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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秋天，我才 11 周岁，因家乡

溱潼镇没有中学，便只身一人考入江苏

省泰州中学。记得开学报到那天，妈妈

坐船送我到学校住宿部，我望着妈妈远

去的背影，久久不能平静。就这样，我

在省泰中整整学习了 6 年，读完初中和

高中，完成了人生教育阶段重要且难以

忘却的一段历程。

初中时，同学们年纪普遍较小，班

主任徐老师除了教授几何学外，还要照

顾我们的日常生活。清晨，高年级学生

帮我们分发热水洗漱。上午 10 点，食

堂的师傅将西红柿、热豆浆送到教室，

分发给每个学生。整个学校充满着老

师爱生、学生尊师的和谐气息。

到了高中阶段，学校非常重视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和个性特长的培养，课

余生活丰富多彩，我先后参加了数学、

化学课外活动小组。数学小组的叶老

师不仅辅导我们做数学竞赛习题，还鼓

励我们亲自动手用数学解决生活中的

各种问题，比如，用小平板仪测量小泰

山的高度，这也许就是我后来学测绘遥

感的一种启蒙吧！化学小组的朱光鉴

老师思路活跃，带着我们实地参观工

厂，在实验室制作肥皂和塑料纽扣等。

还有不少老师让我印象深刻，他们

通过实践活动和趣味教学使我们的学

习变得轻松有趣。如果说我在学术上

还取得了一些成就，要感谢精彩的中学

时代打下了基础。

（作者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

生命中重要的一段启蒙
李德仁

专业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但从老师

身上学到做人的品质是千金不易的。

大学读硕士期间，导师徐庭云教

授是“好老师序列”中对我人生影响最

大的恩师。徐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很

有风范，她的住所住过不少我们系遇

到过困难的人。

我博士毕业回母校工作时，住的筒

子楼冬天的水能结冰，徐老师很心疼，

让我住到她家。单纯的我，都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不懂事”。老师的爱和包容，

使我感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被照顾，更

是师者的胸怀。

不仅如此，有其他老师的孩子患

有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筒 子 楼 太 嘈 杂 无

法 休 息 ，也 曾 在 徐 老 师 家 住 过 。 她

的 家 住 了 许 多 人 ，我 觉 得 这 样 的 人

品非常高贵。

徐老师一直认为我是她人生中的

亮点，这让我在平时做任何事都想要

配得上老师的期待。直到现在我还一

直以她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要珍

重自己的形象，师生见面做弟子的不

能迟到，等等。

如今，作为教师，我对这项职业充

满虔诚和敬意。有的课讲了十几年，还

得再看，永远要备课。学生换了，教案

就得换。其实，我也希望学生看到我的

进步。师者的传承都在潜移默化中，教

学相长能带给老师喜悦之感。

（作者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

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学到做人品质是千金不易的
蒙 曼

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讲述人：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2403 班班

主任 杨志彪

10 年，70 万字，400 多封写给学生的信，这是我在

上海交通大学当班主任最宝贵的财富。

很多人问，现在大学生都用手机建群、“小窗口私

信”，为什么要写信？在我看来，书信不限字数，更有逻

辑，容易引发思考。一来一往之间，传递的是情感，塑造

的是人格。同学们在校读书期间，我都会给他们写信，

谈理想信念、学习生活、感情交友。

来信中，有成长的烦恼，“在高中读书不错，现在却

很吃力”“来自农村，怕交不到朋友”“考研？求职？对人

生有些迷茫”，更有青春之问，如何避免“内卷”或“躺

平”、怎样看待社会热点等。去信里，我写下青年钱学森

的故事，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励志典故，启发学

生寻找答案。因为书信，学生与我走得更近，有的还把

往来信件珍藏起来，时常阅读。

鲜活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不少学生由娇弱变得坚

强，由稚嫩走向成熟。沉淀后的青春激发出锐意进取，

曾经的一个个“小我”，有的找到学术志趣，有的坚定科

研报国，有的投身志愿服务……这正是新时代青年该有

的模样——是学生们的收获，也是我的收获。

今年开学，我是新生班的班主任。几位学生先来

报到，我第一时间去宿舍递上了信，期待他们走稳大学

第一步。抬头“某某如晤”总是在变，但不变的是我想带

领他们思考，如何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找到人生的意

义，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这个字，一撇一捺。书信为媒，一笔一画。我

与学生“见字如面”，希望能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

书信让学生与我走得更近

讲述人：云南建水县坡头民族小学教师 李 平

没想到，努力走出大山的自己，又回来了。

2002 年中考时，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

师范专业，毕业后分到了老家所在的乡，到较远的村小

教一年级——语数音体美五科“包干”。

有人说，小时候淋过雨，长大后就想为别人撑伞。

看着孩子们的脸庞，我想到曾经的自己，他们就是曾经

的我。我经常教育学生热爱家乡，难道不应该从自己

做起？首先，要对得起家乡的孩子。

学校里的孩子识字和阅读能力有待提高，为了鼓

励他们，我经常骑摩托车去家访，都是乡里乡亲，与家长

交流也亲近。比如，有的学生厌学，“躲”在家里不愿上

课，我就买了书包、球鞋上门，让孩子感受到我的特别关

心，返校后留意一举一动，最终帮助学生顺利中考。

家长白天忙活，家访往往是晚上。一次返程，赶时

间回学校巡夜，雨大路滑，连人带车摔倒，在蜿蜒的山

道上滑行数十米。不过，这没吓倒我。深山家访，摩托

车的前灯成了唯一的照明，星星点点，照亮我和学生前

行的路。

这些年，村里的路修得很好，集市热闹起来，我干

脆把自己的家搬到校园，在外县从教的妻子也调来同

我一起。以校为家的生活，让我更加热爱家乡的教育

事业。筹集资金兴建学生食堂、宿舍，与孩子们一同编

排非遗舞蹈……尽管是寄宿学校，周末学生被接走，但

不少家长说，孩子们盼着上学，盼着“回家”。

热爱家乡，就从热爱家乡的孩子开始。更重要的

是，长大后建设家乡、回馈家乡，这也是我作为乡村教

师一直想让学生铭记于心的。

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

讲述人：黑龙江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师

王丹凤

每当学生达到训练目标，流着汗水跳起来庆祝，

每当他们站上领奖台，昂头挺胸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我都会由衷感到，当一名职教老师是多么幸福。

对职校学生来说，理解工匠精神，找到人生梦想，

十分重要。

有一年寒假，我和孩子们约好，利用假期准备酒店

服务技能大赛。那一天雪很大，我到集训室时，人都还

没来。我洗好水果，烧好热水，等着他们。时间一分一

秒过去，20 多分钟了，楼道里仍然静悄悄。我挨个打

电话，却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老师，我们不想练了。”我

愣住了，耳边只剩下呼啸的风。

平复了一下情绪，我想，是因为训练无趣？还是太

累 ？ 我 给 队 长 又 打 了 电 话 ，邀 请 大 家 吃 一 顿“ 散 伙

饭”。饭桌上，大家细数过往，从集训时的艰辛到获得

成绩的欣喜，越说他们的声音越小。点滴回忆让孩子

们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饭没吃完，就坚定地跟我说：

“老师，我们不仅要训练，还要拿下一等奖。”我笑了，但

鼻子忍不住发酸。

集训时，几乎每天都要练到深夜。走在操场上，月

色朦胧，我和孩子们心中都感到分外明亮。我想告诉

他们，要有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工匠品质，职校的孩

子会有出彩的人生。

从事职业教育 30 多年，我看到了学生们未来的无

限可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个职教孩子闪

闪发光，让他们真正成为肩上有责任、心中有热爱、手

上有技能的技能型人才，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

职教老师的幸福感

讲述人：海南琼台师院附属永兴学校幼儿园教师

洪美叔

祖国版图的南端，伫立着一所温馨的学校，琼台师范

学院附属永兴学校。五星红旗在海风的吹拂下迎风飘扬，

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地跳跃，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向阳而生，逐光而行。过去，永兴岛上没学校，渔

民和驻岛工作人员的孩子都要到岛外就读。后来，岛

上建起学校，当我还是琼台师院的学生时，看着师兄师

姐们接续登岛任教，我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加入他们。

经过申请和选拔，我终于成为光荣的三沙教师。

上岛后，我和同事挨家挨户走访，思考岛礁教学特

点，建设特色课程，扩大教育资源。将课堂搬进邮政

厅、海事局，邀请武警官兵、科研人员为孩子们带来别

出心裁的实践课……大家一起守护着三沙的每一个孩

子，就像爱护自己的家人一样。

“值得吗？”海岛条件艰苦，第一个任期届满后，家

人曾劝我回到家乡工作。但 有 一 天 ，一 个 小 朋 友 悄

悄 跑 到 我 身 边 ，在 我 耳 边 温 柔 地 说 ，“ 洪 老 师 ，我 爱

你 哦 ！”一 瞬 间 ，我 的 心 被 触 动 了 ，感 受 到 三 沙 的 娃

娃们需要我，我决定留下来。

走上幼儿园园长这一管理岗位，我开始琢磨着怎

么开展教研活动，怎么引进优质课程资源。每周，孩子

们身着小小海魂衫升国旗、唱国歌，我看见爱国爱岛的

精神在稚嫩童年里生根发芽。

在永兴岛，有一种叫海马齿的植物，一簇簇、一片

片，生长在海堤岸边、岩砾地上。它们的生命力强，不

择土壤，是防风、固沙、护岸的“好植物”。我希望能像

它们一样，坚强生长，乐教天涯。

岛礁教学的责任和荣光

讲述人：湖南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刘玲琍

今年暑假，恰逢我教的第二届学生毕业 20 周年。

再次相聚，毕业时十几岁的少年，已是成熟稳重的模

样：念书时坐第一排的小晗，如今在医院工作。爱笑的

小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这些学生都是听障学生。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深

知，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回顾学生的成长、

回顾自己的教育历程，我感受到，心向阳光、不畏风雨，

终能抵达远方；自立自强、坚持不懈，终能创造奇迹。

忆起当年的课堂，大家都感叹坚持的力量：

语文课上，用手语解释不清知识，就用图片、用实

物，想尽办法帮助学生理解；学生不懂的地方，就反反

复复教。一段时间以来，我主要教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班，一个普通的发音，往往要教几十遍，甚至几百遍。

当看到家长因孩子第一次清楚地喊“爸爸妈妈”而热泪

盈眶，看到学生的眼睛里有了光彩，我特别欣慰。

聊起毕业后的经历，我被学生们的自立自强、乐观

向上打动。从教 33年，教过 80多名学生，他们有的考上

了大学，有的成为特教教师，不少学生建立了自己的家

庭、结婚时请我去做证婚人……用双手和智慧为社会作

贡献、为美好生活打拼的理念，学生们都牢记心间。

看着长大后的孩子们，还有很多话想说。就像我

的网名“心向阳光”，我希望他们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勇敢面对生活，努力克服困难，向着未来前行，迎来灿

烂人生。

聚会结束，学生挥手告别，阳光下的身影步履坚定。

我还将守在这方校园，继续用爱照亮学生前进的道路、温

暖学生成长的心灵，让每个人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教孩子清楚喊一声爸妈

作为心理健康教师，与学生建立长期的信赖关系

很有意义。最近收拾资料架，翻到曾经一位学生写的

纸条，一句“您就是我心中在人生道路上为我遮风挡雨

的盾牌”，让我泪眼模糊。那些年，从课堂交流到考试

复习再到生病时的关心，我对她敞开怀抱。每次下课，

她都凑到我身边聊一聊心里话。毕业时，她握着我的

手说：“我一定会回来看您。”那一刻，我深深感到，在学

生心目中，老师的分量多重啊。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实验学校 张淑荣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在秋日

朗照、硕果累累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第

四十个教师节。让我们心怀炽热，向躬

耕三尺讲台的 1891.8 万名人民教师致

以祝福和敬意！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

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

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

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

道追求”，去年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

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印发，提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

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强

化教育家精神引领。

对教师的尊重，是印刻在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里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

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正

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

傅，则法度存”。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文明发展史上，英雄辈出，大师荟萃，都

与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

开的。历史不断证明，国家的发展进步

与尊师重教紧密相连，尊师不仅兴教，

还可兴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得以赓

续、弘扬。从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到正式

恢复高考、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大力

兴办师范教育到设立教师节、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党和国家对于教育

高度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得以改善、待

遇得以提升。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教师

队伍建设走过了强根基、优结构、促保障

的历史进程，广大教师的荣誉感、幸福感、

认同感稳步提升。坚守讲台、潜心育人，

广大教师也用大爱与智慧，为国家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支持，化作不竭动

能，托举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

足迹与历史荣光。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标刻着中国新

的发展方位。

进入新时代，面对强国建设的时代

使命，面对人民群众对于公平而有质量

教育的热切向往，“大力培养造就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成为时代

所需、人民所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教师的

培养层次、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储备水

平不断提高，教师队伍建设领域形成了

科学规范、系统完备、有效管用的政策

制度体系，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

设持续强化……优秀人才竞相从教、广

大教师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

好局面日渐形成。

尊师，被喻为“向着未来奔跑”。意

指瞩目当下，更关乎未来。

从顶层战略部署，将教师工作摆到

极端重要的战略位置；到完善体系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教师制度体系；

再到大力弘扬风尚，让尊师重教成为全

社会的文化与行动自觉……高位谋划、

系统推进，必将汇聚起强大信心与大国

之师的磅礴力量，推动教育大国迈向教

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倡导和弘扬教育家精神，是鼓励广

大教师立德修身、敬业立学的必要之

举，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应有之义，也是

强基固本，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筑基

的时代呼唤。

以教师之强奠基教育之强，以教育

之强奠基国家之强。怀抱对三尺讲台

的热爱，怀抱对点亮更多孩子人生之路

的期许，怀抱对上好每一节课的坚守，

怀抱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的锐气，与时

代同行，响应时代呼唤，在中国式现代

化宏伟事业中，广大教师必将勇毅担

当，书写教育报国的荣光！

致敬人民教师！

致

敬

人

民

教

师

—
写
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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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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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节
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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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现

在回顾一下，觉得那可能改变了我的人

生轨迹。

中学期间，我读初二结束那个期

末，在老师带领下，同班同学作总结，相

互写评语。同学对我的评语是“学习还

不错，但是跟同学的关系不太好”。听

到大家这么说，当时不服气，不太喜欢

这个班，就想跳级到高一。我把想法告

诉了父亲，他让我试试看。

接下来的整个暑假，我认真补习，

还借了高年级的课本。考试分数公布

后，达到了跳级所需的总分要求。我非

常高兴，跟同学说，你看我要离开这个

班，要读高一了。

一天晚上，校长来到我家进行家

访 ，与 我 父 亲 沟 通 。 校 长 走 后 ，父 亲

向我转达了老师的教导，“你还年轻，

应 该 多 学 习 一 下 ，多 锻 炼 一 下 ，同 学

提的意见也是出于好意”。父亲也认

同 这 些 意 见 ，劝 我 说 ，“ 南 山 ，你 还 是

别 跳 级 了 ，好 好 打 基 础 ，好 好 地 读 一

年初三，再考上去。”

那时候，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

是听从了老师和父亲的建议，安下心继

续读初三。冷静下来后，我虚心接受同

学们的意见，改正缺点，扬长补短。初

三毕业时，成绩很好，可以免考直升高

中。同学们也比较认可我了。

回顾起那次家访，我对校长充满感

谢和怀念。他对我提出好好锻炼成长、

打好基础的教导，让我终身受益。

（作者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广州

国家实验室主任、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那次家访让我终身受益
钟南山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人民日报社政治

文化部、人民网联合推出“老师抽屉里的旧

时光”征集活动，邀请广大教师分享教书育

人的故事。截至活动结束，来稿 5137件，包

括文字、图片、短视频等，饱含深情地讲述

了师生之间的美好记忆。

■■老师老师，，我想对您说我想对您说R

■■老师抽屉里的旧时光老师抽屉里的旧时光R

《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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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精神提出

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
教师培养计划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发布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印发

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全面推开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
2020年）》印发

部署统一城乡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标准

“四有”好老师提出

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岗计划

《教师资格条例》发布施行

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
关于教师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公布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奖励暂行规定》施行

将每年9月 10日
确定为教师节

图①：江西永丰县恩江二小教师

开展课题研讨。

宁志明摄（影像中国）

图②：北京师范大学运动会，学生

尽情奔跑。 肖留涛摄（影像中国）

20122012年以来表彰年以来表彰

全国模范教师和

优秀教师59005900余人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59159人

全国最美教师130130人
最美教师团队55个

人民教育家
于漪

从家乡浙江宁波小镇，到走进清华

大学，再到站上奥运会领奖台，我的每

一步都离不开老师的支持与陪伴。他

们，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体育领域，很幸运遇上了“伯乐”，给

予了我精心的指导关怀，这是一种师生情

谊。赛场外，也遇到许多好老师，激励我

不断成长。我仍记得在清华附中马约翰

体育特长班就读时，老师反复叮嘱：“你们

首先是学生，其次是运动员。”

要在完成艰苦日常训练的同时兼顾

文化学习，并不容易。为了不让大家掉

队，老师们课后会针对每名同学的短板

进行辅导，采取各种有趣的教学方式调

动大家的学习热情。地理课上，老师会

通过旅行经历讲解知识点，生动的旅行

见闻令我印象深刻，至今，地理依然是我

喜欢的学科，到不同国家、城市比赛，都

会想起老师讲到的内容。

后来经过高考，我进入清华大学。

射击赛场上，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不

仅是比技术，更是比心态。我选修了心

理学，学习如何用更加专业的方式调整

情绪、稳定心态。清华的老师鼓励我，学

习与运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学习中

学会时间管理，养成自我约束和控制能

力，这也是优秀运动员需要具备的特质。

作为一名学生运动员，为祖国获得

更多荣誉是我永远不变的目标与追求，

我会继续带着老师们的期待，为国争光！

（作者为女子射击奥运会冠军、清

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带着老师们的期待为国争光
杨 倩

人民教育家
高铭暄

“七一勋章”获得者
张桂梅

“时代楷模”
万步炎

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到县里最南端的小山

村任教。当时，生活是那么简单，孩子们是那么单纯。

春天，孩子们带着我挖野菜、摘野花；夏天，爬山、摘杏

儿；秋天来了，一起进山寻找小动物；冬天来了，我们扛

着冰车，去河道滑冰。很庆幸，这里成了我人生之旅中

一个难忘的驿站。借用冰心的一句话，送给曾经陪伴

我的孩子们，“世界上没有一朵鲜花不美丽，没有一个

孩子不可爱”，你们就是老师心中最美的花。

——山西天镇县星源学校 孙 磊

退休前，我是大学会计学院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

师，离不开这三尺讲台，刚退休我便报名了“高校银龄教

师支援西部计划”，来到大理。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便

是去听年轻教师上课，大家朝气蓬勃，对新事物的接受能

力很强。苍山洱海如诗如画，但难免会有远离家乡和亲

友的寂寞，不过这是可以克服的。2022年 3月 1日，我发

了一条朋友圈：响应号召，支教滇西，重新起航。能回到

学校发挥余热，与学生在一起，是我人生的幸事。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银龄教师 孙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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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雅诵、吴月、闫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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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师说说心里话听老师说说心里话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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