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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也是这样的初秋时节，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颠簸路途，带着紧张与期待，我来

到了离家千余公里外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囊谦县，成为县第一民族中学的一名数学

教师。

作为一名 2020 届青海省公费师范生，我

曾对教师职业有过很多的设想，但一踏进县

中，心中还是会迷茫：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父

母，怀念大学校园的时光，平均海拔 3000 多

米带来的不适……同时，成为 55 名初一学生

的班主任，也让我感到责任与压力：教师之路

该怎么走？

但是，讲台有种神奇的力量，指引我一路

前行。第一次召开班会、学习开学第一课、组

织班级活动……站在讲台上的我，逐渐走向

成熟。我教授的是初中数学，如何让牧区的

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一元二次方程、基本函数

等数学概念？我尝试用孩子们身边常见的牦

牛、羊群，解释一些难懂的知识点。结果孩子

们很快就理解了，这也让我增添了不少信心。

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家访也是我

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骑上摩托车，穿梭

在窄窄的乡道上，草原鲜甜的气息让人心旷

神怡。不过更让人感动的是牧民们的热情，

他们会把新采的蘑菇、蕨麻和新煮的牛羊肉

端上来，以淳朴而隆重的方式欢迎你。除了

交流孩子的学习、在校表现情况，许多家长还

反映，孩子们会把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历

史故事讲给他们听，对于很多没有上过学的

牧民来说，孩子成了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一

扇窗户……那一刻，沿途经历的寒风、蹚河爬

山的辛苦都会一扫而光，因为我与孩子、家

长，都有连着心的路。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校园突然停电，为保

证自习纪律，我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孩子们安静地听着，皎皎月光从窗户里洒进

来，映照在他们纯真的脸庞上，有几个同学甚

至听得热泪盈眶。第二天，身为数学老师我给

大家布置了一道语文老师的“作业”：让大家谈

谈自己的梦想。“我想当一名守护平安的警察”

“我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想成为教书育人

的老师”……纸条上那一行行的字，仿佛一条

条延伸向未来的希望之路。我知道，那是孩

子们梦想的路，也是我脚下的路。

（本报记者贾丰丰采访整理）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第一民族中学教师谢岚馨——

孩子们梦想的路，也是我脚下的路

我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住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西燕镇大龙洞村。周

边石山耸立，紧靠着 8400 亩的大龙湖水库。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库区孩子的教育曾是

个难题。为方便孩子就近上学，西燕镇中心

学校在库区的刁望庄设立了教学点。为了让

更多孩子接受教育，我挨家挨户做家长的思

想工作，还砍了自家的椿树做成木船接送不

同村庄的孩子上下学。

37 年时间里，我摆渡了 14000 多次，孩子

们都亲切地叫我“摆渡教师”。

37 年过去了，大龙湖的水涨了落、落了

涨。想起 1985 年，20 岁的我第一次来到教学

点。一到五年级五六十名学生乌泱泱地坐满

整个泥瓦房，挂着鼻涕泡的娃娃只有 5 岁，也

在一起跟读。那时，整个教学点只有我一个

人，既当老师又当厨师：上午 10 点半下课就

去厨房煮上饭，回来上课到 11 点再去炒菜。

教学点没有操场，也没有什么器材，为了让孩

子们有课外活动，我用石块、水泥搭了乒乓球

台。那时候，一天到晚和孩子们在一起，难免

照顾不到家人。有人总劝我另谋出路，但看

到眼前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我还是咬牙坚

持了下来。

我被评为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后，社会各

界开始更多地关注到我们。大家的爱心，让

我们拥有了崭新的文具、衣服，还有“希望之

舟”——一艘有动力、有顶棚的铁船，让我摆

渡孩子们上下学更方便、更安全。

尤其是这几年，教学点的环境有了极大改

善，不仅操场修建起来了，还配备了运动器材、

无线网络、卫星电视、智能电子屏……咱们的

教学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课也跟城

里一样直接用课件，还能放电影，课堂趣味性

很强。甚至每天都有专人把新鲜的食材送到

教学点来，我只负责专心做好教学工作。

一批批孩子从这里毕业，走出库区、大

山，考上了大学。经济条件改善的家庭，也将

孩子送到库区外接受教育。新学期到了，我

去领了 7 份教材，3 份给老生、4 份给新生，我

不曾想到，有一天教学点的孩子会这样少。

虽然学生少，但要做的工作可一样不少，安全

教育、文艺比赛、家访……小娃娃常常向我倾

诉烦恼以及对父母的思念，孩子们对我的信

赖使我感到满足。

或许因为交通不便，刁望庄的人格外渴

望远方，而教育正是跨越迢迢水路、通往广阔

世界的坚实之路。

（本报记者祝佳祺采访整理）

广西南宁市上林县西燕镇中心学校刁望教学点教师石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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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他们向下扎根，却向上托举起大山深处

的教育梦想；有一群人，他们满头银发，却将知识的光与

热送往偏远边陲；有一群人，他们走出校园，又踏入校

园，挥洒青春力量……无数的他们汇聚成一个共同的名

字：老师。

一支粉笔书春秋，两袖春风化桃李。于无数学子而

言，“老师”二字重若千钧。优秀的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

解惑的良师，更是廓清前途迷雾、照亮心灵成长的引路人。

求知求真的学业之路，或许路途崎岖，因有老师的

奉献与守护，才得以跨千山、越万水。从海拔 4800 米的

西藏日喀则市昂仁县宁果乡小学，到祖国南端的海南三

沙市永兴学校，再到地处边陲、守望国门的延边大学

……无数老师扎根在大江南北、坚守于山水林湖，用赤

诚与坚持，诠释着教育公平与普惠。一片丹心、三尺讲

台，他们呵护着孩子们的上学路、向学心，划舟桨摆渡、

溜绳索渡江、爬钢梯上山……无悔无怨，只为“一个孩

子也不能少”。

崇德向善的成长之路，或许盘旋曲折，因有

老师的教诲与指引，才得以走正路、行正道。“经师易

求，人师难得。”教师之优秀在于教书育人，更在于立德树

人，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

路人。上好一门思政课，让学生感悟初心、砥砺前行，这

是言传；不求名利、甘于奉献，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是身教。言传身教间，立身做人的道理、真善美的追

求、远大坚定的信仰逐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终身

受益。

岁月奔腾，时代向前。如今，大桥将上学路的天堑

变为通途、网线让身处深山的教室联通辽阔的世界。硬

件设施的更新升级，让老师得以跨越时间的限制、地域

的阻隔，更好地传授知识。而无数优秀老师则在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中，激发出向上向善的精神力

量，指引学生迈向更辽阔的人生之路。

又是一年教师节，让我们向所有奉献和坚守在教育

一线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向下扎根 托举梦想
陈世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一支桨划了 37 年，护航着水库周边孩子们的上学路；一辆

摩托车走了 1000 余公里，穿行在高原牧区的家访路；一本思政

课学习手册延续了 20 多年，启迪着大学生的人生路……目前，

我国专任教师总数达 1844.4 万人，广大教师立德修身、潜心治

学，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在第三十八个教师节即将到来

之际，我们走近来自小学、中学、大学的 3位教师代表，倾听他们

的动人故事，也向所有扎根在大江南北、奉献在教育一线的老师

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老师，您好！ ——编 者

一门思政，三尺讲台，二十余载。

我是思政课教师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从

一名初上讲台的年轻教师，逐步承担一系列

教学科研项目，到担任思政课教材编写组首

席专家，再到获评全国优秀教师……我和学

生们打成一片、一起成长，乐在其中。

如何让思政课更有吸引力，让学生愿意

学、学得进，自觉“赶场”来听一堂思政课？说

实话，不容易！

在长期的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我觉得讲好

思政课有“几难”：讲准确了难、讲深刻了难、讲

透彻了难、讲鲜活了难，令学生信服最难。打

个比方，好的思政教育应该像盐，不可或缺

但又不能光吃盐。讲好新时代的思政课，就

要在“放盐”的技术和艺术上多琢磨，将盐溶

解到各种食物中，让它自然而然地被吸收。

为了让思政教育离学生更近，从 2006 年

开始，我把思政课的实践环节，聚焦到对当前

大学生思想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的调研上，引

导学生把生活中的观察思考运用到课堂中，

让同学们既人到更心到，既抬头更点头，既兴

奋更信服，既真心喜欢更终身受益。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教学的过程是

师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也是老师和学生互相

启发的过程。我教过的学生大多数都有一

本属于自己的学习手册，学生可以用笔谈的

形式表达自己的课堂感悟、所见所思，我也会

及时留下自己的阅读感想。一笔一画、一字

一 句 ，既 是 师 生 思 想 的 碰 撞 ，更 是 情 感 的

交流。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品

质思政课成为广大学生听起来能“解渴”、学

起来引“共鸣”、品起来增“回味”的精品课。

同时，像我这样的一大批思政课教师也逐步

成长起来了。

思政课教师从事的是塑造灵魂、培育新

人的工作，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

个学生，给学生心灵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

他们走正路、行大道。

我愿意驻足在思政课这一方课堂，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用心教学，让思政课成为一

束照亮学生人生路的光。

（本报记者金正波采访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王易——

引导学生们走正路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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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王易在校园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供图

图②：石兰松划船送学生回家。 严立政摄

图③：谢岚馨在备课。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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