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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艳：坚守苗寨一人校的“80后”
樟武村位于湖南省吉首市

与古丈县交界的大山深处， 是
一座苗家山寨， 学校坐落在山
坳里。 在这所连多数男教师都
无法坚持一年的一人校， 张斌
艳已经坚守了7年。

2008年， 24岁的张斌艳
从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后做
出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选
择———到非常偏远， 有着“西
伯利亚” 之称的丹青镇去。

来到丹青镇后， 张斌艳又
选择去这里最偏远的樟武教学
点任教。

开学那天， 她卸下行李，
便动手把校园里里外外清扫了
一番， 还发挥绘画特长， 在宣
传栏里作诗配画。

栩栩如生的图画， 漂亮的
粉笔字引来了孩子们惊羡的目
光。

从那一刻起， 张斌艳知道
自己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
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斌

艳尝到了“苦头”：天干物燥的９
月， 村里的两口水井早已干涸，
她不得不跟随村里的老人们去
很远的山外背水。 一小盆水，洗
完脸后得留着洗脚。她要尽量省
下更多的水给孩子们喝。

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留
守儿童， 家里只有爷爷奶奶，
无法辅导功课。 张斌艳就利用
中午和放学后的时间辅导学
生， 把大部分休息时间都搭上
了。 可她却说： “为了孩子
们， 再辛苦也值得！”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张斌
艳成了村里“不再走” 的老
师。 周围的乡亲们听说张老师
教得好， 又把带出去的孩子带
了回来， 学生人数由原来的
2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42人。

张斌艳所带的班级， 每次
期末考试合格率都在95%以
上， 遥遥领先于学区内其他同
年级班级。 2013年下学期的期
末考试中， 她的班级合格率
100%，优秀率80%以上。

没有人知道她为此花费了
多少心思， 付出了多少辛劳。

张斌艳从实际出发， 摸索
出“交叉配座、 同桌辅导” 的
复式教学模式， 让二年级和一
年级学生搭配坐一桌。 二年级
学生辅导一年级学生， 使他们
不但锻炼了他们的口语表达能
力， 也巩固了已学的知识， 还
培养了一年级学生不懂就问的
好习惯。

对于一些情况特殊的孩
子， 张斌艳想方设法进行帮
助， 尽量做到因材施教。

张艳耳朵有缺陷， 常常偏
着头， 很自卑。 张斌艳对她
说： “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
老师的话你听得最用心。 但是
头一直歪着， 就不漂亮了。”
并鼓励她树立信心， 抬起头
来。 张斌艳还教育其他孩子不
要取笑她。 现在， 小张艳身上
充满了阳光。

张灵是个“调皮鬼”， 每
天总有不少小朋友告他的状。

为了找到他的“病症” 根源，
张斌艳课后去家访。 通过交谈，
张斌艳得知由于父母长年在外
打工， 张灵从小缺少父母的关
心。 他之所以调皮捣蛋， 就是
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打这以
后， 张斌艳时刻关注着张灵，
对于他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
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她的细心
呵护下， 小张灵像变了个人似
的。

2012年， 张斌艳结婚后有
了孩子。 家里人劝她调到城里
或是镇上， 以便照顾孩子。

产假结束正值2013年9月
开学。 张斌艳没有向学区和教
育局提出调动要求， 而是收拾
起行李， 与孩子及婆婆一同回
到了樟武小学。

“张老师回来了！ 张老师回
来了！” 乡亲们奔走相告。

热情的乡亲们接过张老师
的行李， 像在迎接一位久违的
远方贵客， 也迎来一份沉甸甸
的希望。

周丽娜： 因爱扎根新疆的双语教师
乍一看， 很难分清她是维

吾尔族还是汉族。“我已经融
入到这里了，我爱这里，爱这
里的孩子们。 因为爱，我选
择在这里扎根。 ”荣获2014
年全国“最美乡村教师”
称号的周丽娜说。

周丽娜的老家远
在万里之外的沈阳，
她从小梦想着当老
师， 但因高考落榜
早 早 踏 入 社 会 。
1993年， 一个偶
然的机会周丽
娜认识了现在
的丈夫，来自
新疆的乃斯
如拉·吾买
尔， 而后
二 人 结
婚。

周丽娜还是没有放弃自己
的教师梦，“如果我能学会维吾
尔语， 到新疆可以当双语老
师”。 周丽娜说，丈夫每次在电
视中看到关于新疆的新闻，眼
睛放光一样， 所以她决定跟丈
夫回新疆，“我爱他， 自然也爱
他的家乡”。

于是， 周丽娜跟随丈夫来
到他的故乡新疆阿图什， 在上
阿图什乡卡依拉克小学当上了
一名双语教师， 先是临时岗位
而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阿
图什市的任职资格考试转正。

“当上双语教师，觉得自己
终于可以为村里做些有意义的
事了。”周丽娜说，她至今都无法
忘记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激动
得快说不出话来了。 ”

“当地双语教学起步晚，孩
子们几乎不会说汉语， 初次见
面，我教孩子们叫‘周老师’，孩
子们都说成了‘周老鼠’。”周丽
娜笑道。

为了使孩子们尽快掌握汉
语，周丽娜自创了一套“兴趣教
学法”，让孩子们轮流上台进行
表演， 使孩子们在玩耍中学汉
语。在互动过程中，周丽娜意识
到孩子们也是她学习维吾尔语
最好的老师， 于是她也把孩子
们当作老师来学习维语。 几年
下来， 周丽娜不仅能和孩子们
流利地用双语交流了， 而且也
学会了书写维语。

“周老师特别负责任，我们
汉语基础很差， 但周老师耐心
地一遍一遍教， 直到我们掌握
为止。 ”周丽娜曾经的学生、如
今在石河子上内初班的阿米尼
古丽·吐尔逊说。

周丽娜的选择， 曾经让许
多人不理解。她的朋友中，有人
至今都不明白她的选择。

“有人觉得我傻，从大东北
跑到大西北， 而且那里没有亲
朋好友。”周丽娜说，“可我不这
么认为， 我认为这里到处都是

我的亲人。 ”
周丽娜经常接到学生们打

来的问候电话，今年暑假，从这
个幼儿园走出去的阿米尼古丽
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为周丽娜
买了影集送到她家中。孩子们在
影集中写道：“感谢周老师，您教
给了我们知识，是我们做人的榜
样，我们永远感谢您！ ”

“这就是我努力的最大回
报，看到孩子们越来越好，越来越
优秀，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的。 ”周丽娜说。

“周老师可好了， 就像我们
的妈妈一样。”“周老师给我写字
笔和橡皮。 ”“我病了，周老师来
看我。 ”提及周丽娜关爱学生的
事，上阿图什镇卡依拉克小学学
生抢着说，她的同事更是有说不
完的话。

说起今后的生活， 周丽娜
说：“为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也为了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和孩
子们， 我会一辈子待在新疆。”

张宗茂：退休后甘当义务辅导员
他的笔记本上，记着40年

来所教的每一个学生。 学生来
自哪个村社，每次作业完成没
有，每次考试成绩怎样，一清
二楚。

1973年， 张宗茂高中毕
业。 邻近的如榔村村长登门拜
访，请他去村小任教。如榔村在
一座海拔1400米的高山上，进
村的道路崎岖难行， 学校里没
有住的地方， 每天往返要翻山
越岭4个多小时， 中间还要几
次涉过经常突发山洪的河谷。
从此， 护送学生过河成了他每
天早晚的“必修课”。 家访途中
突遇暴雨， 张宗茂几次差点坠
下悬崖。

张宗茂的家在另一座山上
的水田村。 1981年，水田村小
没有老师实在办不下去了。 在
村里的要求下， 张宗茂被调回
水田村小。 当时水田村小只有
两间“一阵风就能吹垮” 的教

室，每间教室只有一个门，没有
窗。 在他的努力下新的校舍终
于建起来了， 学生们也一个个
回到学校。

很多人都觉得张宗茂“为
了教个破书” 丧尽了尊严。 他
说：“我们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
了，别的老师不愿意来，一会儿
换一个老师， 孩子们也觉得没
有盼头。我安心教书，他们才能
安心读书。 ”

1986年冬，张宗茂14岁的
儿子开始流鼻血， 当地的许多
人都没把孩子流鼻血当回事
儿，他也以为只是小毛病。张宗
茂当时正带小学毕业班， 怕影
响学生的成绩， 他坚持到毕业
班考试结束才背着孩子去医
院。医生告诉张宗茂，孩子已经
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无法治愈
了。 不久，儿子再一次大出血，
被邻居送进了当地小卫生院。
张宗茂从学校赶到医院时，儿

子已在弥留之际。
那一年， 张宗茂所带的毕

业班考试成绩全乡第一， 没有
一个孩子考试不及格， 创下了
全乡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儿子刚刚去世， 张宗茂的
岳母又患病瘫痪很快病故。 饱
受打击的妻子出现了明显的精
神分裂症状。 这以后的10年，
张宗茂在学校忙完了， 马上赶
回家照顾妻子，10年间， 张宗
茂几乎没有因家里的事请过
假、误过课。

1998年春节，饱受病痛折
磨的妻子终究还是离开了他。
张宗茂借钱将妻子葬到了儿子
的墓地附近。从此，张宗茂对学
生更专注了， 他说：“妻子和儿
子都走了， 我只有这一群孩子
了。 ”

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的张
宗茂，舍不得乡村里的孩子们。
63岁的他，现在是义务校外辅

导员，免费为孩子们讲《论语》。
2013年六一期间， 他带着水田
村小的4个孩子参加全市《论语》
背诵活动。 这4个孩子是唯一一
组来自农村学校的学生，他们的
背诵打动了现场的许多听众。

1999年， 张宗茂荣获教育
部首届“烛光奖”，在北京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主管部门
决定将载誉归来的张宗茂调到
各方面条件都好得多的乡中心
小学，张宗茂婉言谢绝了。他说，
让那些年轻人去中心校吧，他们
还要找对象成家立业啊。面对人
们的不解，张宗茂说：“我们山区
穷，我就是想让这里的孩子多学
些知识，多改变这里的面貌。 条
件再艰苦， 我也会咬牙坚持下
去。 ”

“我没有什么别的梦想，我
只图一个，就是让山里的孩子们
过得比我们好，让以后的水田村
比现在好。” 张宗茂说。

魏敏：
她的语文课学生都爱上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 她因师德高
尚、教学成绩突出，荣获贵州省特级教
师、省级骨干教师、省优秀共青团员等
荣誉称号。 她曾多次在全州进行示范
课教学和做专题报告， 得到语文界同
仁一致好评。 在每学期学生对教师的
测评中， 她的满意率多年来一直是
100%。她就是贵州省兴义民族师范学
院附属中学教师魏敏。

魏敏曾担任班主任13年，在学校
多数教师不愿意当班主任时， 她主动
申请带两个班，并承担语文和历史两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她采取两班交
叉管理、充分发挥学生特长和能力
的方法，取得很好成效。学期结束
时的期末量化综合考核中，她所
带的两个班列全校前两名。

语文课堂上， 魏敏大胆
创新，力求使学生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主动学习知识，
极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
的兴趣， 深受学生欢迎。
她所教学科二十多年来
在学校期末统测中均
列同级第一。

她多次在本校
和全州上语文观
摩示范课， 并得
到一致好评，还
前往乡镇指导
站作专题报
告和为特岗
教 师 进 行
岗 前 培
训。2013

年， 魏敏被州教育局聘为州级骨干教
师培训授课教师，2014年又被聘为贵
州省中小学（幼儿园）刘光书名师工作
室专家组成员， 为名师工作室跟岗教
师作专题报告、上示范课。

在投入大量精力抓教学的同时魏
敏也关注班上学生的家庭状况， 并尽
自己最大力量为他们提供帮助。 学生
小林不愿到校读书，魏敏上门家访时，
发现小林父亲因为做生意失败远走他
乡， 母亲带着他和还在襁褓中的弟弟
生活艰难。魏敏当场对小林承诺：只要
他考上高中、 大学， 自己就一直资助
他。 如今，已毕业工作的小林，逢年过
节都会给魏敏发来感谢的短信。

多年前， 魏敏就尝试用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学生。 她在每节
语文课中抽出一定时间给学生讲授传
统文化经典和国学基本礼仪， 教育学
生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人生理想。 魏敏还在班上围绕《弟子
规》进行关于“母爱”这一主题的系列
作文教学， 让学生感受母亲的艰辛与
不易，培养学生孝老爱亲，知恩图报的
美德。

魏敏还自己出钱购买传统文化书
籍发给学生或送给感兴趣的老师们，学
校一部分青年教师在魏敏的带动下也
开始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在新生入学教育中， 魏敏担任国
学老师， 她邀请长期致力于推广中华
传统文化的志愿者们一起对新生开展
为期一周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清晨，
魏敏常常在校门口和礼仪队一起对全
校学生行礼，进校的学生也纷纷回礼。
不少家长说：“我们来学校接孩子，常
常看见魏老师对学生行礼， 我们都非
常感动。 ”

魏敏多次受邀到黔西南州一些学
校和社会团体举办中华传统文化讲
座， 与黔西南州国学爱好者共同弘扬
传统文化。2011年和2012年，她两次前
往兴义文德学校， 为其全体教师作题
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进校园》的专题
讲座。 2012年，她又受邀前往兴义一中
后勤部举办《中华传统美德与家庭生
活》专题讲座，深受好评。

从2013年7月到现在， 魏敏共
策划和组织了38期公益性的国学
读书会，从万峰林古榕居到金洲
海浪再到马鞍山。 为了坚持公
益性的读书活动，为了让更多
的成年人和孩子们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魏敏付出
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在
她身边聚集了一批热爱
国学的教师、 公职人员
和大中学生。

通过相互勉励和
学习，读书会的参与
者们养成了良好的
道德修养和行为
习惯， 很多读书
会成员充实了
自身也享受到
了读书的快
乐。

叶德元：学生喜欢的“麻辣老师”
高考填志愿时， 叶德元所

有的专业选择都填了历史，后
来他如愿进入四川师范学院
（现西华师范大学） 攻读历史。
如此选择是因为“太喜欢自己
的初中历史老师”。

在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叶
德元教着9个班的历史，每周要
上18节课。 他不仅想着每一次
的课都要上出新意， 还特别留
意向学生传递正能量。

一次上课， 叶德元讲到火
烧圆明园， 一个学生站起来发
言：“我认为圆明园该烧。”教了
多年书， 这个说法是第一次听
到， 叶德元不免意外：“为什么
该烧？”这个学生说出了自己的
观点， 他认为圆明园是搜刮民
脂民膏建立的， 代表的是特权
阶级的享受……听完， 叶德元
猜想这个学生在课堂外接触了
一些负面的观点， 尽量不赞同
这样的观点， 但他没有当堂直
接反驳。后来，关于鸦片战争那
段完整的历史讲完后， 叶德元
再一次拿出这个话题让大家思

考， 引导学生从整个人类历史
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这次暴行，
帮助这名学生修正了过于狭隘
偏激的看法。

事后， 叶德元认为这是一
笔财富， 让他在教学上得到成
长，“现在的资讯太丰富了，学
生懂得多了也会接触到消极的
东西。对于初中生而言，他们很
可能对某段历史形成偏激的看
法。我觉得，历史给我们的应是
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
希望。 ”

2012年，全国中学历史教
学评比在南昌举行， 叶德元代
表学校参赛。 赛场设在南昌二
中，上课班级是随机抽取的，叶
德元抽到的是初二（6）班，一上
课，他就满口“咱6班人……”很
快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 后面
的课堂活动得到了学生积极的
参与。课中讲到邓小平，叶德元
立刻转换“语言模式”用四川方
言模仿邓小平的谈话， 惟妙惟
肖，兴致来了，他还教学生说四
川话，课堂气氛再次升温。

因为语言幽默、应变灵活、
基本功扎实，这节课亮点频出，
赢得了听课教师的高度评价。
这项全国性赛事的一等奖被叶
德元拿下。获奖后，叶德元在博
客里写道：“顺理成章”。并不是
骄傲， 此前的辛苦付出让他心
中有数， 他也明白初中的历史
课应该是怎样的。

2010年秋天，叶德元来到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并开始当
班主任， 他为自己带的班级开
通了班级博客———“叶老的
窝”。

在“叶老的窝”里，叶德元
记录下了他所带班级的点点滴
滴， 这里也成为向家长展示孩
子在校生活的最佳平台。 三年
时间，叶德元为18班的孩子们
设计了200多个活动， 与他们
一起分享成长的喜悦。毕业时，
18班成为一个“传奇”，这个班
的学生以乖巧、懂事、能干赢得
其他老师交口称赞， 甚至刚入
学的初一学生都知道有一个
18班。

2013年9月，新一届的11班
来了，接到新生的那一天，叶德
元的喜悦溢于言表：“终于见到
你们了，哈哈，开心！ ”开心的同
时，他也对这个班级的管理有了
新的规划，其中包括允许学生犯
错，放手让他们自己成长。

有一次，叶德元有事外出暂
时离开了学校。 等他回到学校，
得知因为有学生不守纪律，班级
操行分被扣了，从班长那里了解
了情况后，他让班干部们自己来
处理。 这一次， 叶德元不再想
给外界呈现一个完美的班级，
而是想着在今后更长的时间里
学生该学会什么。

从18班到11班， 叶德元对
学生、 对这份工作的爱没有变
化， 他依然坚持着一些原则，
例如不轻易请家长， 尤其不因
成绩； 任何事对事不对人， 所
有学生一视同仁。喜欢挑战的他
有信心，“未来三年， 我会努力
……思考三年，总结三年，换来
新的三年，还是那句话‘不求一
鸣惊人，但求顺理成章’。”

魏敏， 贵州省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附属中学语文教
师。 她热衷公益活
动， 关爱每一个学
生， 深受学生和家
长的好评， 是许多
教师学习的典范。

叶德元， 四川省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教
师， 是有名的“麻辣
教师”。 他的装扮、 历
史课、 班级管理都够
“麻辣”。 曾获评“全
国模范教师”。

张斌艳， 湖南
省吉首市丹青镇樟
武教学点教师， 7
年来她孤身一人坚
守在大山深处的苗
家山寨教学点， 为
留守孩子们撑起一
片希望的天空。

张宗茂， 重庆市
彭水县龙溪乡水田村
小学教师。 在深山坚
守40年， 发动村民修
起了一所学校， 把
100多名辍学的孩子
拉回了教室。

周丽娜，
新疆阿图什
市上阿图什
镇中心双语
幼儿园教师，
用心和爱让
双语教育之
花在乡村绽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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