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是教育者的情怀，“爱”是教师的职业特性 

——读毕淑敏《爱怕什么》有感 

假期是一个教师最能入静的时候，所以也是教师最有收获的时候。

假期是教师阅读的最佳时期，也是教学反思的最好时机。因为我们不

再琐事缠身，不再疲于应对。有的是时间可供我们静心读书，深入思

考教师的成长之旅是一部漫长的心灵之旅。这个旅程是从阅读开始的。

读最好的书应当是为人师者身体力行的职责。不在于读很多，而在于

读最好的。即使有一些书很难轻易地读进去，但也要设法读进去。 

《爱怕什么》是毕淑敏的散文名篇，被现代人称为“心理散文”。

在读的过程中，我对文章产生了特有的激动，或许是毕淑敏在字里行

间对我的打动，我在毕淑敏散文中，体味到“爱”的真谛——“爱是

神奇的化学试剂能让苦难变得香甜，能让一分钟永驻成永远，能让平

凡的容颜貌若天仙，能让喃喃细雨压过雷鸣电闪。” 

“爱”是教育者的情怀，“爱”是教师的职业特性，“爱”是灵魂

工程师们的之情，“爱”是学生成长的土壤，“爱”是学生快乐的源泉。

“爱”是孕育万物的草原。在这里，能长出能力、勇气、智慧、才干、

友谊、关怀……所有人间的美德和属于大自然的美丽天分，爱都会赠

与你。” 

爱是那样的需要表达,就像耗竭太快的电器,每日都是充电。重复

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 

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饵闪去。爱

的起初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引力。在爱的极早期,就

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始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



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斩钉截铁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

灰地献身。爱一桩事业,就呕心沥血。爱一种信仰,就至死不悔。 

爱怕模棱两可，要么爱这一个,要么爱那一个,遵循一种全或无的

原则。爱,就铺天盖地,不遗下一个角落。不爱就快刀断麻,金盆洗手。

迟疑延宕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爱怕沙上建塔，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遗下的

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 

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

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 

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滑,色彩艳丽,没有精致

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它是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

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 

爱是一个有机整体,怕分割。好似钢化玻璃,据说坦克轧上也不会

碎,可惜它的弱点是宁折不弯。一旦破碎,就裂成了无数蚕豆大的渣滓,

流淌一地,闪着凄楚的冷光,再也无法复原。 

爱的脚力不健,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

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地以

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你也许后悔莫及。尽量地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

一的时光。 

爱像仙人掌类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

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成针,恒远久长。 

爱怕平分秋色,在爱的钢丝上不能学高空王子,不宜做危险动作。



即使你摇摇晃晃,一时不曾跌落,也是偶然性在救你,任何一阵旋风,

都可能使你飘然坠毁。最明智最保险的是赶快从高空回到平地,在泥

土上留下深深脚印。 

爱怕刻意求工。爱可以披头散发,爱可以荆钗布裙,爱可以粗茶淡

饭,爱可以餐风宿露。只要一腔真情,爱就有了依傍。 

爱的时候。眼珠近视散光,只爱看江山如画。耳是聋的,只爱听莺

歌燕语。爱让人片面,爱让人轻信。爱让人智商下降,爱让人一厢情愿。

爱最怕的是腐败。爱需要天天注人激情的活力,但又如深潭,波澜不惊。 

说了爱的这许多毛病,爱岂不一无是处。 

爱是世上最坚固的记忆金属,高温下不融化,冰冻不脆裂。造一艘

爱的航天飞机,你就可以驾驶着它,遨游九天。 

爱是比天空和海洋更博大的宇宙,在那个独特的穹隆中,有着亿

万颗爱的星斗,闪烁光芒。一粒小行星划下,就是爱的 雨丝,缀起满天

清光。 

爱是神奇的化学试剂,能让苦难变得香甜,能让一分钟驻成永远。

能让平凡的容颜貌若天仙,能让喃喃细语压过雷鸣电闪。 

爱是孕育万物的草原。在这里,能生长出能方、勇气、智慧、才

干、友谊,关怀……所有人间的美德和属于大自然的美 丽天分,爱都

会赠予你。 

在生和死之间,是独特的人生旅程。拥有一份真爱,就是照耀人生

温暖的灯。 

让我们尽情的赋予学生们更多的“爱”，面对鲜活充满童贞的孩



子们，让我们释怀人本的真“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见“爱”的

种子成长的姹紫嫣红。 

其实对孩子的爱也分为很多种，特别是对不同的学生，我们要理

智地去爱。什么样的学生适合什么样的爱，你需要去量身定做。对于

成绩优异又傲气的孩子，你尽可以严爱；对于成绩较差又自卑的孩子，

你尽可以慈爱；对于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孩子，你要引导他去爱…… 

这是我对毕淑敏老师《爱怕什么》最认真的理解与诠释了，是内

心颤动的结果。 

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高尔基

也说过：“书是人类的进步阶梯。”书，是知识经验的载体，它记载着

古今中外的各类知识，它可以对我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丰富积累、

提高素质，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书是无言的诚实者，书籍是智慧的海洋船：从野蛮到文明，从庸

俗到崇高。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精益求精。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没错，田要细耕，书要精读，只要这样，你就可

以读懂好书里的“救济粮”。我想到了名人的一句伟话：“书是精神的

粮食。”是的，书可以以粮食的名义替代，生活中的难题可以在书中

寻找解决的方法。书就像无声的导师，引导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

我们学识渊博，使我们心胸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