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年园地

我的 第一堂课
刘 静

在北京的时候， 我听过上届讲师 团 同 志 们 的 汇

报，很 羡慕他们的锻炼收 获。现在轮到自 己的 头 上，

才真正 体会到要取得成绩是多么 不容易啊！

1986年 9月 12日，我在哈 密师范学校第一次 登 上

了讲台，站在三 尺 长的讲桌旁，注视 着40 多位比 我小

不了几 岁的青年朋友的脸，心情紧张地讲完 了 第一堂

政治课。从这一天起，我就成 了哈 密师范学校的 政治

课教师 了。当我度过了教学工作的第一天 之 后，我深

深地体会到 当教师是很 不容易的 事。

首先是备课难。没有备课之前，我从未对 备课难

有现在这 样 深的 体会。也许老教师有广博的 知识和

丰富的教 学经验，备课容易些，而我则由 于 刚从大学

毕业，社 会阅历 浅，知识 面 不够宽，只得 把 劲 用在备

课上。资料室、阅览室成了我上讲台前的备课 室，希

望从各种杂志和书报中找 到学生满意的内容。要 想 从

多种书刊中找到最好的答案，这可是一项十分 繁重的

劳动。它既 包括体力劳动——在书架前反反复复 地蹲

起，也 包括脑 力劳动——使自 己的脑神经在各种 书刊

之间频频跳跃。备好一节课，难呀！ 资料找 到 了，还

要考虑怎样用通俗 易懂的 语言表达出来，才更有 利于

学生接受，得到更大教益。为了这一点，就曾花费很

大的精力和时间一遍一遍地修改教学方案。

其次是，上讲台难。人们平日里讲 话，可以 用各

种各样的手势和姿态，听者不会过 于关心。然而站在

讲台上， 面对这些过去称作 “弟子”的学生，就 不一

般 了，为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 们的眼

睛。为了搞好教态，讲师团的伙 伴们挤出时间 帮助 我

试讲，一次， 二次 ，三次，每次都给我指 出了一些需

要改进的地 方。比如台上站 立要稳，讲课时 语 气要自

然、平和，以 及怎样使内容连贯起 来等等。登讲 台 前

学校是要进行试讲 “验 收”的。经 过 比 较 充 分的准

备，开课的前一天， 我登上 了“验收 台”， 用 多 日 辛

苦准备的成果向学校验收的老师们汇报。当我的 教 态

被学校通过的时候，真为迈出这艰辛的一步激 动 得泪

水直流，舔一舔滴在颤动嘴唇上的泪水，直 觉得甜 滋

滋的。

我的教 学工 作刚刚开始，今后的路 还很 长，定会

遇到不少困难，现在唯一能够汇报的，就是 我很 热 爱

我们的讲师团，愿 为哈 密地区的教育事业 努 力 工 作。

（本文作者是财政部赴新疆讲师团 成员，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青年干部）

青年园地
把知识献给财政事业

为了发挥青年人的聪明 才智，鼓 励 大家为搞好 机

关工作献计献策，前不久，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召 开 了

题 为“把知识献给财 政 事业” 的 大学、 大专毕业生座

谈会。

在座谈会上，十 几名 大学、大 专 毕 业 生 各抒 己

见，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一致认 为：国 家

培养我们上 了 大学，现在到 了该把知识奉献给人 民，

为 财政事业做贡献的时候 了，心里 有一种迫 切 感和责

任 感。有位 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 的同志深有体会 地

说：我虽 然大学毕业 了，但是在实际工 作 中，我感 到

自 己知 道的东西还很少，只 有在实践中虚心 求教，不

断学习，才能胜任工作。有的同志提 出：现在我们 不

能以 就 事论事地做 完具体工作为满足。应该 搞 点理论

研 究，注意总结 经验，这样才能提 高 财政理 论 水平，

更好地指导工作。

东城区财政局张家齐局长参加了座谈会，他 勉 励

大家勤奋学习，努力工 作，开动脑筋，发挥大 学生的

作用，为东城区财政局工作的开拓、创新作出贡 献。
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  刘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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