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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教师节！“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作为对学生负有言传身教之责
的人，教师不仅教授知识， 还启蒙思想。

从小生活在福建一座小山城的陈泰
巍，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出国留学。对
他而言，是初中班主任欧阳老师为他打开
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正如陈泰巍所言：

“是欧阳老师的信任和坚持，让我勇于接受
新事物。”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朱若蕾也
因昔日老师的帮助和付出，对英语学习怀
有热情……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由此可见
一斑。

学生和老师的相遇，是彼此的缘分。
如何让这难得的缘分不随时光褪色，老师
的作用不言而喻。对不断前行的学生来
说，老师的背影渐渐远去，求学阶段得遇

良师的影响却绵延不断。老师的一言一行
也许会影响学生今后的人生道路和际遇，
让学生终身受益。也许有时老师给学生的
鼓励是不经意之举，但在学生的心中，却
是一粒种子。时光漫过，种子生根发芽，
有一天竟成参天大树。

正如留学英国的张艺谈到的：“或许老
师们从未发现这些片段曾经给一个学生的
人生选择带来过影响，但对学生而言却弥
足珍贵。”

对学生而言，老师的言传固然重要，
身教更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留
学马来西亚的陈戎轩谈到老师对自己的影
响，印象最深的正是其身上的“责任感”，“一
直激励着我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正是教育的魅力！

教师节来了，此时就读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我，格外思念国内的老师
们。在出国留学的道路上，他们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在国内西交利物浦大学读书的两年，学术英语 （EAP） 是学生的必修
课，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针对自己专业的学术英语，包括研究
性报告和论文撰写。是幸运抑或是缘分，让我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遇见了4位有责任感、有教学热情
的导师。因为他们的帮助和付出，让我始终对英语学习怀有热情，并不断钻研。

珍妮特 （Janet） 是我学术英语课程的启蒙老师。开学前的英语测试，我没有达到与自己实力相符
的等级，沮丧感扑面而来。化“怀才不遇”的悲愤为学习的动力，我更加努力，渐渐能很流利地接上
珍妮特抛出的问题，变成一个课上积极发言的学生。期中反馈，我的课堂表现分满分，喜悦溢于言
表。因为课上很踊跃，珍妮特老师很愿意和我多交流，并不断地鼓励并且帮助我更有逻辑地用英文表
达自己的观点，我的英文水平也得到很大提升。

莫莉 （Molly） 是我大一下半学期的学术英语课程老师，她的鼓励让我在写作方面有质的飞跃。
这门课的重要作业之一是写一篇上千字的比较型论文。除了基本的反馈，莫莉还在课外腾出时间，让
学生可以和她沟通想法。一开始我的论点“剪不断理还乱”，她很有耐心地和我一同构思和重组，在
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校对论文和润色语言。那篇论文让我开始真正学会“钻”进自己的
文章，无数遍地修改直到提交的最后一刻；我开始认识到文章总是不完美的，总有需要提升的地方值
得重阅，写作水平是在不断打磨中“龟速”提升的。

大三两个学期的学术英语课程老师分别是凯凯和瑞克，他们都是很看重课堂讨论的老师，总是追
问观点的逻辑性，不停在问学生“为什么”，直到学生剖析到事件或是观点的根源。他们的执著和负
责，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英语口语和写作中逻辑性的缺乏并且努力补齐短板。通过第二年学术英语课程
的学习，除了单纯的表达能力，我培养了英语的逻辑性。

语言关是出国留学中最重要的一关，如果没有学术英语课程导师的帮助而直接开始留学生活，我
很难快速适应，也很难找到语言提升的出口。但如今，面对三四千字的论文我能游刃有余，在15分钟
的课堂报告中谈笑自如。两年学习生活，感谢有学术英语老师们和我一起走过。

（寄自英国）

老师，对于作为学生的我来说，还是有距离的存在。
老师，对于学习教育专业而即将成为老师的我来说，

是“有魔法的”存在。
从小学起，我便与“出众”二字无缘。成绩中上，但

不拔尖；有一点才艺，可也不算出色。作为这样一个成绩
中上游的学生，再加上从小性格比较内向，每次和老师讲
话我都十分紧张 （长大后有所缓解），这让我和大部分任课
老师的关系都颇为“尴尬”——不是可以轻松聊天的关
系，也似乎没有成为能让哪位老师自豪的存在。

而今天的我坐在异国他乡的书桌前，选择了自己热爱
的教育专业，回想作出出国留学选择的路上，总是有温暖
的手给我力量。那些瞬间，或许是千千万万个学生经历过
的，虽然平凡，可依旧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咚咚咚！”这是姜老师用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天线
似的教学棒在敲打黑板。她个子不高，嗓音却不容小觑。
每次数学课上，她都会用教棒和洪亮的嗓音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如果你走进我们的课堂，第一反应一定是“这位老
师有点凶”。可在学生心中她是最可爱的，当我们课堂表现
好时，她“别扭的”夸奖总是能让大家开怀大笑。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能量的老师让我对数学课的爱又多
了几分。每次解题后的成就感让我渐渐在课堂上拾起自
信。新学期，姜老师不知从哪里学来了新方法，每次课堂
总会请几名同学到讲台上当小老师，当场讲题。我当小老
师的那一次，让我体会到了自己也有让同学听明白的讲解
能力，这种认可，让我对当一个“小老师”乐此不疲。

然而这样的瞬间在生活中小如尘埃，高考择校时，早
就把它遗忘，抛诸脑后。大学时，我阴错阳差地选了一个
之前从未想过的专业——新闻。对它无法专注和充满热情
的状况一度让我十分沮丧，不过后来意外地遇见一个来班
上做研究观察的老师，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胡老师是一位边工作边读教育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作
为她的“小白鼠”，每个学期我都会受邀和她进行大概两个
小时的访谈。可以说，她与其他任课老师相比是不同的存
在——没有授课，相处时间也相对短暂。可就是每次两个
小时的访谈，让我对大学生活不断地有了新的认识。坐在
研读间里，一点一点地描述着自己做过的事情和收获，似
乎胡老师成了最了解我的人。

大三下学期的最后一次访谈，成了决定我人生道路的
重要因素。“为什么不读教育呢？”一句简单的发问，却让
我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胡老师一点点和我描绘着在她的
认识里我是什么样的人，她似乎是我的一面镜子，有着对
我过去生活的所有认识，近乎完整地让我看见自己的样子。

或许老师们从未发现这些片段曾经给一个学生的人生
选择带来过影响，但对学生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教师这
个“魔法”一般的存在，总有着让人无法预测的“魔力”，

“润物细无声”。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和老师说话依旧很紧张的我，想

借这方寸之地和每一位老师说一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师
们，节日快乐！”

（寄自英国）

哥本哈根的冬日肃杀而宁静，适合思考。坐在书桌前，我开始回
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走出国门来到丹麦的这座城市留学。

我来自福建西北部的一个小山城，成长的前十余年几乎没有出过县
城。对国外的概念，也仅停留在每晚的新闻联播和素未谋面的出国的亲
戚上。而对于英语，只觉得是一门让人糟心的考试罢了。

小学三年级起，学校便有了英语课。即便我们肆无忌惮地哄闹和千
方百计地抗拒，也难凉年轻教师罚我们抄写课文的“热血”。不少人

“大放厥词”：“我以后又不出国，就不学！”当时稚嫩的我也是其中一
员。直到小学结束，我也只记下了一个单词“踢瘸 （Teacher） ”。对英
语的抵触之心，可想而知。

升至初中，英文学习之路开始有了转机。走廊上，班主任欧阳老师
拿着成绩单打量我，“年级前30名里就你一个英语不及格，这样吧，从
明早开始你来带同学们朗读英文。”我听后满脑子想的是，这老师可真坏。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不
及格”在满载骄傲的成绩单里是多么突兀。然而，比起埋怨，当时心中更多的是站在讲台上面对同学
的恐惧。那天起，时间来回穿梭在我的焦头烂额和老师的不厌其烦中，反反复复。多日后，我终于战
胜了站在台上的局促不安。想起叶弥在《成长如蜕》里说到的，“人生中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
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好，是勇敢”。这可谓我在英语学习之路上涅槃重生
的写照。

为了校正我的英语发音，欧阳老师给了我一个视频播放器让我看美剧 《越狱》，对当时的我而
言，神奇而又新鲜。她只告诉我，看五遍。于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反复观看中，我从对剧情的热衷，
到开始拙劣的模仿，再到似懂非懂的揣摩，我的英语水平也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如越狱般，我对英语
有了新认识，挣脱桎梏、飞越到高墙之外——它不是一项为了难倒学生的科目，而是一门可以用以了
解未知的语言。彼时我才意识到，欧阳老师在我前行路上的教诲弥足珍贵。

学英语只是一个很小的开端，却产生了蝴蝶效应，而这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便是欧阳老师对我的
信任和坚持。这种力量，随着年岁增长，口有回甘，令我愈发感激。到如今，行至二十余不同国家，
我慢慢意识到每一次身临新环境、接纳新事物都是一个从勉强到勇敢的过程。每一次，我都时刻提醒
自己记得欧阳老师的谆谆教诲，少一些勉强，多几分勇敢。

随着学生生涯的不断延续，我对教师这个角色，内心更存敬重和感激。欧阳老师的启蒙，让我能
够更加自信地走在后来的人生轨道上，在我心中可谓伟大。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也感谢一路走来相伴
相知的老师和所有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并无私奉献的工作者！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寄自丹麦）

飞机刚刚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
微信，向老师们通报平安到达的消息。虽然只在北京外国语
大学度过两年时光，但老师们已然成了我在学校最亲密的
人。尽管在马来西亚的我和他们相距很远，但他们依然在远
方的祖国静静地守候着我。

来到吉隆坡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语言学习
者的幸福之处。走在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只要有机会，我
都会主动和当地人“尬聊”几句。因为语言相通，所以彼此
的心也容易贴近。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格外想念北外的老
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又怎么能像现在这样，有机会
自由地体验对象国的文化呢？

一开始接触马来语的时候，我时常为语音和听力所困
扰。但是，当时负责教授我们的韩老师、张老师和邵老师，
并没有因为我糟糕的表现而感到失望，反而不断鼓励我，并
且放慢讲课速度，帮助我夯实基础。我们专业的特色是“不
设答疑时间”，因为课下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5分钟之内
得到老师的答复。正是因为有了老师们的帮助，我的马来语
才有了巨大的进步。

老师们给予的帮助，不仅是在学业上，更是在心理上。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大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出分那天，韩老师
特意花了半节课时间，解释各个同学马来语名字背后的含
义。韩老师告诉我，我的名字的含义是“不断向前、不断进
步”。老师的这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努力，和自己较

劲，把马来语学得更好。现在，每当马来人夸赞我马来语流
利时，我总会想起大一上学期那段磕磕绊绊的时光。

即便身在海外，老师也依然关心我的留学生活。傅老师
是我在北外的班主任，我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傅老”。“傅
老”是马来语专业 2001级的学长，尽管有年龄差距，但我们
在心灵上却没有代沟。我们也总是乐于和他打成一片，尊其
为师长，却也亲其如长兄。

“傅老”一直主张，不仅要学习马来语，更要研究马来西
亚。在出国前的一个学期，“傅老”以马来西亚国情为例，引
导我们学习社会科学中田野调查的方法。初到马来西亚时，
正值马来西亚独立日。在马来亚大学的组织下，我们体验了
各种庆祝活动，深入了解了马来西亚，获得了许多一手资
料，并尝试独立撰写调研报告，将学术研究同了解风土人情
相结合。

不过，“傅老”身上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一种不辱使命
的责任感。他教导我们，作为公派留学生，要始终把学习放
在第一位，同时时刻谨记自己代表着学校与国家的形象。他
的教导，一直激励着我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尽可能地抓住
机会，提升自己。

此刻，马来亚大学已被夜色笼罩，渐渐沉寂下来，远处
吉隆坡的万家灯火映出了星罗棋布的街道。我同班上另外 16
名中国同学一样，以交换生的身份到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
学习马来语。尽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踏上这
个美丽的东南亚国家，但是我们已经是北外派遣的第八批交
换生了。

我的老师们，既是马来语专业学生留学海外的“先行
者”，也是我们全体马来语专业学生的“守护者”。老师们珍
藏着每一届学生在马来亚大学的生活记忆，攒起了厚厚的资
料。这些资料也成了我们的“留学指南”。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成了我们的另一个家。在这
里，北外马来语专业学生一届又一届来来去去，肩负起了维
护中马友谊的使命。

（寄自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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