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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辆车”是爸爸的肩膀。他努力
托举起的高度，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他或
许不善言辞，却用无声的爱意浇灌我们的一生。
父亲节，派友圈里温情涌动，派友晒出父亲的老
照片，回忆温馨的亲子时光，道出埋藏在心底的
感恩……字字句句，戳人泪点。

6月16日《宁波晚报》

按照传统的家庭观念，父亲大都是不苟言笑
的形象；和年轻人相比，许多上了年纪的父亲并
不擅长情感表达。明明内心很在乎子女，却始终

“爱”在心中难开；明明对子女饱含认同与情感，
却终究开不了口……然而，“父亲深沉的爱”却体
现在具体而微的行动之中，体现在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的细节之中。

精心地保留着和子女相关的物品，暖心地为
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哪怕自己挣钱不多也努
力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一些……“父亲深沉的爱”
不仅是沉甸甸的家庭责任，也是暖洋洋的关爱，
让孩子们在无形之中得到了精神滋养。

不论是网购礼物，还是陪父亲一起吃饭，抑
或是发个红包表示心意，父亲节这天，在越来越
讲究“仪式感”的当下，不少年轻人会选择用各
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情感表达。虽然血缘关系
是天然的社会联结纽带，但父亲与子女之间的

互动链条也需要润滑剂和黏合剂，以节日的契
机来表达牵挂和关爱，父亲节对所有人都是一
个提醒。

在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之下，“节日经济”很
是火爆，父亲节也不例外。通过购物、消费来进
行情感表达没有原罪，却并非父亲节的精神内
核，对于很多父亲而言，他们最渴望的不是子女
的礼物，而是子女懂得体谅、愿意陪伴。

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许多子女通常没有
足够的时间陪伴父母；哪怕是春节等假期回到老
家，一些年轻人也将有限的时间耗费在一些缺乏
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上。珍惜相聚的时光，让有限
的时光变得更有滋有味，子女的陪伴同样会带给
父亲们以心灵的抚慰和情感支持。

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中国人的“意义之网”在
不断重塑和更新。从含蓄内敛到开门见山，愿意
进行情感表达，父亲节受到重视的背后，是人与
人之间情感与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如果懂
得体谅、愿意陪伴，父亲节就会过得更有意思。
更进一步说，对父亲的关爱不在于某一天的“爆
发”或者某一时间的心血来潮，而是应该将其融
入日常生活、融入细节之中，也并非“消费越多，
爱得越深”。当更多子女懂得体谅、愿意陪伴，当
更多子女和父亲们的心贴得更近，父亲们显然会
生活得更有品质、更有幸福感。

“go go go！别放慢脚步！想做就去吧！
无论是骑过的车还是户外留下涂鸦！go go
go！再见了小班请别忘了它！你在这里唱歌画
画还成为更好的他！”近日，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
曲，席卷了宁海部分家长的朋友圈。这些歌曲的
创作者是宁海县实验幼教集团的一位老师——
赵若希。临近期末，她熬夜两周，为自己班的每
一位幼儿谱写了一首小曲。这是她送给孩子们
独一无二的“期末评语”。

6月14日《宁波晚报》

近年来，给学生写“花式评语”的老师频现，
之前就有“漫画式评语”“藏头诗评语”“插图式评
语”等。这些“花式评语”既彰显“师者匠心”，又
体现“教育智慧”。

众所周知，每到学期末，给学生写评语是班
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许多班主任由于年年写，
早已形成套路，流于形式，有的甚至照搬往年，应
付了事。但要知道，学生始终处于动态的成长过
程中，不仅行为品性在变，学习生活也多有变
化。由此可见，“程式化”的评语并不能准确、客
观地反映或评价学生的综合表现。这也难怪学
生拿到“程式化”评语时，看一眼就塞进书包里，
鲜有反复品读甚至细心收藏的。

而此次宁海县实验幼教集团的赵若希老

师，针对班上不同幼儿采取“小曲式评语”的方
式，给每一位幼儿谱写了一首小曲，无疑是一种
教育创新。这种“小曲式评语”是教师立足幼儿
个性差异、满足幼儿不同需要、促进幼儿最大限
度发展的一种体现，更是教师用心用情的一种
表现。

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智慧。有时候，对学
生的中肯评价甚至客观批评容易挫伤他们的积
极性，但用表情包、藏头诗、漫画和小曲等方式
来表达，容易让他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认识到
自身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而看到正面评价的学
生，也更容易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成就感，这或
许比一张奖状的激励作用更大。难怪一些学生
家长看到这样有创意的“小曲式评语”之后，立
马给予点赞和好评。可见，“小曲式评语”“插图
式评语”也好，“藏头诗评语”“漫画式评语”也
罢，不但创意好，而且教育效果更好，更容易走
进学生内心。

这样的“花式评语”虽然给班主任增加了麻
烦，带来了挑战，但可以给学生无尽的期待，成
为师生互动的绝妙载体。笔者也期待这样的

“小曲式评语”不妨多些，再多些，从而让我们的
学生在老师们的“教育智慧”引领下不断进步，
健康成长。如此，这不仅是学生之幸，更是教育
之幸。

姜萍“跨界逆袭”
给普通人的启示
戴先任

近日，17岁的中专女生姜萍，服装设计专
业，闯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17岁的
中专女生，学的是服装设计，居然入围了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还以93分的好成
绩，排名高居第12位。 6月15日《钱江晚报》

给姜萍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再恰当不
过。中专生“逆袭”，闯进全球数学竞赛决赛，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姜萍的“逆袭”故事堪
称传奇。

姜萍是服装设计专业，在做好本业的同时，
能够沉下心钻研数学，并取得相当高的造诣，“逆
袭”成为“天才少女”，这样的故事对普通人来说，
似乎太过遥远，故事确实很励志，但却很难复制，
要不逆袭的“天才少女”为何只有姜萍一人？

实际上，姜萍的故事，对无数普通人来说
也不无启发意义。数学需要兴趣与天赋，对普
通人来说，可能付出再大努力也难以成为“数
学天才”，但姜萍的故事告诉众人，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就算成不了“天才”，通过持之以恒、努
力学习，也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

现实中，一些人总是喜欢抱怨环境，为“躺
平”甚至“摆烂”找借口。是金子总会发光，环
境影响人，但人也可以改变环境，心有多大，舞
台就有多大，姜萍以中专生身份闯入全球数学
竞赛决赛，就算有“天赋”加持，但更多是自身
努力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姜萍能够在全球数学竞赛
决赛上崭露头角，也在于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
赛不设门槛、不问身份，给了像姜萍这样学历
不够“抢眼”的人才以展示机会。“不以学历论
英雄”“不拘一格用人才”，不仅是在数学竞赛
这类舞台上，在其他的舞台，比如就业市场等，
同样应该如此，这样才能避免埋没人才、“天
才”，更好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而相较于姜萍的“跨界逆袭”，中专生、职
校生学有所长，成为专业领域的“世界冠军”
等，同样值得喝彩。但舆论对职校生逆袭成为
学术领域的“精英”夸奖不已，对一些职校生在
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状元”，却殊少掌声，背
后可能仍然隐藏着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比如
此前有职校生通过“刮腻子”“拧螺丝”成为世
界技能大赛舞台上的冠军，就没能受到舆论如
此大的关注。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转变观念，重视
职业教育，当有更多职校生从“没前途”变成专
业领域的“世界冠军”，成为受人尊重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当姜萍这样的“跨界逆袭”，和职
校生“本业逆袭”能够相得益彰、不断涌现，才能
更好地体现社会活力，“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的美好愿景才能成为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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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父亲节，从“父亲深沉的爱”说开去
杨朝清

街谈巷议

“小曲式评语”体现“教育智慧”
叶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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