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8 月 31 日，我结束了
5 年乡村任教经历，前往城区学
校报到，那也是我初中毕业后，
时隔 12 年再次遇见杨老师的日
子。他还是老样子，永远和和气
气，永远文质彬彬，就像一道光，
总能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如
12年前。

“上次县级作文评选你获奖
了。刚刚有县上领导来检查，我
把你的作文本拿给他们看了，他
们对你的评价特别高……”什
么？我的作文在县级征文中获
奖了？我以后也能上大学？当
时他还跟我说了什么我记不得
了，我只记得那天下午仿佛有一
道光照亮了我，让我对未来有了
无限向往，对文字有了更多的渴
望。也许，那个时候，长大当老
师这个梦想就在心里的某个隐
秘处悄悄发了芽。

当我有幸实现儿时的梦想成
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然后又
幸运地与我曾经的老师相逢在
同一所学校时，我才真正懂得了
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内
涵。而在这之后的共事里，他依
然在用他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深深教育着我。

成就学生，助力学校发展一
直都是他的追求。记得我刚从
乡村小学升入镇里的初中时，求
学的十几里山路通常与伙伴们

结伴而行，但也从不觉得辛苦，
仿佛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直
到初一时遇见了那个刚刚从师
范院校毕业，一头扎进乡村教育
里的杨老师。

那时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数
学老师，他常对我们说勤能补
拙，现在认真听的每一节课，都
是走出大山的基础，因此，每次
上课时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学生
更用心。班会课上他会给我们
描摹大学生活的美好，让我们看
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他告诉我
们，作为山里的孩子只要加倍努
力，就能走出大山；他鼓励我们，
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我们不比
城区的孩子差。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
魂唤醒一个灵魂。”雅思贝尔斯
曾在《什么是教育》中如是说。
现在我的那些同学们有的成为
警察，用法律准绳守护百姓心中

的公平正义；有的成为软件工程
师，用数字编程去搭建那些奇妙
的数字世界；有的扎根三尺讲
台，用自己曾经在老师那里汲取
的养分反哺自己的学生……我
们用事实证明他曾说得对，我们
的确不比任何人差。追溯我们
走出大山的共同契机，那便是曾
有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有
一朵云推着我们飘向更高远的
天空。

陶渊明对“教师”一职曾有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精彩论述，而我
在十数载的求学生涯中，也遇到
过许多如他一般，用行动为“教
师”二字作注的好老师。作为教
师，他们虽不似学者在某一领域
有所建树，又未能在教科研方面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们数
十年来扎根教育一线，以“爱”执
三寸粉笔，数十载两袖清风，在
四季轮回中坚守从教的一片初

心。他们立德修身，把知识的火
种播撒在一个个幼小的心灵里，
又爱生如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学生们的每一个梦想。他们让
知识之花绽放在祖国的土地上，
让教育没有了荒野，他们用自己
的青春托举了山里无数孩子的
人生。

今年是我走上教育工作的第
12 年，在一个轮回的从教经历中
我逐渐明白什么是大先生，什么
是教育家精神。我想中国的大
先生、教育家精神除了要有扎实
的学识、崇高的师德，还应该有
爱。而教育家精神与大先生的内
核与源头实则都是一个字——

“爱”。“爱”如繁星，黑夜因它而
璀 璨 ；如 火 炬 ，寒 冷 因 它 而 退
却。我想当教师怀揣着爱走进
教育事业，并且用爱照耀学生，
那他的学生必然前程灿烂。正
如古人云：“师者如光，微以致
远。”每一个在教育一线奋斗着，
致力于散发知识的微光，引领学
生成长的教师都是这个时代的
大先生。

何其有幸，我曾遇见一位好
老师，被那束散发着爱的光照
亮。漫漫求学路，十二载从教
路，是我沿着他的步伐追寻光的
足迹。而今我愿如他一般——
不忘从教初心，争做时代大先
生，去成为照亮学生的那束光。

□□王永丽王永丽

照亮我的那束光照亮我的那束光

唯 有 不 失 念 ，方 抵 山 水
远。在静水流深的岁月里，我
携一份清澈淡然，感受岁月的
沉淀和生命的韵律；在风风雨
雨的历程中，我留下一路坚实
脚印，诠释着信念与奋斗的力
量。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
者，我们该如何践行教育家精
神，做新时代的好老师呢？

守护童真，温暖童心

我踏入幼教行列已有 11
年。从青涩到成熟，从束手无
策到游刃有余，一路走来，有山
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但更多
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坤坤是个入园焦虑非常严重的
孩子，初入小班时每天都是哭
着入园，小小的身影显得非常
伤心和无助，我用温暖的拥抱
和温柔的话语安抚了坤坤的情
绪。为了帮助坤坤更好地适应
幼儿园的生活，我开始循序渐
进地培养坤坤的独立性，由抱
着睡觉到拍着入睡，再到拉着
手睡，就这样，坤坤一步步走向
了独立。孩子如同一张白纸，
纯洁又善良，平凡的日子里，我
为其赋予自信、快乐、勇敢。我
爱所有在阳光下走过的孩子，
也爱着在雨中奔跑的孩子。

不忘初心，追光而行

真正的教育不是立竿见影
的，是一段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过程。幼教也是从一点一滴
的小事做起，逐渐打磨完善。

幼儿园一日生活皆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我更专注于孩
子们的行为表现，帮助他们从
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小班时，
我结合幼儿的发展水平制定

“我是好宝宝”的评价表，激励
幼儿做一名遵守规则、文明守
礼的好宝宝。中大班时，我从
幼儿的长远发展考虑，尝试将
幼儿评价表与幼小衔接相结
合，并将幼儿纳为一日生活评
价的主体，评价表分为几方面，
如何来表征，何时进行评价等，
这些都由幼儿自主参与制定。
评价方式也由教师评价逐渐转
为幼儿自主评价。幼儿的充分
参与与幼儿自评的评价方式充
分体现了我相信儿童、赋权儿
童的教育理念，更好地激发了
幼儿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意
识，培养了幼儿良好的行为习
惯，在保障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的同时，为幼小衔接做好了充
足的准备。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在育人的道路上，我满怀
激 情 ，与 孩 子 们 一 起 向 未 来
眺望，有声、有色、有故事、有
远方。

陈鹤琴先生提出“凡是儿
童自己能做的，应当让他自己
做”，这是他的“活教育”的一个
重要原则。在做好科学幼小衔
接的探索实践中，我越来越深
刻地意识到让幼儿自己去做事
情的重要意义。

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每 个 孩 子 都 应 该 被 看 见 、听
见、尊重、支持。在主题探索
中，我本着关注每一个孩子的
原则，积极探索促进每个孩子
发 展 的 主 题 活 动 。 在“ 水 培
蒜”的班本课程中，我请每位
幼儿从家里带一瓣蒜，并标注
幼儿学号，这种形式调动了每
一位幼儿参与的积极性，他们
每天都会去观察蒜的变化，并
量一量蒜苗多高了。对种植
本不感兴趣的浩浩发现自己
的蒜没有发芽，主动向老师提
出疑问。于是我带领孩子们
一起寻找答案，通过把蒜切开
发现里面是空心的，根本发不
了芽，这大大丰富了幼儿在水
培蒜活动中的探索内容。

幼儿教师是辛勤的园丁，
也是幸福的园丁。走在生命之
路的两旁，我一边播种，一边收
获。于我而言，教育是一场双
向奔赴的旅程。我教授孩子们
知识、技能，孩子也用他们的方
式一直温暖治愈着我。我感谢
遇到的每一个孩子，他们就是
我生命中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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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刘

栋栋

在教育这片广袤的天地里，爱
如同璀璨星辰，照亮着学生前行的
道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
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发
布，更是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指明了
方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感
肩上的责任重大，弘扬教育家精
神，践行以爱育爱，是我们必须答
好的时代课题。

爱，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作为
班主任的信仰。每当我想起陶行
知先生的那句“谁不爱学生，谁就
不能教育好学生”，心中便涌起一
股暖流。在我眼里，每个孩子都是
一颗独特的种子，需要用爱去浇
灌，才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我会用温暖的微笑迎接每一个孩
子，用由衷的赞美鼓励他们的每一
点进步，用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力
量。在我的班级里，爱如空气般无
处不在，孩子们在爱的氛围中快乐
成长。

教育的本质在于理解。作为教
师，我们需要深入观察学生的言行
举止，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有一
次，我发现班上的小樊同学总是闷
闷不乐，成绩也有所下滑。通过耐
心的询问，我得知他对数学学习感
到困惑，甚至对数学老师产生了抵
触情绪。我立即与数学老师沟通，
了解小樊在课堂上的表现，并邀请
数学老师一起与小樊进行了一次
深入的谈心。在谈话中，我们引导

小樊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鼓励他
勇敢面对困难。这次交流，不仅让
小樊重新燃起了学习的热情，也让
我更加坚信，只有深入了解孩子的
内心世界，才能给予他们最贴心的
关怀和帮助，才能给予他们最恰当
的教育。

在引导小樊走出困境的过程
中 ，我 深 刻 体 会 到 合 作 的 力 量 。
为了帮助小樊提高数学成绩，我
特意安排了一个责任心强、学习
成绩优异的同学与他结对子。每
天课后，他们都会一起复习数学，
互 相 讨 论 问 题 。 在 同 学 的 帮 助
下，小樊的数学成绩逐渐提高，他
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这次经
历让我意识到，作为教师，我们要
善于搭建平台，让孩子们在互助
合作中共同成长。

教育如同养花，需耐心呵护。
“欲速则不达”，对于学生的成长，
我们不能急于求成。在小樊的进
步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耐
心，没有急于求成。每当他取得一
点进步，我都会及时给予肯定和鼓
励。同时，我也注重培养孩子们的
自信心和独立性，让他们学会在失
败中汲取教训，在成功中积累经
验。在我的引导下，孩子们逐渐变
得勇敢、坚强，他们用自己的努力
见证了成长的奇迹。

教育的过程也是收获爱的过
程。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无数
次感受到学生给予我的温暖和关

怀。那个细雨绵绵的日子，当学
生们递上雨伞的那一刻，我深深
感受到了他们的关爱和尊重。有
一次，我因病请假了几天，当我重
新回到教室时，孩子们纷纷围上
来，有的送我亲手制作的贺卡，有
的送我小礼物，还有的紧紧抱住
我，告诉我他们很想我。那一刻，
我深深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爱和关
怀，也更加坚定了以爱育爱的教
育理念。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班主任，我
们要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以爱育
爱，用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在教
育教学工作中，我们要深入了解学
生的需求和困惑，因材施教，耐心
等待他们的成长。同时，我们要不
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
学能力，为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教
育服务。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
爱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去引导他们
成长，我们一定能培养出更多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加快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贡献自己的
力量。

在未来的教育生涯中，我将继
续践行以爱育爱的理念，用爱点亮
孩子们的心灵，为他们的成长贡献
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希望更多
的教育工作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
列中来，共同为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孙丹丹孙丹丹

点亮生命的灯火点亮生命的灯火
在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学

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教育
家于漪老师的一段话：“我一辈
子是以中国优秀文化、革命文
化、红色文化塑造孩子的基因，
一个教育顶顶重要的是打开孩
子的心门，点亮他生命的灯火，
照亮他人生的前程。他要有理
想信念了，有了这个精神支柱，
什么都不怕！”

是 啊 ，点 亮 学 生 生 命 的 灯
火 是 教 育 顶 顶 重 要 的 事 。 我
的 初 中 班 主 任 是 对 我 影 响 极
其深远的一位老师，她教我们
唱 红 歌 ，和 我 们 一 起 看 阅 兵
式，用一言一行在我们心中种
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点亮了
我心中的灯火。如今，我也走
上了三尺讲台，成为千千万万
普通教师中的一个，立志与使
命 同 行 ，点 亮 学 生 生 命 的 灯
火 ，引 导 他 们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成 长 为 有 理 想 、有 本 领 、有 担
当的时代新人。

在我们班，有一个红色故事
会，每周二下午第二节课雷打不

动地举行。从开始的我讲学生
听，到家长分享、师生合作讲，再
到 现 在 学 生 自 主 交 流 阅 读 收
获。江姐、小萝卜头的革命先烈
故事，建党、建国时期的峥嵘岁
月，模范榜样的先锋事迹，已经
陪伴我们走过了 64 期。在这样
的红色故事会里，我们向着红色
经典，向着先锋榜样，向着家国
传承，纵身徜徉在理想信念的海
洋里，把赤诚的家国情怀播种在
孩子们的心田。

点亮学生生命的灯火，不仅
仅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更在
我们家乡这片滚烫的热土上。

沿着教育家的足迹前进，我和
伙伴们共同研发了“四色四线”
红领巾寻访地图，带领学生热
切地阅读我们可爱的家乡。我
们 读 红 色 濮 阳 ，厚 植 家 国 情
怀。寻访当年参加刘邓大军强
渡黄河战役的机枪手王学清，
看到王爷爷胳膊上的伤疤和一
枚枚军功章，队员们肃然起敬；
走近全国道德模范、最美退役
军人王树林，宣讲他的英勇事
迹 。 队 员 许 研 墨 在 日 记 中 写
下：“我今天收到了王爷爷送给
我的珍贵礼物——子弹壳，看
到子弹壳，我就仿佛看到了许

多的战斗英雄在战场上英勇作
战的画面。”我们读蓝色濮阳，
传承传统文化。与大平调老师
面对面地交流，穿上戏服，戴上
头 饰 ，画 上 妆 容 ，当 场 拜 师 学
艺 。 走 进 聂 远 征 麦 秆 画 艺 术
馆，沉浸式地体验麦秆画的制
作。我们读绿色濮阳，看家乡
未 来 的 发 展 。 我 们 读 橙 色 濮
阳，提升法治素养。阅读濮阳，
遇见成长。在信仰燃烧的寻访
现场，队员们逐渐理解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立志要为家乡、
为祖国发展做贡献。

就这样，一个个故事，一次
次寻访，我们在教育家精神的指
引下，点亮学生生命的灯火。被
点亮的少年啊，无比可爱，也无
比昂扬！在点亮学生生命灯火
的同时，我们的生命也被学生
点亮。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
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把最美
的教育写在校园里，写在中华
的大地上。让我们一起把生命
的灯火点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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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六一前夕，学校在操场
搭建了舞台，筹备了一个月之久的
师生文艺汇演隆重举行。教室里，
同学们都在兴高采烈地同步收看
直播。

和往常一样，我在教室陪同学
生们一起观看节目。恰巧那时，班
主任老师有节目要登台，他便把班
级临时交给我看管一会儿。同学
们都非常高兴，他们因看到了喜欢
的节目而欢呼雀跃，尤其是看到自
己的班主任出现在直播镜头里，那
场面堪比见到了明星一般，呐喊
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我快速地扫
视了全班一遍，本想会心一笑，但
目光却落在了小天（化名）同学的
身上。只见他非常失落地趴在桌
上，看起来很生气，怒目圆睁，脸
蛋气鼓鼓的，谁也不理，拳头紧
握，手里似乎还紧紧地攥着一个什
么东西。

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我
给孩子们当护导老师，已经是第二
年了。对于小天的性格特点和家
庭情况，我也略知一二。小天和一
班的小凯（化名）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的父母常年远在广州工作，只
在长假回家探望孩子。平时都是
爷爷奶奶照顾他们。一年级时，小
天曾莫名其妙地将作业本重重地
摔给语文老师检查，也曾不明缘由
生气地站在教室外面不肯进班。
记得有一次，我护送放学路队，小
天不知道怎么了，对老师和同学们
谁都不搭理，只闷头生气，最后只
得让来接他的爷爷抱着走才肯回
家。望着瘦弱的老人手里拉一个，
怀里抱一个，踉踉跄跄的背影在接
孩子的人群里挤来挤去，最后逐渐
消失，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心想，小天今天这又是和谁
赌气呢？我走到他身边俯身询问：

“小天，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为
什么不高兴？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呀？”不出所料，他依旧气鼓鼓的，
瞪着眼睛，根本不理我。同桌小乐
忙给我解释：“老师，他嫌他的队
徽徽章坏了。”哦，原来是这样，我
如释重负。

我赶紧问他：“小天，快让老师
看一下你的队徽徽章，看哪里坏
了？”虽然他不肯理我，但我耐心
等他张开拳头，我看到了他手心里
因为紧张而渗出的细密的汗水和
那枚断掉了别针的队徽徽章。我
连忙安慰他：“小天，你别生气了，
老师记得老师的办公室还有一枚
新队徽徽章，一会儿就拿给你，你
赶紧坐起来看节目吧。”话一出
口，我就开始不自信了，因为我也
不太确定我到底有没有新队徽徽
章，但我还是想帮他想想办法。
此时，班主任老师也回来了，听我
说完此事之后，他轻轻地拍了拍
小天的肩膀，示意他打起精神来。

简单交接之后，我拿着那枚坏
了的队徽徽章，带着小乐来到我的
办公室。凭着模糊的印象，我开始
翻箱倒柜地找，三个抽屉都翻遍
了，依旧没有。这时，我看了一下
那枚队徽徽章，是别针掉了，零件
较小，不好修理。我想，不如现在
去门口的小商店给小天买一枚新
的吧！正要动身，一旁的小乐同学

一把抓起桌上的队徽徽章说：“老
师，我来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我
说：“可能不行吧，你小心别扎到
手了。”但小乐动作极快，他两手
那么紧紧一捏，就兴奋地说：“老
师，修好了，你看！”只见别针就那
样神奇地被固定住了，原来是固定
别针的卡口松动了！我不禁连连
赞叹小乐的心灵手巧，也暗自感叹
自己做事不够仔细。

我们回到教室，小乐把队徽
徽章还给了小天，小天特意翻到
背面看了看，压了压别针，确认无
误后，他露出了笑容，而小乐咧着
嘴笑得更开心，似乎在说“这点小
事，可难不倒我”。我对小天说：

“小天，以后遇到困难，一定要告
诉老师和同学，大家都会帮助你
的。”小天摸了摸胸前的队徽徽
章，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枚小小的队徽徽章，就这样
架起了师生间、生生间爱的桥梁，
让师生的心紧紧相连，彼此映照。
这分明就是一枚闪耀着爱的光芒
的队徽徽章啊！

2023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
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希望广
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我想，小学教师的工作普通而平
凡，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做出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是每一位教师都肩负
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
的时代重任。关爱每一个孩子，尤
其是有特殊际遇的孩子，关注他们
的情感需求，从身边的小事着眼，
于细微处解读孩子，帮助他们打开
成长的密码，引导每一个孩子走向
积极阳光的人生，这就是人民教师
永远不变的追求。

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是要求
每一位教师都成为教育家，而是
要以此为精神坐标，为情感纽带，
为自觉追求，以时代“大先生”为
榜样，实践“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的时代命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使命，让我们在建设
教育强国的道路上一起奔跑，共
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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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是一位辛勤耕耘的园丁，他们用知识的种子播撒希望，用心血浇灌梦想，用无尽的热情点亮
孩子们心中求知的火种。“躬耕教坛，强教有我”，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每位教育人内心深处的承诺与信念，是对
教育事业无限忠诚与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本报选取一线教师的故事，展示教
育的力量，感受教育的魅力，共筑教育强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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