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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林翔翔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人生旅程上，老师丰富着我们的心灵，为我们点燃了希望的光芒。我们对老师的歌颂永无止境，而作为一名老师，他
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教师生涯呢？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倾听不同年代的老师执教生涯中那些难忘的事儿。

徐文新： 高三老师的两点一线式生活

岁月流逝，倏忽十年。十年的时光

荏苒，我用手中的画笔和孩子们一起描

绘着多彩的世界，虽有辛苦，更有欢欣。

记得6年前，为了让农村有兴趣特长

的孩子享有更好的学习机会，学校组织了

美术和陶艺社团，我成为社团的辅导老

师。开团那天班级挤满了学员，但我无从

筛选，因为每一位学生在我眼中，都像一朵

朵五彩艳丽的鲜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那天有这样一个学生，刚来到社团的她，衣

衫破旧，头发蓬乱，同学疏远她，但腼腆自

卑的她眼神却充满渴望。于是，我不断鼓

励她：“有进步！”、“继续努力，真棒！”。在

我的“特殊照顾”下，她慢慢变得自信、开朗

起来。从开始笨拙地拿着画笔死板临摹，

到后来胸有成竹自信勇敢。我不敢想象她

的心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只知道通过画

与话的交流，她逐渐在改变！她的班主任

欣喜地告诉我：“这孩子上课会举手发言

了！”“爱干净了，还当上了劳动委员。”“经

常看到她埋头画画，说要当美术老师

呢！”……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年成绩

平平的她，几年后却考上了市十中！当这个

孩子来信报喜时，那一刻我热泪盈眶，为学

生成长而欣喜。我不敢想象，假如当年筛选

时我拒绝了她，会怎样……

还记得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市里组织

的艺术节和科技节，为了让这些毫无绘

画基础的农村学生能在大赛中获得优异

的成绩，作为学校惟一的美术教师，我在

自己办公室里摆满桌椅，腾出一切能利

用的时间，开始了漫长的赛前训练。绘

画、剪纸、设计、篆刻、书法……不同的孩

子，都要区别对待。有一年在“招募自愿

者”时遇到这样一个孩子，说实话，他的

绘画水平很一般，但是参与热情非常

高。每天课间课后主动出现在我办公

室，每次都缠着我问这问那。“老师，我画

的怎么样？”“老师，您再帮我看看。”“老

师，我能获奖吗？”我实在不忍心打击他

的积极性，总是“违心”地告诉他画得很

好，并给了他一个学校的奖次。后来，他

读高中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谢老师，

感谢您用一颗善良的心保护了一个孩子

的自信和自尊，让我学会了感恩这个社

会……”我想，我付出的是一份爱，但收

获的却是更多！

这些平凡的小事，每一位为人师者

都曾经历过，虽然平淡，却是我教育生涯

中最宝贵的财富，鼓舞着我和我的孩子

们循着光明的方向，不断拾取沿途灿烂

的风景！

用画笔渲染心灵
塘下镇第二小学 谢爱玉

记者陈绵绵整理

午饭过后，约12时30分左右，记者

再次来到徐老师办公室，此时他正在看

电子书。徐老师的电脑里有20本生物

教材和教师用书，50 本生物参考用书。

平时他一有时间，就会看与生物有关的

书籍，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要看的书

太多，徐老师的桌子上已没多少空间再

放书，于是他用起了电子书。“只有不断

储备自己，才能更好地传授学生”，徐老

师笑道。

话音刚落，一位男学生和一位女学

生来到办公室，两人一左一右坐在徐老

师身旁，只见他从生物书中间翻开，又

翻了一两页就找知识点，拿着他们的试

卷一一为他们解答错题，并让他们配合

练习加以巩固。

大约过了40分钟，这次午间补习结

束。记者问了其中一位学生，才得知原

来徐老师从来不午睡，每个中午他都会

花半个多小时帮成绩稍微落后的学生

无偿辅导。“徐老师对每一位学生都尽

心尽责，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学生。”一学

生说道。

“每个学生在人生中都会经历一次

高考，而我们老师却要面临多次，但每

次都会如初始般认真。”长时间的备课

改作业已让他的颈椎不时隐隐作痛，徐

老师起身拍了拍脖子，和同事招呼了一

声后，走进教室。采访当天，他下午共

有两节课，平均每周他要上11节课。

与所有高三老师一样，徐老师除了

要努力提高学生成绩外，还要关注每位

学生的身心健康，缓解他们的心理压

力。晚自习结束后，徐老师还要去学生

宿舍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一周

大约3次。21点50分左右，徐文新来到

一男生宿舍，叫出一位正在吃夜宵的男

生，两人并排靠在宿舍走廊，徐老师关

切地问该学生是否习惯新调的位置，投

影、黑板能否看清。

回到家，已近 22 时 30 分。徐文新

说，早上 7 时到校，晚上 22 时多到家的

生活已伴他好久，“这样的生活也是高

三老师的集体写照。”

爱有多深，梦想就能走多远
教师生涯中那些难忘的事儿

两位老师的一天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总是在自己岗位上默默耕耘。随着教师节的临近，记者近日走进校园，了解两位教师一天的工作。他们是我市众多教师的缩影，在他们

身上，我们会看到许多字眼：爱岗、敬业、责任、奉献……

下午第一节课，一（5）班的其他学生都

去音乐教室上课了。黄笑蕾坐在教室里与

那个受伤了的男孩聊天，关心他的伤口。

过了些时间，她口渴了，准备回一趟办公

室。她在办公室拿起一块吃到一半的西瓜

大口啃起来，“午餐的水果来不及吃完就碰

上事情了，直到现在才有空再吃几口”，黄

笑蕾笑道，几秒后，垃圾桶多了一块西瓜

皮。顺手抽了张纸巾，她又赶紧回教室。

下午第二节课，黄笑蕾教孩子们写新

教的单韵母a、o、e。下课铃声一响，教室里

躁动不安，哄闹声不断，她的嗓门也只能跟

着响起来。

放学了，她刚打开教室前门，就被家长

围了个水泄不通，她一一为家长反馈孩子

当天在学校的状态。孩子们陆续被家长接

走，她拿起讲台上的水杯大口大口地灌

下。此时，记者才意识到，整个下午，黄笑

蕾未曾喝过一口水，甚至没去过洗手间。

之后，她在教室坐下，准备改完生字抄写本

再回家。

20 时许，记者再次致电黄老师补充采

访时，发现黄老师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徐文新今年34岁，是塘下中学高三（1）、（2）班的生物老师，自11年前从事教育

工作以来，他一直在塘下中学任教，今年是他第7次任教高三。

早上7时，他就到校了

徐文新的妻子是一位小学老师，两

人只能协调好时间轮流接送孩子上下

学。9月4日6时，徐老师叫醒5岁的女

儿，为她热好面包和牛奶，面包是他前

一晚晚自习结束后准备的。7 时许，他

到校，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时许，塘下中学高三理综办公室

静得能听见笔在纸上摩擦发出的“沙

沙”声，此时徐老师正在备课。

虽然这时许多年级才刚开学，但高

三学生即将迎来英语听力、信息技术和

通用技术三项高考。随着高考的临近，

身为班主任的他感到身上的压力与日

俱增，待在学校和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

越来越多。在高三繁忙的工作中，徐文

新善于抓住机会自我减压，比如参加下

午第三节课后、每周不定时举行一次的

教师与学生联谊球赛，偶尔晚自习之后

绕着操场慢跑两圈。

理综办公室所有的办公桌上都叠

满了小山般的教材和资料，徐老师的桌

上也不例外，只见他麻利地从右手边的

练习资料里拉出一张试卷，又从正中间

的书堆里抽出一本辅导用书，对照辅导

书在试卷上勾勾画画。约半小时后，他

又批改起学生的习题试卷，时而托腮沉

思，时而在笔记本电脑上翻阅电子书，

查看学生易错知识点。

就这样备课、改练习，看似简单的

工作，一晃，一个上午过去了。

每天中午，他都无偿辅导成绩落后的学生

徐老师在上课

黄笑蕾： 板凳坐不热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一（5）班班主任黄笑蕾今年37岁，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已有17年，

有4次一年级任教经验。每当看到一年级小学生脸上纯真的笑容，她总会由衷地欣喜和满

足。

和许多一年级班主任一样，黄笑蕾也十分注重引导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将绝大部分时

间投入到班级管理和照顾学生上。每天7时半到校、17时离校的作息，是一年级班主任的

普遍写照。为了让她更好地工作，丈夫包揽了全部家务活，甚至每天早上都会为她做好早

点。

既当老师又当“妈”

黄笑蕾带记者来到二楼接待室，刚坐

下没多久，手机响起。接完电话后，黄老师

一把抓起桌上的背包冲下楼。

“怎么啦怎么啦？”黄老师一路小跑着

问道，神色紧张。前方几米外，一男孩满头

大汗，右脚膝盖划破。小男孩姓赵，在走廊

台阶上跳下来时不慎弄伤。面对黄老师的

关心，原本坚强的男孩翘起了嘴巴，显得十

分委屈，哽咽中带着哭腔。“没关系，等下老

师陪你去医务室上点药，你很勇敢。”说着，

黄笑蕾摸摸他的头。随后她弯下腰，小心翼

翼地卷起他的裤脚查看伤势。看着擦破皮

的膝盖不时渗出血丝，她不禁皱起了双眉，

坐到走廊台阶上，黄老师将该男孩右脚搁在

自己大腿上，再次查看伤口，并致电家长。

该男孩在医务室处理完伤口，情绪也

渐渐平复，黄笑蕾左手摸着他的头，右手拉

着他的手，看着他说道：“老师不是说过课

间不能跳台阶了吗？摔疼了吧，以后要听

老师的话。”看到该男孩一脸悔意，她又心

疼地抱了抱他。在回教室途中，一个小女

孩说肚子疼，于是黄笑蕾牵起女孩的手，再

次朝着医务室走去。

“一年级老师更像是在当妈。”黄老师

笑道。对于一年级新生，班主任更多的是

生活方面的照顾，特别是开学几天，许多一

年级班主任都要累得嗓子疼。水杯打翻、

吃饭没带毛巾甚至不知道去哪儿上厕所等

大大小小的琐事都需要班主任去关注、引

导。就在那个男孩受伤之前，她刚刚处理

完班上一位女孩因忘带午餐毛巾而闹情绪

的事情。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黄笑蕾表

示：“这只是开学前几天的状态，很快地，学

生们就会成长并适应小学生活。”

一爿西瓜吃了两个多小时

黄老师将学生作业拍图发微信反馈给家长

我于1963年参加教师队伍，一直到

2004年退休，退休后又在民办学校干了

十年。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给我留下了

许多美好的回忆，其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师生的那种安贫乐教、乐学的情景，让我

印象尤为深刻。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上下正掀起学

习雷锋活动热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蔚然

成风。初为人师的我，在这种大环境的感染

下，自然毫无怨言地工作。当时教学条件很

差，老师手中只有一本教材和教参，学生所

有作业的标准答案、期中期末的复习提纲、

试卷都由老师自己编写，自己刻印。记得有

一位老教师每天上班几乎都背着文书包，包

里装着的全是刻印用的蜡版、蜡笔、蜡纸。

除了干好本职外，我晚上还要为成年扫盲班

上课，寒假要配合公社做好春节宣传，暑期

要参加支农劳动。平时稍有空闲，就要去

家访。一学期下来少则四五次，多则十几

次。由于经常家访，联系密切，至今我仍能

讲得出第一届每一位学生的家庭地址以及

家访的情景。面对这么艰苦繁重的工作，

我领到的报酬是每月26元。但不知怎的，

我却感到非常满足，这大概就是我的教育

情结吧。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我印象最深

的是在新华中学任教的那段岁月。那时

候，全校150多名学生，6位教师，挤在上

戴村一座不到500平方米的旧庙里。阴

暗的教室，潮湿的泥地，破烂的凳桌，师

生每天上下班步行4趟约2个钟头，教师

还被戏称为“臭老九”。就是在这样艰苦

的教学环境中，我们几个老师依然积极

自觉地履行职责，学生们依然认真刻苦

地完成学习任务，并经常在老师的带领

下，参加支农义务劳动以及社会宣传活

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这些学生

中，后来竟涌现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其中

有在中央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的，有在市、

镇党政机关里担任领导职务的；有为地

方经济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企业

家，有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非凡业绩的

实干家。每当谈到在上戴庙的那段时

光，我便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惊叹与深

思：艰苦磨砺人啊！

回顾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我深切

地体会到，只有把教师这一职业作为一

种信仰，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乐贫乐

教，执着地去追求、去奋斗。教师也只有

在这种价值观的支撑下，才能恪守教师

的职业道德，才能凭良心教书，做到终生

从教，痴心不改，无怨无悔。

安贫乐教无怨无悔
退休教师 池仁学

儿童初心，惊艳我的师者年华
塘下实验小学 戴海棠

心爱的耳环上掉了颗红豆大小的黑

珠，我赶忙寻觅。“老师，你在干什么？”“老

师，你找什么呀？”“老师，珠子长什么样？”

“老师，我帮你找？”……孩子们见状，非常

热心地帮忙：一个一个的在找，三五成群

的在找，找珠队伍竟然越来越壮大。我思

潮起伏，戚然动容，对孩子们说：“没关系

的啊，不用找啦。”一向听话的他们此时

“置若罔闻”。片刻之后，找珠未果的轩询

问：“戴老师，你刚去过哪些地方？”我确定

就餐之前左耳环是完整无缺的，就是从食

堂到一楼办公室之间，遗失黑珠。孩子们

自动分散，办公室这边一圈人，食堂那边

一圈人，甚至连我没去过的楼梯上都有孩

子低头细寻的身影，找珠范围居然越来越

拓宽。我心潮澎湃，眼眶湿润，朝孩子们

喊：“真的不用找啦，没关系啦！”他们的聪

慧，他们的专注，他们的执着，汇成我眸中

最迷蒙最迷人的景致。“找到了！找到

了！”鑫欢呼雀跃。黑珠被她捧在手心，在

我心中不断扩大，扩大……“再见”中，摆

手中，孩子们云散风流般，我，还没来得及

说谢谢呀。

这段记忆被我珍藏、呵护五月有余了

——小学教师这份职业，馈赠我们犹如和

璧隋珠的儿童初心——至善至纯。“儿童”

两字，有着与生俱来的美，足以抵制浮躁

与喧嚣，安顿我们的灵魂：素年，静笃，清

欢。披上童心满缀的蜜意盔甲，师者仅为

钟灵毓秀的城池冲锋，绝无怨尤。

这些孩子是我在塘下实验小学执教

语文的前任和现任两个班级学生，最大

的不过二年级。然而他们的童心里饱涵

尊师爱师，美德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传

承。报李投桃，师者誓约：亦要惊艳生者

的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