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出版：陕西教育报刊社有限责任公司 ■总编辑：郭鹏 ■副总编辑、主编：刘帅 ■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唐李佩 ■编辑部副主任：聂蕾、胡玥 ■地址：西安市药王洞155号 ■邮政编码：710003
■电话：029-87335695 ■传真：029-8733569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0004000078 ■广告部电话：029-87318259 ■发行部电话：029-86282901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1.50元 ■印刷：陕西华商数码信息有限公司 ■电话：029-86519739

电 话：029-87337551

E-mail：jsbpublic@126.com

责任编辑 / 薛小琴

美 编 / 杨 子4 2023年9月10日
星期日

张汉云，对很多年轻教师来
说，也许是一个并不熟悉甚至很
不熟悉的名字。但对全省乃至
全国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领域，
他的名字却一直都是如雷贯耳，
是广大师生爱戴和敬仰的大名
鼎鼎的时代“大先生”。

大凡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师
都清楚，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张汉云老师是全国高二政治课
统编教材的主编，其在全国影响
之大，无人能与之比肩，因为作
为高中政治课教材来说，连续十
多年都是他主编，甚至基本框
架、体例、内容等都没有太大变
化，实属罕见。

对此，我曾好奇地向他求
证：“张老师，你是怎么成为高二
政治教材主编，怎么成为权威专
家的？”

听后，张老师说，当时他是
在《中国教育报》上看见了一则
教育部关于征集高中政治课教
材修订的消息后，就很快写了一
个关于高二政治（哲学）的编写
提纲及有关说明，想都没想就寄
到教育部。

他说，当时自己完全是无心
之举，只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
话可说，没想到很快就接到教育
部的回信，邀请他去北京参加全
国高中政治课教材编写（修订）
征求意见会。

到了北京，面对大咖云集的
场面，他作为一名长期在中学政
治课教学一线工作、刚刚调到陕
西教育学院工作的基层教师，在
会议上对自己的方案进行了解
读与说明，没想到竟然获得大家
的认可，教育部当即决定使用他
的方案，并由他领衔主编，组织
专家编写。

我能感觉出，张老师在讲这
个故事的时候，喜悦但又不是得
意忘形，仅仅感觉这件事是对自
己长期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成果
得到认可的一种安慰。

听完张老师的讲述，我想
到自古以来人们常说的“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人
前 耍 威 风 ，背 后 必 须 下 苦 功 ”
等说法，张汉云老师的这个故
事，不正是厚积薄发的最好诠
释吗？

张汉云老师调入陕西教育
学院后，与妻子一直两地分居，
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

那时，吃饭都在食堂，我记
得很清楚，一天中午下班后与他
同时下楼，拿着碗筷准备去食堂
打饭。

当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季
节，下楼之后，走到教学大楼正
门台阶时，张老师仰头看见台阶
西侧的白玉兰花树，突然问道：

“越群，这个花怎么开得这么漂
亮，这个花是什么时候开的？”

“都开了一阵子了呀！”我笑
着回答。

“哎呀，我都不知道，竟然春
天的花都开成这个样子了！”张
老师感到惊讶。

说着，我俩马上就到了饭堂
门口，他突然停下脚步又来了一
句：“越群，你说幸福是什么？”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如
实答话。

他马上说：“有的人视无底
洞甚至无底线的享受为幸福，而
有的人则以‘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为幸福，还有更多的人以‘以
苦为乐’‘安贫乐道’为幸福。总
之，不同经历和特质的人对人
生、生活、社会、世界、事业、职
业、家庭、他人、自己、物质、金
钱、财富、自然等等拥有的多少
和体验感受不同，其感受出来的
幸福感也必然不同，因此，幸福
不是拥有而是感觉。”

通过这短短的几句对话，
足以窥视出张汉云老师确实是
一位心无旁骛、潜心问道的“大
先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对
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神秘和
高不可攀的东西。

在当时我还是 30 岁头的小
伙对学习电脑尚且感到畏惧的
时候，政教系的老师们都知道，
已近花甲之年的张汉云老师，
不仅是全系学习电脑最早的教
师，即在学校强制要求学电脑
之前，张汉云老师就已经会用
电脑做课件了，而且已经成为
大家公认的电脑打字与课件制
作的高手了。

由此可见，张汉云老师在
新生事物面前，任何时候都在
秉持他曾经发表过的系列文章

《我的实践，我做主》的思想观
点，其淡化艰辛、忘记年龄、不
惧困难、变苦为乐、热情拥抱、
善于学习、惠及学生的精神，十
分难能可贵。

记住他，绝非我现在也是语文
老师的缘故。

第一节课，他走进教室，我们
就大跌眼镜：乱糟糟的头发，青竹
似的身材，木桩似的个头，活像从
农田里刚刚犁地归来的老农。我
们想：这样邋遢、瘦弱、年老而且矮
小的老师，怎么能胜任学校堂堂尖
子班外加初三的语文老师呢？在
同学们一片惊诧的眼神中，他走上
了讲台，开始了他的开场白：“敝人
有几个缺点，第一个矮的缺点刚才
大家已经领教了，大家可别见笑！
咱这一米六五的身材里浓缩的可
是精华！第二个缺点可是实实在
在的缺点，那就是爱抽烟，痛下决
心改了二十三次，终未成功，但我
保证不在课堂抽烟，如有，大家打
我屁股。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上
课不用书，不看教参，但我保证不
错讲漏讲，敬请大家监督见证。”精
彩而幽默的开场白，又一次令我们
眼镜大跌，男生女生的笑声，从教
室里肆无忌惮地响了起来。接着，
他开始了他的语文课，整整一节
课，他真没动一下放在讲台上的语
文书，就滔滔不绝地、精彩地、准确
地，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将我们
引进了语文的天地，文学的殿堂。

我没有见过拿自己“开涮”的
老师，也没有见过这样“有料”的老
师，第一次，我记住了他！

1990 年洪水 ，波及学校。校
园身处山坡，四周被洪水围困，形
同孤岛。这可急煞了他，为了我
们安全上学，顺利中考，他决定每
天护送我们。每天清早傍晚，他
就早早来到还没有被洪水围困的
路口，见一个学生，就拄着一截木
棍在前面探路，然后让学生跟着
前进，碰到水流湍急的地方，他停
下来，让学生俯在他瘦弱的背上，
然后一步一步小心地前行。有些
长得高的男生和羞涩的女生不愿
意让他背，他急得满脸通红，大声
呵斥起来：“别给我只顾面子，面
子比不上命重要！”说完，就固执
地把他们背到背上，不管他们同
意不同意。

我没见过这样专横的老师，也
没有见过这样固执的老师，第二
次，我深深地记住了他！

班上有一名学生被周边一个
村的地痞三番五次地欺负。学生
无奈，家长无奈，他听说了，没有无
奈。一个放学的傍晚，他带着我们
班级三十多名学生，怒气冲冲地冲
进了那位地痞的家门和他理论。

地痞看来势不对，拿出了菜刀，准
备大打出手。他走在学生前头，像
母鸡护小鸡似的张开了双臂，正气
凛然，脖子上青筋凸起，大喝一声：

“你敢动手试试！”地痞被他的目光
和威严镇住了。对视了足足五分
钟，地痞低下了头，丢下了刀。接
着，他给地痞讲道理，说法律，终
于，地痞变得和颜悦色，不仅向被
打的学生道了歉，而且保证以后再
不欺负这位学生。

我没见过手无缚鸡之力而这
么勇敢正义的老师，我没有见过单
凭一张嘴就能说服和制服地痞的
老师。第三次，我记住了他。

我记住他的，不止这些，还有
他上课时讲得精彩时像老学究似
的摇头晃脑，下课时和我们无忌地
打打闹闹，他那老头般特有的童
真、狡黠……

我记住他，是因为他不仅传授
给我知识，是因为他言传身教，无
声地教会了我善良、正直、勇敢、无
畏……更因为他给了我另一种老
师的形象——与伟大沾不上边，是
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摸可触，有人
间烟火气。是的，这样的老师，他
有缺点，有优点，就在我们教育之
中、生活之中，令人终身难忘。

在 边 远 山 区 陕 西 省 商 洛
市商南县，生活着一位被人们
誉为“大先生”的吕清太。吕老
师今年已经是 87 岁高龄了，但
他在商南乃至商洛教育界，依
然是神一样的存在，全国优秀
班主任、中学历史特级教师、优
秀共产党员、陕西省模范工作
者、陕西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
院 政 府 特 殊 津 贴 …… 他 的 教
育 贡 献 和 教 师 精 神 激 励 着 一
代又一代教师奋力拼搏，不断
创造和谱写着商南教育的精彩
篇章。

吕清太老师教育人生的要
义 在 于 勇 挑 时 代 重 担 。 1960
年，吕老师于陕西师范大学历
史 系（今 历 史 文 化 学 院）毕 业
后，扎根商南县山区基础教育
工作 40 余年，任教中学历史学
科 36 年。他既带过由他自己挨
家挨户动员而来、年龄相差悬
殊的“速成班”，也带过让全校
领 导 和 教 师 望 而 却 步 的“ 乱

班”，还带过因为自己“名师效
应”而形成的 108 人的“超级大
班”。吕老师说：“对这些难干
的 工 作 ，每 次 我 都 是 主 动 请
缨。”“不管什么样的学生，在我
手里都要把他们变成对社会有
用的人。”

吕清太老师的教育教学经
验在于扎根实践持续创新。吕
老师始终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
运 用 和 调 动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他 在 学 校 管 理 上 ，坚 持 念
好“早、勤、严、恒、情”的五字
经。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探索出
地图教学法和表格记忆法，总
结 出 一 抓（基 础）、二 理（线
索）、三比（异同）、四析（分析）
的历史教学方法。吕老师认为
课堂教学要在细、勤、严、实四
个字上下功夫。

吕清太老师的育人秘诀在
于 爱 护 、关 心 、激 励 和 发 展 学
生。在历史教学上注重学习指
导，在班级管理上强调激励引

导，这是吕老师的成功法宝。吕
老师说：“我对学生非常的关心，
学习这件事除了老师讲得要好
外 ，最 终 还 得 要 学 生 自 己 学 ，
学 生 要 有 内 生 动 力 。 正 因 如
此，不管哪个班级，经过我手，
都会成为好班。不管多么调皮
的 学 生 ，我 对 他 都 非 常 关 心 ，
我不会把他批评得一无是处，
或者是无地容身。在具体事情
上，我会把这件事说得清清楚
楚 ，指 出 其 错 误 实 质 ，但 我 从
来不提人名。对同学们‘只吹
冲锋号，不打退堂鼓’，鼓舞学
生不断向前；对于后进生，我坚
信‘不怕石头暖不热’。”

吕清太老师的教育生涯智
慧 在 于 随 遇 而 安 、追 求 卓 越 。
无论是在最偏远、最艰苦的乡
村中学工作的 17 年，还是后来
担任商南县第一中学校长和商
洛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长，吕老
师没有一次是因为个人原因提
出工作调动申请，他认为“去哪
里都是教书，只要能教书在哪
里 都 可 以 ”。 而 且 ，无 论 在 哪
里、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吕老师
都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上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新中国基础教育的
发展历程，正是一代代像吕清太
这样的“大先生”筚路蓝缕实践
创新所创造的，记录、继承、发
扬“大先生”的教育精神，是新
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题中之义
和必由之路。

张科，本名张岚，我们教育局
德安科科长。她是我们班主任的
精神领袖，是我们教书育人的标
杆，也是我们心中的“大先生”。

严谨而深邃的教育思想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德
育的“领头羊”，她立足教育的大
地，站稳德育的原野，以敏锐的思
维触角审视教育的当下与未来，紧
跟时代的节拍，作出准确的教育判
断，建章立制，创造了一系列富有
前瞻性的“南海德育模式”，具有鲜
明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张科常常勉励我们：要做一名
有理论高度、有视野宽度、有专业
深度、有生活风度、有温度的教育
大家。不仅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
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要有自己独
特的教育见解，用头脑用智慧做教
育，努力成为学生未来的引路人，

努力把每一位学子摆渡到他人生
的高地。

严苛而专注的工作态度

张科说：“德育没小事，有事
就是大事。”所以，我们要严格要
求 自 己 ，要 以 身 作 则 ，躬 身 示
范。每次开德育会议，张科首先
严抓的一点就是考勤，对迟到早
退、拖沓随意现象作不留情面地
批评。她说 ，作为一名教育者 ，
你连最起码的时间观念都没有，
不配为人师！

生活上，她可以和你称兄道弟
情同手足；工作上，她却六亲不认，
严苛到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步。

记得，那一次为了打磨一个展
演节目的剧本，我们经历了无数次
的修改，肯定—否定—肯定，反反
复复地推敲争辩，几乎到了绞尽脑
汁殚精竭虑的境地。

然而，正是这样一次次的严苛
锻炼，大大加快了我们成长的步
伐。毫不夸张地说，遇见张科，是
我教育生涯的最大拐点。很长时
间，我的职业状态是浑浑噩噩、随
波逐流，只关注眼前的蝇头小利，
满足于当下的鸡零狗碎。而张科
的引领，让我对教师的职业意义
与使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教师担
当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肩负
启智、导航、树人、育英的使命。
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成长，而且决

定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高度
与纵深走向。

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姿态

按理，作为教育局的领导，她可
以摆出高高在上的傲娇姿态，凌驾
于我们之上，但她没有。她总是心
平气和虚怀若谷地和你商量、讨论，
然后集思广益，筛选出最优方案。
从来不拿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压人，
从来不因你只是一名普通老师而忽
略你。特别是在一些相对比较专业
的问题上，她总是拿出一副求知若
渴不耻下问的姿态虚心地向你请
教。她时时刻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们：世界瞬息万变，谁都不是屹立不
倒的神。为此，你唯一仰仗的终极
利器就是不断学习，积极精进。

立己达人成人之美的风度

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但凡有什么评优评先、
荣誉称号之类，张科总是把名额给
一线的老师。但凡教育局有外出培
训、学习的机会，张科总是推荐相关
的普通老师，把免费学习、业务提升
的机会留给他人。因此，南海涌现
出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大咖。

她乐于做年轻人的铺路石，不
遗 余 力 地 助 力 青 年 教 师 成 长 成
才。这就是大先生的格局与风度，
她在为学、为事、为人诸多方面给
我们作出了有力的示范。

父亲去世整整 10 年了，这 10
年 里 无 数 次 的 思 念 和 泪 水 都 寄
托在梦里。我的父亲叫陈新才，
是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淳 化 县 方 里 中
学的校长。

父亲是学生心中有仁爱之心
的校长。当校长十几年来他对每
个学生都非常了解。谁家里父亲
不在了，谁家里母亲不在了，谁家
里经济困难，谁家在哪里住，他都

清清楚楚。我有一个同学失去父
母双亲，父亲就免去了他初中三
年的全部费用，还经常鼓励他好
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师范或者中
专，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生活。这
个同学如愿考上师范，父亲就发
动全校师生捐款，帮助他完成学
业。父亲刚参加工作是在一个偏
远的村子，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放
羊娃没有上学，一问才知道这个
放羊娃是个孤儿，他就拿出自己
一个月挣的十几块钱一边养家，
一边供这个孩子上学，周末还带
回家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放羊娃
最终考上大学当了老师，还成了
全国优秀教师。

父 亲 是 老 师 心 中 慈 爱 的 家
长。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老
师都是以校为家，宿办一体。学校
很多青年教师结婚都是在学校。
但凡在学校结婚的老师，父亲就像
个大总管一样把一切安排妥当，谁
去接媳妇，谁负责招呼人，谁负责
厨房……学校一位年轻老师的父
亲突然去世，这个老师吓得不知所
措，父亲就带着其他老师去他家给
办丧事。

父亲是乡亲们心中的主心骨。
每个周末父亲回家，我们家里就人
来人往。乡亲们有事都爱找父亲商
量，谁家的孩子考什么学校，谁家的
孩子去哪里上班……这些都是他

操的心。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村
子很多孩子都上师范当了老师，父
亲一直说农家孩子唯有考学才是
出路。

父亲的一生是无悔的一生。
爱岗敬业、仁爱有加都不足以形容
他的一生。做事的执着严谨是我
用一生都学不完的。在他的影响
下我和姐姐、嫂子都成了教师。我
第一天上班，父亲推着自行车，车
后给我捆着被褥，一路上嘱托我：

“当老师就要爱学生。”就是因为这
样的一句嘱托，我三十多年的从教
生涯从未懈怠。

耳濡目染父 亲 的 一 生 ，在 他
身 上 我 学 到 了 做 人 要 善 良 、诚

实、大度。就是因为他具有这些
品质 ，一生获得了很多荣誉 ，陕
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先进教育
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 ，人大
代表、党代表的证有很多。学校
经费紧张、校舍破旧 ，他就另辟
蹊径 ，带领学生们勤工俭学 ，利
用 学 校 闲 置 的 地 栽 十 几 亩 苹 果
树 。 几 年 时 间 ，学 校 旧 貌 换 新
颜 ，拆除瓦房盖楼房 ，把一个镇
上的中学打造成陕西省第一批文
明校园。由于他治校有方，周边
四个乡镇的孩子都慕名来上学，
有很多家庭一家三代都是父亲的
学生。他的先进事迹被《光明日
报》《陕西日报》等媒体报道。他
的 这 些 荣 誉 是 他 人 生 价 值 的 体
现，父亲去世前把这些证书都交
给我来保管，我知道这是把他的
教育梦想交给了我。

薪火相传一定是父亲想看到
的。于是，我告诫自己努力工作，继
承父亲的教育梦想。每次在工作上
有成绩获得荣誉我都会梦见父母。
如果说是执着成就了今天的我，不
如说是我心中的大先生——父亲，
成就了我。

躬耕教坛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我心中的大先生”征文

父亲父亲，，成就了我成就了我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

时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

展的人。”在“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主题下，本报

编辑部于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开展了“我心中的

大先生”征文，广大教师积极来稿，分享讲述身边的

“大先生”，展现了人民教师立德树人的时代风采、敬

业奉献的教育情怀，本报将陆续刊发优秀稿件，希

望广大教育工作者们在新征程中，积极践行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争做“四有”好

老师和时代“大先生”。

编者按

有烟火气的老师有烟火气的老师

特别的她特别的她

““大先生大先生””与大时代共舞与大时代共舞

只可效习不可忘却的只可效习不可忘却的““大先生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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