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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开学季。黔西第一中学高一 （3） 班的

教室里，挂着一幅醒目的毛笔字，遒劲有力地写着

“知行合一”，这是班主任林静对学生的教诲和期望。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林静早早赶到办公室，两份

特别的惊喜来得比她还早，静静地在办公桌上等待着

她：“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很想念

您。”学生黄亚云毕业已有 10 余年，每年教师节，她

总是如期送来花束。黄亚云读高中时，地理一直是她

的短板，分数也时常“上蹿下跳”：“多亏林姐没有放

弃我，总是给我讲难题、温习错题，让我不再畏难而

退。”黄亚云说，在林静耐心有效的引导下，她克服

自己的弱点，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林姐”也成了她

最牵挂的一位老师。

收到这份延续十载的礼物，林静感叹不已：“时

间过得太快了，起初，孩子们都叫我林姐，现在大家

都喊我林孃孃和林妈妈了。”

“亲爱的林妈妈，展信佳！回望高中生活，会想

起那一节节充满欢乐的地理课堂，那一道道捉摸不透

的地理题目，更会想起您为我们熬的银耳汤……”读

着学生邵雨桐的来信，往事一下子浮现在林静的眼

前，鼻间也好似那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般溢满了香

甜。

那一年，高三学子在校全力备战，为了缓解学生

们的压力，让他们换换口味，林静亲手做了银耳汤、

酸菜豆米，用她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拖到学校，“我

还记得孩子们吃

完后说，是妈

妈的味道。”

时 间

回 溯 到

2003 年

秋，林

静 从

贵 州

师范大学毕业，随即做出了一

个重要的决定——舍弃外地多所

学校抛来的“橄榄枝”，回到母

校黔西第一中学，成为一名高中

地理教师。

从那时起，“守土有责、教无定

法”就成了林静一直坚持的教学理念。

她喜欢将地理课堂由“灌入式”变为

“提问式”，渐渐地，学生们发现了提问和探

索的乐趣，开始相互追问，打起思维乒乓球，原本

枯燥的地理课变得惊喜连连。

她习惯于将眼里的风景拍下来化作教材，用一张张地形交通实例图、喀斯

特地貌风光、断流河实景，牢牢抓住学生的眼球。不仅如此，一有机会她就带

着学生们走入田间地头研学，让万里路的归途，走向遍布知识的锦绣山川。

“林老师的课堂既有趣又处处有干货，她形容太阳光斑是‘小黑子’，一下

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对知识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学生范煜杰说。

为了帮助本校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林静主动参与学校的“师徒帮带”计

划，张晖就是受益者之一。

“林静老师是一个喜欢冒险、认真敬业的人。她的地理课总是充满欢声笑

语，她用心、用情教书育人，也因此收获了学生们的信任和喜爱。”刚刚踏入

社会的张晖，领略了林静在三尺讲台上的魅力，也读懂了一个个难忘的成长故

事。小徒弟自此立志：我要和师父一样，做一个温润如玉的人民教师。

林静常说，金奖银奖不如学生的一句夸奖。终于，林静如愿获得学生们为

她颁发的——“林静”致远奖，“我们的林老师，生来是高山，而不是溪流。

宁静致远、淡泊名利，就是您最好的代名词。”

“我哪里是什么高山，我只是一个地理老师。能教会学生知晓高山、溪流

和最长的河流在何处，引导他们像高山一样坚定，溪流似的婉转和温带海洋性

气候般温暖如初，就足够了。”话音刚落，林静回到讲台，开启了下一课堂。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

43 岁的黄海进是金沙县化觉镇和平小学的校长。2001 年，黄海进毕业于威

宁民族师范学校，随后进入和平小学教书。20 余载春秋，从少年到中年，从普

通教师到校长，黄海进用坚守与责任在平淡的岁月里演绎着不凡。

在和平小学师生眼里，黄海进不仅是学校的领导者，也是一位亲切的“技

工”师傅。曾经，黄海进的工作包里，除了教科书外，还常备钳子和螺丝刀等

工具。由于学校电线老化，经不起学校食堂大功率电器的“摆布”，常会在关

键时刻“罢工”。为让学生们按时吃上饭，黄海进总会在第一时间进行维修，

恢复食堂运转。学校线路更换后，黄海进主要维修对象也从电线变成了桌椅板

凳、抽水器、电灯泡，维修工具也从包里装变成桶里装。在黄海进的维修桶

里，自费购买的维修工具种类多、型号齐。学校设备无论大小，坏了只要能

修，哪怕是菜刀生锈，都少不了黄海进一双能手为它们“修补”。

学校里有不少学生缺乏照看，很多学生头发又长又乱。看到这样的情况，

黄海进特意去理发师那里“偷师学艺”，回来为学生剪头发，让学生面貌变得

清爽干净。几年来，黄海进已经更换了 3 套理发工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基层教育工作者，“让孩子们走出大山”是黄海进心

中所愿，但他自己却多次放弃走出大山工作的机会。“化觉镇是我的家乡，如

果连我这个本地人都不愿意留下来，谁还愿意呢？”黄海进感慨，年

轻时候的他也有过出去闯一闯的念头，但看到一届届学生走出

大山改变命运，回乡后还惦念着自己，振兴乡村教育的意

义就越加重要，留下来耕耘这片教育园地的决心就越加

坚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黄海进坚持“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重视学生个性化发

展；根据教师所长分配工作，开展教研工作，为

年轻教师争取学习平台；重点关注学生的心理变

化，针对缺乏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差的学生，加

强沟通，与学生当知心朋友；定期家访，深入了

解学生生活学习情况，架起家长、学生、老师之间

的情感桥梁。

“成就一个孩子，就等于造福一个家庭。”凭着这

个信念，黄海进一干就是 22 年，他把所有的青春和热

血都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他对山里的孩子满怀深情的

爱，就像学校周围沉默不语的大山。

“我的目标就是做一名学生满意的好

老师、一名师生放心的好校长。从老师到

校园管理者，身份转变，我深感责任重

大 ， 并 始 终 督 促 自 己 朝 着 这 个 目 标 前

行。”这是织金县龙场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杨霞给自己的定位。

龙场镇地处织金县东北部，杨霞生长

于此，又深耕于此。19 岁踏上讲台，至

今从教已 21 年。从龙场镇讨瓦小学到龙

场中学，从语文老师到校长，她始终坚守

教育初心，热爱教育事业，为推动山村教

育发展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什么样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杨霞经常这样说，作为一名

教师，不能放弃任何一名学

生。乡镇部分学生基础薄弱、

学习主动性较差，针对这样的

问题，杨霞尝试成为学生的学习

伙伴，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

不断探索创新中，杨霞通过趣味学习

方法，引导学生对已获得的知识加深印

象，不仅使学生学有所得，还激发大家自

主学习的兴趣。

杨霞每次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

查看学生是否到齐。学生请假，追根溯

源，问清原因；学生生病，了解情况，

关心爱护；学生遇到困难，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面对青春期的学生，杨霞总是

以包容、耐心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她说：

“学生犯错误不可怕，就怕没有良师益友

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乡镇学校要发展，必然还要打通一个

关键节点：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杨霞深

知，要想提升全体教师的专业水平，最重

要的一步就是激活每一名教师的学习动

力，不断提升自我。本校的校本培训，上

级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此外，杨霞还

组织老师们开展分享交流会。在一次次的

交流分享中，大家一同解决教学困惑，积

攒起教学经验，杨霞也发现和了解到更鲜

活、更立体的老师们。

教师团队能力素养与凝聚力的提升，

直接体现在工作成果上：2022 年 7 月，龙

场中学被省教育厅遴选为贵州省公办强校

计划培育学校；同年 10 月，该校被织金

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

杨霞对工作的真诚、敬业和奉献换

来了学校老师们的敬重与爱戴。“霞姐的

用心、用情，我们有目共睹。工作上，

我们感受到她作为一校之长的担当和负

责，生活中，又感受到大姐姐对我们的

呵护与关心。”

“教育对我来说是事业而不仅是一份

职业。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用真心和

爱心浇灌的一棵棵幼苗能够茁壮成长。”

朴实的教育梦想犹如一盏荧亮剔透的心

灯，指引杨霞矢志不渝，风雨兼程，创造

性地开展每一项教育教学活动，在教育教

学和学校管理岗位上演绎着精彩人生，诠

释着教育的真谛。

32 年

前 ， 从 小 想 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的

种子，在余建江的心里种下，后

来，他不断努力，将梦想变成现

实 。 而 今 ， 在 纳 雍 县 第 二 中

学，提到余建江，没有人不竖

起大拇指。

1991 年，余建江从毕节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 （现贵州工

程应用技术学院） 毕业后，

被分配到纳雍县百兴中学教

语文。后来，在一次教师招考中，余建江

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纳雍县第二中

学任教。

从教 32 年来，余建江本着对教育事

业的执着与热爱，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

线，始终以一名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余老师是我们学校语文课的高

手，教学很专业，学生都很喜欢他，搭班

老师也对他称赞有加。”纳雍县第二中学

校长王阳说。

据余建江回忆，刚在百兴中学工作没

多久的他，到一个学生家家访，得知学生

父亲重病在床，仅靠母亲一人撑起这个

家，家庭条件十分艰苦时，余建江内心十

分触动，于是和搭班的数学老师一起资助

学生顺利毕业，并考上师范学校，也成为

一名人民教师。

在百兴中学教书时，曾经有一名学生

写了一篇作文，余建江看后不吝鼓励。“后

来他在学校遇到我，就从兜里抓了一大把

糖果，塞到我兜里，还说这是第一次有人

鼓励他。这件事我一直都记在心中，很感

动。”32 年的从教生涯弹指一挥间。回顾

过去，余建江仍然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余建江不仅对教学兢兢业业，还经常

传授一些丰富的教学经验给年轻教师。尚

力鹏曾是余建江的学生，2016 年，尚力鹏

大学毕业后，通过特岗招聘，进入纳雍县

新房中学任教，2022 年，又通过考调成为

纳雍二中的教师，和余建江成了同事。

“来到二中，余老师传授给我很多教学经

验，比如要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差异性

制定学习目标等。”尚力鹏说。

所有汗水都有收获，所有努力都不被

辜负。余建江培养的学生中，很多人成为

栋梁之材，余建江也通过这份职业收获了

诸多成果，多次被学校评为“学科带头

人”、“优秀教研组长”、“优秀年级部主

任”；2020 年主持完成省级课题 《初中生

抗挫折能力培养策略研究》；2022 年获

“市级骨干教师”称号。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作

为一名教师，余建江不仅传授学生学业知

识，还教会学生们如何做人、做事。“我

不以学习成绩来评判一个学生，我更在乎

学生的品德。”余建江说。

从教三十载，只为桃李香。这么多年

来，余建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而

他，就像一棵“不老松”，依然在教育岗

位上坚守着，等待又一批学生的到来。

“家长把孩子送来学

校，都希望遇到认真负责

的 老 师 。” 罗 秋 芬 说 着

话，眼神飘向了办公桌上

自己一家子的合照，她心

里惦念着 30 公里外威宁县

城里的两个孩子，也惦念

着 880 公里外老家的母亲。

罗秋芬是威宁自治县

盐 仓 中 学 的 一 名 物 理 老

师。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的她，2011 年大学毕

业后来到毕节，先后在威宁

自治县东风中学和盐仓中学

任教，在琅琅书声中坚持了 12
年。

刚 到 毕 节 时 ， 生 活 习

惯、饮食差异让她感到不适

应，语言不通更是让她吃尽

苦头。家访时，和一些家长沟

通不畅，有时候去三四次才能

把学生的情况和家长交流清楚。

登门次数多了，家长们开始

认识这个说着普通话的外地老师，

更愿意和罗秋芬拉家常。

工作刚进入正轨，新的问题又出现

了。在教学中，罗秋芬发现，同学们物

理学科基础比较薄弱，接受新知识时会

跟不上进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她认真

思考、钻研教材，并积极向经验丰富的

老教师请教，探索出生动有趣、注重实

效的教学方法。

她的学生夏行说：“罗老师上课很

有趣，我们都听得懂。”

学生和家长的认同，让罗秋芬感到

欣慰。终于，在记不清多少次深夜备

课、潜心钻研，多次进村家访后，罗秋

芬在这片曾经陌生的热土扎下了根。

因教育教学工作突出，2013 年，罗

秋芬被评为威宁自治县优秀特岗教师。

随后几年，她设计的课程、作品多次获

得市、县教学成果奖，2022 年被评为威

宁自治县“师德标兵”。

“刚开始也是想着开阔眼界，每次

出去比赛都认识很多优秀的老师，对我

有很多启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应

该努力做得好一些。”罗秋芬表示。

除了教学成绩，更让罗秋芬感动的

是学生的真情。在东风中学任教时，一

个已经毕业的学生，挑着两筐自己家种

的苹果去学校找她，当时她出门办事，

那个同学就在出租房的门口一直等到她

回来。

“将心比心，当时觉得所有付出都

是值得的。”罗秋芬说。

事业有收获，罗秋芬的爱情也开花

结果。2015 年，罗秋芬和丈夫结了婚，

把家安在了威宁县城。不久后，他们的

孩子出生了。当了母亲后，她越来越思

念自己的母亲。

回老家要从毕节转高铁到贵阳，7
个小时到广西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每年罗秋芬只有暑假和过年能回去两

趟。

“为了不让我担心，老人家从来都

报喜不报忧，总说家里一切都好，但我

知道她一直牵挂着我。”

说话间，晚自习下课的铃声响彻了校

园，罗秋芬的丈夫正好来接她回家，夫妻

二人赶回威宁县城，照顾家中的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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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育人 桃李沁香
——记全市优秀教师杨霞

□ 江子钰

从教三十载 只为桃李香
——记全市优秀教师余建江

□ 滕 露

乡村教育的守望者
——记全市优秀教师黄海进

□ 郑艳洁

扎根他乡护“新芽”
——记全市优秀教师罗秋芬

□ 杨士广

杨霞杨霞（（右一右一））在辅导学生在辅导学生

余建江在上课余建江在上课

罗秋芬在上课罗秋芬在上课

黄海进黄海进

林静在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