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年，我发现学校里多
了几个特殊的学生：他们整天游
荡在学校里，有时在班级教室的

地上躺着；有时在走廊上靠着。一问
才知道，他们都是智力上有问题的孩

子。把他们放在家，还得有人专门看着他，
影响大人们下地干活，只好把他们送到学
校了。家长要求很简单，只要孩子不出事，
随便让他们干什么。学校也没办法，劝家
长将他们送去特教学校，可农村家庭有几
个上得起呢？只能放在班里让他们自由活
动了。

2022 年 9 月，我带了六年级一个班的
语文课。班里有个男生叫何志伟，一米七
几的大个子，小胡渣子都长出来了，看户

口是2004年生的，他的同龄人都上大
学了，可他还在小学六年级教室

里坐着，而且是一窍不通。这
孩子有个优点，上课他虽然

听不懂，但他一直眼神专
注，模仿书本上的字词
一笔一画地写，从不影
响别人。虽然速度很
慢，但一笔一画刻出了
他的认真。只要他一
写完，就立刻到办公
室找我批，每次我都
给他批满分，再加一

个五角星。看着他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真
是感慨万千。他还特别热爱劳动，班级卫
生包括倒垃圾，他都包了。我一直鼓励着
他，关爱着他，希望他多学几个字，哪怕今
后打工干活也能用得上。他也一直在坚
持，风雨无阻。很多成语，很多字词他都用
得不错。看着他的进步，我很欣慰。可今
年暑假，我却听说他不上学了，跟着他爸爸
一起帮人拔花生、拾山芋挣钱养活自己
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遗憾，其实
何志伟还有更远更好的路可以走。

今年我又带了一个五年级班语文课，
遇到了一个比何志伟更可怜的孩子。他叫
李世宝。他戴着一副小眼镜，说着一口不
太流利的普通话，外表怎么看都是一个智
力正常的孩子。可是他在班里却从来不听
课，不写字，一天到晚坐在班里玩手指头或
发呆，但是好多东西他又都懂。原来他在
家天天玩手机，很多知识都是通过手机知
道的。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呢？我和班主任
进行了几次家访，才知道李世宝家的现
状。他爸爸 55 岁了，家住在几间破草房
里。他妈妈不仅弱智还有点残疾，生活基
本上不能自理。李世宝从小就与手机相
伴，导致眼睛早早近视。跟这个孩子进行
了几次谈话交流，我彻底读懂了他。他虽
然智力上没有问题，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
里，他太自卑了。从小就没有大人陪伴他，

也没有小孩和他玩，他每天只能沉迷在手
机的虚幻世界里，导致心理上有了问题。
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给他上了好几节课，
也进行了心理测试，发现他没有抑郁、精神
方面等问题，应该是个正常的孩子。我知
道这是外界对他的关爱度不够造成的。从
那以后我就发动学生下课和他一起玩游
戏；没事我就找他谈心，聊他喜欢的话题，
如全球气候变暖，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等等，
这些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真是一个博学
的孩子。我对他说你可以成为哲学家，但
光会思考不会写字可不行。过了一段时
间，李世宝主动跟我说他要写字。后来，他
就今天几个字明天几个词地开始抄写了。
数学、英语老师说，他也开始做这些学科的
作业了，上课也听讲了。我想这是一个好
的开始。

后来，我把教育李世宝的故事讲给其
他班老师听。他们也把其他几个孩子叫进
班，用爱去感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学校不仅
教知识，还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让他们在
爱的世界里生活、玩耍。虽然他们智力上
有问题，但我们不能歧视他们，要用爱心去
温暖他们冷漠、枯萎的心田，让他们在偶尔
的灵光一闪中感受到人类爱的伟大。

爱人者人恒爱之，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我相信一定能看到他们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明光市自来桥小学）

让课堂充满爱
□崔兴国

去年底，教育部、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发布通知，
实施2023年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在全国
范围内培养奖励 300 名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该计划
旨在通过对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进行奖励并加强培养，
促进专业成长，努力造就一
批新时代“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的乡村骨干教师，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
动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提升，推进乡村教育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广大乡村学校
包括小规模学校的教育硬
件有了较大提升，当前阻滞
乡村学校持续健康发展的
主要因素是师资队伍建
设。如何让优秀师资“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是
提升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水
平的关键。实现这一目
标，要解决乡村教师的价
值认同问题。“我归属于乡
村吗？我愿意为乡村教育
奉献吗？”为乡村学校构建

“留得住”“教得好”的支持
体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着手，增强乡村教师的价
值认同。

价值引领提升乡村教
师的职业认同。不断提升
乡村教师职业认同的价值
引领，是实现乡村教师“留
得住”“教得好”的关键。

“乡村教师”作为一种职业
认同，不仅强调教书育人，
重点还在于为乡村儿童成
长服务。2023年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对
乡村优秀青年教师进行专
门培养奖励，本身就是一
种价值引领，起着示范辐
射作用。近年来，从“四有
好老师”到“四个引路人”，
从“经师”“人师”统一到

“大先生”，从培养教育家
型教师到弘扬教育家精
神，党和国家不断为教师
专业成长“画像”，为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
向，这同样是在为乡村教
师职业认同提供价值引
领。在乡村振兴、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下，青年教师投身于乡村
教育事业，扎根于乡村学校，具有重要人生意
义，乡村学校也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实现理想的
场所、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乡村教师的价值
认同，要求各相关部门在媒体宣教、文化塑造
和专业培训等方面，把工作做足做实。

夯实资源丰裕乡村教师的物质生活。丰
裕乡村教师物质生活是乡村教师“留得住”“教
得好”的基础。个体生存需要物质资源的支
撑，对乡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而言，需要
有“朴素而丰裕”的物质资源。乡村有着独特
的“朴素”、宁静的生活、新鲜的空气、悠闲的节
奏，大多数乡村教师只要有着相对丰裕的物质
条件就能留下来、教好书。该计划由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出资，对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实施奖励，虽然名额和金额有限，但是能够起
到“播种”作用，引导鼓励社会力量采取多种形
式资助支持乡村教师。当前一些地区已设有
乡村教师补贴，这是夯实物质资源的一种表
现，但是还需要考虑的是乡村教师吃、住、行的
条件保障。这关系到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的生
活品质，影响着这一群体的留走意愿。

虚实并举打造乡村教师成长共同体。打
造乡村教师成长共同体是乡村教师“留得住”

“教得好”的保障。在对乡村教师的调研中可
以发现，影响他们能否长期扎根于乡村教育
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专业成长需求能否得
到满足。大学毕业生来到乡村学校后，往往
都有着事业抱负。但如果缺乏专业成长的引
领者，不知向谁学、向谁看齐，难以实现专业
成长时，容易萌生“逃离乡村”的念头。因而，
支持乡村教师专业成长并“留得住”，一方面
需要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打造共同体。该计
划提出，将结合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
养计划，指导各地把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
师纳入名师名校长工作室，这实际上就是打
造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的努力。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为乡村教师成长打造虚拟共同体提
供了可能。乡村学校往往较为分散，甚至地
处交通不便利的山区，这就为构建传统教师
专业成长共同体增加了难度，高质量教研活
动就可能远离了乡村教师。构建形式多样的
虚拟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能为乡村教师专业
成长克服时空的阻隔，基于数字技术开展同步
教研活动，使乡村教师能够享有专业成长的优
质资源。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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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凌晓梅老师入
职时的座右铭。时光如白驹过隙，如今三尺讲台她已站了三
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她传道授业，初心不改。

凌晓梅，天长市第四小学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她不争
春，不畏寒，犹如一枝素雅的蜡梅花，躬耕教坛，尽情绽放，深
得孩子的敬佩、家长的信任和领导的信赖。

用爱心诠释乐于奉献
“用爱心浇灌每一朵花，静候花开满园时。”这是凌晓梅写

在工作笔记本扉页的一句话。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从教几十年，她真心呵护孩子的事例不胜枚举：离异家庭
的小燕缺少父母关爱，凌晓梅主动找她聊天，帮她梳辫子，给
她买学习用品，带她参加亲子活动；小婧妈妈得了重病，凌晓
梅带头捐款，奉献爱心；班上有同学生病住院，课程落下来了，
凌晓梅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课；疫情期间，学生因家长参加
抗疫无人照料，凌晓梅就把他们带到身边，给予妈妈般的关爱
……一件件，一桩桩，数不胜数。初心不忘，乐于奉献，她的心
中装满了学生，唯独没有自己。长期的劳累，咽炎、鼻炎、腰间
盘突出、颈椎病这些职业病纷纷找上门来，带病坚持工作已是
常态。燃烧着自己，为了孩子的一切，凌晓梅一直这样做，几
十年如一日。

用服务彰显为师情怀
“如果他们是我的孩子……”凌晓梅总是这样提醒自己服

务好学生。是的，小女生的辫子乱了，凌晓梅会用小梳子帮她
们扎个可爱的发型；小男生在走廊上你追我赶，她会蹲下身子
抱住他们，轻轻拍拍他们喘息的胸口；下课时经常有孩子蹿进
办公室抱抱她，有什么小秘密也愿意和她分享。在孩子们的
眼中，凌晓梅就是他们最亲的人。有一次，小清同学课间不小
心摔倒，头磕碰到台阶，鲜血直流。凌晓梅闻讯而来，抱着孩
子，紧紧地捂住伤口，一边安排车辆送孩子上医院，一边安抚
受伤学生。医院里，凌晓梅顾不得身上血迹斑斑，挂号、缴费、
就诊……一直陪在孩子身边，不断为孩子加油鼓劲。家长赶
来后，凌晓梅才松了一口气，急匆匆赶回学校上课。“把孩子交
给凌老师，我们放心！”家长们都这样评价。

用追求深耕三尺讲台
淬火炼钢，多年来，凌晓梅不断打磨业务技能，主动

接受市、校示范课任务，并做到好评如潮。虽已“廉颇老
矣”，凌晓梅却总以身作则，坚持带头备课，和学生一起写
日记，设计最优化的作业，积极参与论文撰写，探索课题
研究……她与时俱进，潜心研究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

努力增强教学的趣味性、直观性，她设计的课件、微课均
获滁州市级以上奖项。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教学
由线下转为线上，这对她这个“元老”来说是个挑战，第
一次当主播，和孩子线上互动，技术不够娴熟，为保证学
习效果，她从早到晚琢磨研究。草草吃完早餐，就和孩
子们一起线上互动，下播后又马上盯着手机，一一检查
批阅孩子们发在群里的作业，并一对一线上指导。学生
成绩不仅未受疫情影响，反而稳中有升，知情人都说这是
凌晓梅的功劳！

用无悔挑起拓荒责任
2022年9月，凌晓梅调入天长市第四小学，学校刚刚成立，

一切都是新的。老骥伏枥，她毅然接手学校语文教学教研“硬

骨头”，同时兼任年级主任。使命在肩，凌晓梅丝毫不敢懈
怠，五加二，白加黑，制定工作计划，定目标、拿方案、编写教
材、开展活动……用最大的热情投入，凌晓梅让学校语文教
学教研风生水起，特别是“双百”阅读倍受家长好评！学校很
重视素质培养，每次活动凌晓梅都会积极动员学生参与，因
为她知道，对于学生这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台上三分钟，台
下十年功。” 凌晓梅任教班级一直载誉前行，她也多次被评
为市级“优秀辅导老师”“天长名教师”。

“愿做一名梅香扑鼻的老师，开一树清香满园的梅
花！”这就是她，凌晓梅的质朴感言。初心不改，无悔奉献，
在三尺讲台上，凌晓梅默默燃烧着自己，绽放出人生的最
美光彩。

做一名梅香扑鼻的老师
□杨丽丽

说到春天你会想到什么？是柳树的嫩尖，是小草的新芽，
还是桃花的娇容？春天是充满绿色与希望的季节，这么美好
的季节，往往转瞬即逝，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春天就从
我们的眼前、耳边、指尖悄悄溜走了，如果我们能把春天留住
那该多好啊！

一天，数学课上，我们遇到了一道情境题，里面提到了桃
树、梨树和杏树，正当大家在用数学的思维和语言来分析这道
题的数量关系时，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慢慢地飘过来，“我奶奶
家就有好大一片桃园，桃花开得可好看了……”虽然我也有点
好奇她奶奶家的桃园到底有多美，但是数学课堂要继续，我跟
说话的学生对视了一眼，她也就安静下来了。课下走在班级
门口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为了学生安全而围的隐形网，我又想

到了学生口中的美丽的桃园，如果我们把桃园或者春天“搬
到”这个走廊的网子上，那学生岂不是每天下课的时候都能看
到有趣的春天了呢？于是周末我给学生布置了任务，请她们
周末的时候把自己看到的有关春天的、最喜欢的植物取一小
枝带过来，下节数学课我们就一起来“留春天”，同学们听到

“留春天”都很期待与兴奋。
周一的时候，我们按照约定，开始一起动手“留春天”，我

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塑封膜标签，大家立刻投身到热闹的制
作中，不到一节课的时间，我们就留住了春天的很多美好，有
桃花，有柳叶，有青草，各种属于春天的植物，都被孩子们拼成
了一幅幅美好的图案，我们一起把它们挂到门前的隐形网上，
那里瞬间就显得丰富多彩起来，他们相互欣赏彼此的“大作”，

课间，其他班的孩子也纷纷被这幅大的“留春图”所吸引，半个
月过去了，我们的“留春图”依然还在。

（作者单位：全椒县第二实验小学）我们一起“留春天”
□仇晓璐教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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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晓梅老师在给学生上户外公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