的电影了，小孩子家不懂得是非香臭，不学嘎子如何机智打鬼
子，而是学着嘎子在房顶上跑，给和自己有矛盾的小朋友家堵烟筒，往人家的烟筒里扔土
块。
屋顶上的烟筒，有的是用砖块垒的，像座小碉堡，有的是烧制的，似花瓶，四周有镂空的花
纹。乡下人讲究风水，房子盖得不能比左邻右舍的低，烟筒也不能让左邻右舍的压住。烟筒
便一家比一家的高，风水我不懂，但烟筒高了好冒烟是真的。
有了烟筒就有了炊烟，就有了温馨和睦。从炊烟里也能辨出一个家庭的兴与衰。一天三顿烟
筒里都冒着汹涌的炊烟的人家，一定是人口多，家底厚，衣食足。一天只冒一、两次或是根
本就不冒烟的烟筒，一定是贫寒人家了。炊烟是面旗，只要这面旗还飘荡，就一定有人类的
生存。
袅袅炊烟，是乡村最美的图画，儿时生活过的乡村，现在都用上了液化气。弟弟给娘也接上
了液化气，娘不用，说拉了一辈子风箱习惯了，上了年纪，万一忘了关液化气阀门，那事情
可就大了。任凭弟弟怎么说，娘依旧还是用柴草做饭。或许娘是真的担心安全问题，而我却
觉得娘是在用那袅袅炊烟，召唤着远在他乡的儿子，好让她的儿子沿着升起的炊烟，回到生
他养他的地方。
我凝神的眼睛里突然有了泪花，因为朦胧中我看到了远方升起的袅袅炊烟……

秋 径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婷婷
萧萧清秋孕金俏，
瑟瑟满枝挂冬风。
繁花落尽白发生，
小径浮雪融有时。

我想让太阳看看我
□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    胡付彪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落在公园的小径上。我领着三岁的孩子在公园漫步。孩子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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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只活泼的小兔子，对周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亮晶晶的小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
我紧紧握着孩子的小手，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忽然，阳光变得炽热起来，我不禁皱起眉
头，从背包里取出一顶小帽子，想给孩子戴上，嘴里还说道：“儿子，太阳太晒了，会把你
晒黑的，还可能晒伤呢，来，戴上帽子。”小家伙却伸出小手挡开我，奶声奶气地说：“我
想让太阳看看我。”
我一愣，看着孩子纯真的脸庞，笑了，于是让他接受阳光的轻抚与打量。
回到家后，我陷入了沉思。在生活里，我们常常忽略甚至扼杀了多少这样的童真之喜呢？大
人总是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自认为是在保护孩子，不断给孩子各种建议和指导，却往
往忽视了孩子的需求以及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
为什么我们大人会用惯性思维解读孩子的想法呢？大人在社会中生活多年，形成了固定的行
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习惯用既有的生活秩序和审美标准去评判事物。而且在大人的认知里，
很多事情都有既定的规则和答案，所以就会不自觉地用这些标准去要求孩子，而没有意识到
孩子的世界是充满独特幻想和无限创造力的。
在家里，这类事情屡见不鲜。那次孩子在家画画，他拿着彩笔在墙上肆意涂鸦，墙被画得一
塌糊涂。妈妈看到后，立刻制止，皱着眉头说：“宝贝，墙不是用来画画的，这样多脏啊，
以后不许在墙上画了！”孩子抬起头，眼中满是委屈，说道：“妈妈，我想画一个大房子给
你们住。”妈妈当时并未理解孩子的想法，只觉得孩子不懂事在捣乱。其实孩子是在用自己
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家人的爱，可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在妈妈的制止下受到了压抑。如果我
们换位思考，假如我是孩子，我满心欢喜地想要给家人创造一个美好的居住之所，用画笔在
墙上描绘出心中的大房子，却被妈妈制止，我会不会很失落？我多么希望父母能先倾听我的
想法，理解我的意思，然后再温和地告诉我哪些地方可以画画，用什么画笔表达我的爱。
在班级里，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呢？课堂上，语文老师提问：“春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孩
子兴奋地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说：“春天是有魔法的，它会让小花朵们穿上五颜六色的裙
子，在风中跳舞，还会让小虫子们开音乐会。”这个充满童趣的答案引来同学们哈哈大笑。
但是，很可惜，老师一本正经地纠正道：“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我们要用规
范的语言来描述。”那孩子听后，慢慢坐了下来，眼中的光芒黯淡了许多，从此不愿意多说
什么。老师从传授知识的角度出发，期望孩子给出标准答案无可厚丰。但是，却因为忽视了
孩子充满诗意和想象的内心世界。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假如我是这个孩子，我充满期
待地分享自己心中奇妙的春天，却被老师否定，我会有什么感受呢？我是不是很沮丧，因为
我多么渴望老师能认可我的想象，再来引导我，鼓励我继续大胆想象。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有着自己的生长密码和发展特点。作为关心他们、想要帮助
他们的大人，我们需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尊重孩子的感受，找准孩子的最近发展区助力他们
幸福成长。就像公园里想“让太阳看看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是孩子对世界好奇与热爱的表
现。
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努力换位思考，“假如，我是孩子，我怎么想？”“假
如我是孩子，我怎么做？”
有时，是蹲下身来把自己想象成孩子，他的身高没有那么高，他看到的世界跟成人不一样，
不过，他看到的可能更接近事物的真、善、美；有时，是想象自己孩童时，我会有哪些想
法，可能会幼稚一些，但这恰恰是这个时期孩子真实的样子，想法很新奇，很有趣；有时，
是用一颗纯真善良的心欣赏孩子丰富的想象和幻想，引导他们在适当的情境下发挥他们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风
□庐江县教育体育局    何    德
风是自然界的产物，它给人类带来清新的空气，带来天气变化，带来四季轮回。
风之于自然，有着无形的威力。
春风，一夜花开，万木峥嵘，大自然恢复勃勃生机。
寒风，冰天雪地，银装素裹。那冰冻的土层，悄然发生着变化，重塑了外形。冰封的土地
下，虫卵冻死，瑞雪兆丰年。
秋风扫着落叶，呈现出生命的绚丽多姿，助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
台风摧枯拉朽，有极大的破坏性，飓风对人类更是灾难，需要监测预防，降低损失。
风之所到与不及，影响着气候变化，决定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因喜马拉雅山脉对海洋气流的
阻挡，使得印度湿润多雨，一片绿洲，而我国新疆地区却异常干旱，沙漠绵延。秦岭作为中
国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巍峨的群峰对气候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冬季，秦岭阻挡来自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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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寒冷气流，南部地区相对温暖，北部寒冷。夏季，秦岭对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的阻
挡，使得北方干燥而南方湿润。
风于人类也有重大影响。东风是正义和智慧的代名词，两股势力较量时，不是东风压倒西
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诸葛亮巧借东风，火烧赤壁，大败魏军，使得魏蜀吴三国鼎立，改写了中国历史。
南宋皇帝赵构苟安一隅，贪图享乐，“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忘了国恨家
仇，成为千古昏君，历史罪人。
风寒、风热、风湿侵入人体，都会导致人体抵抗力的下降，生理功能的紊乱，生灾害病，治
疗要对症下药。
社会也有风，那便是民风、政风。
民风包含人情风、世故风，它们共同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或晴空朗月，社会和谐，
或乌烟瘴气，善恶不分。
人情大于债。不切实际的相互攀比、过重的人情往来玷污了纯洁的人际交往，压得人喘不过
气来。此风非改不可。
世故风是处世文化，一旦形成，如影随行，无处不在，个人难以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是中国
士人的最高标准，如果人人都固守自好圆滑，还有谁来与不正之风抗争？
现在流行一股歪风，圆滑世故的人称坚持原则的人不够成熟，还讥讽较真的人幼稚、小白。
专门教人圆滑处世的书籍甚至能大行其道。歪风不刹，正风难行。
政治也是一股风，风清气就正，气正则政通人和。
十八大之后的“八项规定”就是一股清风。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于我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严格执行“八项规定”，我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教育界也有风，那便是学风、教风、校风和学术风。
校风影响教风，教风影响学风，学风反过来也影响校风。校风不纯，则教风难正，教风不正
则很难形成优良的学风。教育管理者不能不清楚这层辩证关系，不能放任校风不管，目光向
下，眼睛只盯着教风学风。学校相对来说是块独立的教育阵地，尽管不可能不受社会风气和
教育大环境的影响，但学校的核心人物要有责任担当，要主动成为挡风墙、过滤网。一位好
的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学校，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不良的学术之风是重度污染的空气，毒害性很强。有人为骗取科研经费，不惜数据造假；有
人为沽名钓誉，剽窃抄袭；有人好高骛远，小题大做，借风扯大旗，虚张声势。不良的学术
之风甚至对社会风气也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学术研究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耐得住十年冷板凳也难得有一点创新发现。基础教育界怎么可
能千军万马搞教研，轰轰烈烈搞课题，丢了主业搞副业。如今课题论文多于牛毛，有实际价
值者少之又少，且真假难辨，良莠不分。论文的筛选已是人力所不逮，需要使用电脑的专业
查询程序才能鉴别。何其混杂。
关于教学有许多经典的教育理论，它是师范生的必修课，专业出身的教师肯定具备基本的教
学技能，完全能胜任教学工作。而现在的怪象是，新理念、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教师上
岗前必须接受不参与一线教学的“专家”培训，还得学习“名师”经过反复打磨的课堂教学
表演。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关爱学生、潜心教学自然就能提高教学技能，提升教学艺术。若把
教学变成教研的工具，这就是本末倒置，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抓住毛皮丢掉了根本，最终弄
得个啼笑皆非，得不偿失。
亿万年来，水和空气都是寻常物。社会进步了，难道我们就该嫌弃它“落伍”了？就要改造
它？就要设法用高科技替代它？教学基本常规就是教育的水和空气，何尝不要坚守。
教育是智慧，更是良心活，教学需要师生心灵的相互感应。课堂教学是循循善诱的互动过
程，耳提面授的方法虽然很原始，但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千年传统。如今教育界刮起“
西洋风”，有人打着创新的幌子，想方设法要否定传统，违背常规，处心积虑地变换花样，
让一线教师无所适从，为广大教师所诟病。
面对基础教育界的折腾现象，现代教育家魏书生先生痛心疾首，大声疾呼老祖宗经典的教育
理论永远不会过时，中国教育要刮“中国风”。
教育需要正本清源，教育呼唤时代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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