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 年，我来到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卜陈学校，当时，卜陈学校的一个毕业班连

续个把月没人教课，我被推荐去做班主任。

初来乍到，村民们待我如同家人，孩子们淳

朴可爱，我想，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面对已经落下的语文课，我抓紧给学生

们补课。一天晚上，下起大雨，土路泥泞难

行，我满心都是“孩子们在等我，我要去！”快

到村口时，我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泥水中，

顾不上收拾，爬起来继续走，到了就匆匆开

始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中考，我带

的班考出了好成绩。

1988 年 ，我 理 应 退 休 ，可 我 舍 不 得 学

生 ，学 生 也 舍 不 得 我 ，于 是 又 干 了 3 年 。

1991 年，当我真正要退休时，虽然做好了思

想准备，还是不禁泪流满面。真的舍不得三

尺讲台，舍不得离开孩子们，我太爱教师这

份工作了！

退休后，附近学校但凡有需要，不问待遇、

不论条件，我总会第一时间站上讲台，这一干

又是 10年。2000年，我决定开办家庭课堂，义

务给周围的孩子们辅导英语。

24年来，我辅导过的学生有 2000多名，一

半以上都考上了大学。我每年还自费带孩子

们到周边城市的科技馆、博物馆参观，拓宽视

野。2012年，我拿出自己的积蓄，同和县乌江

镇政府、卜陈学校成立了和县乌江爱心助教协

会暨叶连平奖学金，至今已经连续发放 13年。

我已经 96岁了，仍然愿意站在三尺讲台

上，给孩子们上课。我想用实际行动来践行

诺言：用一生守护乡村孩子的未来。

（本报记者李俊杰采访整理）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卜陈学校退休教师叶连平

“真的舍不得三尺讲台”

2011 年，我第一次看到视障孩子在舞

台表演，就被深深震撼。“他们看不见世界，

但应该被世界看见。”抱着这个想法，我不顾

家人劝阻，主动申请从一所普通学校调到武

汉市盲童学校做音乐教师。

刚到学校时，一个 7 岁的孩子告诉我，

因为视障，他长大后只能当按摩师，没有自

己的梦想，这深深刺痛了我。我决定利用自

己的音乐特长，组建学生艺术团，开启孩子

们心中的那扇窗。

为了帮孩子们建立自信，我经常带他

们 去 各 地 表 演 、参 赛 。 我 清 楚 地 记 得 ，孩

子 们 第 一 次 登 上 舞 台 ，是 那 么 动 人 、那 么

可 爱 ！ 表 演 结 束 ，观 众 席 掌 声 雷 动 ，我 和

孩 子 们 都 哭 了 —— 不 仅 是 因 为 表 演 的 成

功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们 被 世 界 看 见 了 ！ 后

来 ，艺 术 团 登 上 各 地 的 舞 台 ，获 得 许 多

奖项。

盲文是六点字，早晨六点是太阳初升

的时刻，我将艺术团命名为六点天使艺术

团。现在，六点天使艺术团从最初的 2 个

社 团 ，发 展 到 18 个 艺 术 社 团 、2 个 体 育

社团。

今年我已经 49 岁了，只要有机会，我仍

会带孩子们到各地参赛。我的学生毕业后，

有的成为音乐人，有的成为器乐老师，他们

有了更宽阔的人生道路。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只要用爱付出，每个孩子都能快乐成长、

实现梦想。

（本报记者吴君采访整理）

湖北省武汉市盲童学校教师张龙

“开启孩子们心中的那扇窗”

我出生于 1979 年，父母都是乡村教师，

儿时听母亲唱的最多的歌是《山乡小渡船》，

她说乡村教师就是渡船。受父母的影响，我

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教师。

1999年，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

我如愿站上三尺讲台。在从教的第二十个年

头，我成为湖南省“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

总班主任。每月聚焦一个主题，面向全省中

小学生，上好一堂大思政课——于我而言，这

是新的使命。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如何

给予学生成长必要的养分？我一直在思索。

2019年，我在策划《劳动最光荣》一课时，许多

学生提出想亲眼见一见袁隆平爷爷。经过努

力，我们请到了袁隆平来授课。袁隆平在课

上对孩子们说，“梦想需要用劳动奋斗来实

现。”我看到孩子们表情专注、若有

所思。我想，用心浇灌，就能让梦

想的种子悄然发芽。

网 络 大 课 堂 先 后 邀 请 到

多 位“ 共 和 国 勋 章 ”获 得 者 、

院士来讲课，只要听到是给

孩子们讲课，平日再忙的嘉

宾 ，也 会 挤 出 时 间 精 心 备

课。 5 年来，网络大课堂累计

学习超 19 亿人次。“郭老师信

箱”收到 4 万多封来信，有一名

偏 远 地 区 的 学 生 写 信 告 诉 我 ：

“ 网 络 大 课 堂 给 我 带 来 的 是 一 束

光，在这束光里，世界变得很大，梦想

长出新芽，脚下充满力量。”

（本报记者申智林采访整理）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晓芳

“让梦想的种子悄然发芽”

我出生于1999年，家乡在东北，本科就读于

华东师范大学，目前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

高级中学任教，这里是张桂梅老师坚守的地方。

2020年，我还在读大学时，就为张桂梅老

师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我能不能像张桂梅

老师一样，帮更多女孩走出大山？了解到华

坪女高紧缺长期任教的教师后，我凭着一腔

热情来到这里。

初到华坪女高，学校给我安排了一堂试

讲课。下课后，张桂梅老师说：“孩子，你讲

得挺好！但我不能留你，你去别处，可能有

更好的发展。”我的执拗劲儿冒了上来。来

华坪女高任教，并不是别人认为的“冲动之

举”，我打心底里认为，大城市有许多优秀教

师，不缺我一个，山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在我的坚持下，我作为代课老师留了下

来。在这期间，不少同学找到了条件优越的

工作，而我的想法没有半点动摇。张桂梅老

师也在观察我是否能待得住——学生基础

差，建校初期，不少老师因为工作辛苦离开。

2023 年，学校安排我为高三学生补习

物理，那个教师节，我收到了 20 多封学生的

信。有学生写道：“之前学物理很痛苦，一度

想放弃，崔老师的到来让我发现学习物理并

不枯燥，反而很快乐，因此重拾信心。”平日

不善言谈的孩子，用朴实的文字打动了我。

今年 5 月，我正式入职华坪女高。和学

生们朝夕相处，我感到幸福；身边的榜样，也

激励我坚定自己的理想。

（本报记者杨文明采访整理）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崔瑶

“山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在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之前，我曾在技术

研究部门工作过 10 多年，深刻认识到技术

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怀揣为国

育才的理想，我走上讲台。

去年我 67 岁，已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退休 6 年多。当我了解到高校银龄教

师支援西部计划时，没有一丝犹豫就选择重

返讲台，到 1000 多公里外的甘肃兰州资源

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任教。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兰州资源环境职

业技术大学电力工程学院将《自动控制原

理》这门课安排给我。这是一门专业基础

课，学生们数理基础较薄弱，学起来有些吃

力。为多和学生多交流，激发他们的学习

热情，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空出来与学生

谈心。

从小心翼翼到畅所欲言，学生们逐渐向

我敞开心扉。办公室、走廊、操场，少到几人

闲谈，多到百人座谈，我把从教几十年的积

累都分享给学生。一名学生跟我说：“您讲

的不仅是专业课，还是心理健康课、职业生

涯课。”我授课的劲头更足了，线下授课的两

个月，一共上了 48 个学时。

除了和学生聊，我还和教师聊。每周的

集体教研成为我的另一个“课堂”，我与电力

工程学院的教师一起研制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还走进他们的课堂听讲。一堂课听下

来，我往往能写满几页教学评价。

为什么退休后还不歇着？经常有人这

么问我。我说，当了几十年教师，还是没当

够。教师这个职业带给我成就感，通过教

书 育 人 ，可 以 将 现 在 的 努 力 汇 成 未 来 的

收获。

（本报记者宋朝军采访整理）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参与者卢胜利

“当了几十年教师，还是没当够”

为什么选择做教师？

叶 连 平 的 答 案 是“ 坚

守”，只要孩子们需要，就在

讲台上坚守到最后；张龙的

答案是“热爱”，用热爱帮助

视障孩子实现音乐梦想；崔

瑶的答案是“跟随”，跟随榜

样张桂梅老师的脚步，走进

云南大山……

走上讲台，躬耕一生无

悔 ；甘 做 人 梯 ，托 举 学 生 成

才。从扎根乡村 46 年、96 岁

高龄的教师叶连平，到刚刚走

进大山、工作不足一年的 90
后教师崔瑶，我们感受到广大

人民教师的选择与热爱，看到

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

系”背后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

的坚守与奉献。

在师生相处的点滴里，

我们听得见广大教师的“回

答”。伏案备课，答疑解惑，

用心雕琢每一堂课，只为了

一双双求知的眼睛；言传身

教，涵养品德，只为以正确价

值观引领学生成长；求是创

新，丰富内涵，只为更好地服

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从城市到乡村，广大教师在

用实际行动诠释为人师者的责任与使命。

在尊师重教的风尚中，我们听得见全社会的

回响。近年来，“优师计划”、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

划、“国培计划”、“特岗计划”等政策形成有效合

力；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等举措为教师减轻负担。政策的支持、社会的关

注，让“成为一名教师”的声音更响亮、更有底气，

更多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

身从教。

新学期，新起点。1891.8 万名教师在热爱的

讲台上，继续践行着“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的铿

锵誓言。第四十个教师节，让我们对每一位教师

道一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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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叶连平在给学生

们补习英语。

秦祖泉摄（影像中国）

图②：卢胜利在备课。

受访者供图

图③：郭晓芳在与学生

录制网络大课堂。

杨 洁摄

图 ④ ：张 龙 和 学 生 在

一起。

武汉市盲童学校供图

图⑤：崔瑶正在上课。

付兴贵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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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教师节特别报道R

9月 10日是第四十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

1891.8 万人，这支教师队伍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40 年来，广大教

师以心有大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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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版推出特别报道，邀请 5 位不同年龄段的教师

讲述他们的从教初衷和教师生涯的动人时刻，从中感受人民教师的奉献与光荣。

——编 者

77 文化文化2024年 9月 10日 星期二

数据来源：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