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记者见面时，高银物手上还贴着留置
针。

8月 23日上午，新生报到；下午，带着学
生领教材，再次清洗教室。晚上 7 点至 10
点，给学生讲开学事宜，组建班委会。回到
家，高银物腰疼难忍，妻子已经睡了。忍着
疼坐到天明，他喊醒妻子一起去医院。检查
结果：肾结石；治疗方案：住院两周，输液碎
石。

“怎么办？新班级不可能缺班主任啊。”
高银物今年刚送走高三，当高一班主任，同
时教 8个班的政治课。在他的坚持下，医生
答应晚上加班给他治疗，一周治愈。

老师们送了高银物一个绰号：“高铁
人”。

◆管理班级坚持“三自”
忙碌甚至拼命的状态是南溪一中 55岁

教师高银物的工作常态，他任政教处主任、
年级主任、教研组长、区市兼职教研员，承担
学科教师的培训工作，班级管理更是井井有
条。

高银物说，没有什么秘诀，主要是“三
自”管理：自主，学生进入高中后，引导他们
学会自主管理，该干什么开学之初就讲明
白；自觉，就是拥有自律意识，自觉地完成相
关任务，“比如自习，应该是学生自我学习，
而不是老师要求他们学习。”自治，在班级管
理中，班委轮流值周，分小组合作学习，考核
打分以小组为单位，调座位也是以小组为单
位。

他时常告诉学生：老师有老师的事，你
们也有你们的事。“但学生可以随时找到
我。”高银物说，既要放手，又要给学生安全
感。平时多关心学生，课上一个眼神、一个
手势，都是关心，时间久了学生自然与老师
亲近了。

◆“要有激情才能教好”
讲纪律、讲规范时不苟言笑，但一上课，

高银物像换了一个人，成了学生口中的“老
高”“高大爷”“老帅哥”。

“刚开始，学生觉得上我的课像是听故
事。”高银物说，讲课注重生活化、生动化、形
象化，但绝不是抛弃深度。“书本知识是基
础，老师要拓展。”高银物将教学变“注入式”
为“启发式”。他不会把一节课讲满，而是留
时间让学生思考。

“教书有教书的乐趣。老师首先要自己
热爱教育，要有激情才能教好。”高银物说，
教师个人魅力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要想教得好，需要自己也学得好。高银
物从未中断自学，无论是学历进修，还是日
常教学研究。他订阅多种报刊、买书，采众
家之长。学生需要，他也帮忙免费订一份。

◆“唯一遗憾的，是对女儿的亏欠”
“言传身教，就是要一视同仁爱所有学

生，让他们体会‘爱’。”高银物说：“成人比成
才更重要，也更难做。”他被称为“平民教师”。

小徐（化名）异常顽皮，高一时，因数次
逃课、打架和顶撞老师，被处以留校察看。
听说高老师有方法调教调皮捣蛋的学生，小
徐父母找到高银物，请求将儿子转到他班
上。高银物收下小徐并提了两点要求：一是
尽可能不再惹是生非，远离之前的环境；二
是每天坚持到校上课。

高银物只要发现他有一点点进步，即便
是偶尔主动回答一个问题，或完成某一科作
业，都及时表扬。后来小徐顺利毕业，考上
大学。多年之后，当高银物与小徐相遇时，
他已经是某医药公司驻西南片区的销售总
代理了。

“唯一遗憾的，是对女儿的亏欠。”高银
物说，女儿高考期间，他辅导学生回家已是
晚上 11点了，没能给女儿详细解说某一题，
结果第二天刚好考到。他颇为自责：“本来
可以考好点的，都怪我没有兼顾好。”

高银物：

“铁人”的严与爱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实习记者 梁童童

6月8日，一节名为“德格县中学
非遗文化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的直
播课吸引了全省很多教师：从藏文
书法到德格藏戏，从麦宿技艺到唐
卡制作，这节精彩的讲座主讲人何
锋不是德格本地人，而是一位援藏
教师。

德格意为“善地”，这里是康巴
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德格印经院
被称为“雪山下的宝库”。

2018年9月，何锋作为成都市高
新区援藏支教工作的一员，来到德
格县支教，挂职德格县中学副校长。

◆因地制宜，当好“引线人”
“学校需要什么科目我都可以

教，我服从安排。”一到德格县中学，
何锋便向校长表态。校长了解到何
锋是成都市中和中学行政办公室主
任后，便让他分管学校办公室工作，
一是可以发挥所长；二是为学校准
备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检作指
导。

虽分管行政工作，何锋也担任
语文教师。一次作文课上，何锋发
现，受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
藏区学生的作文达不到初中阶段的
作文要求。两周后，一堂“认清方向
好赶路”的课在德格县马尼干戈初
中开讲，课上，何锋结合甘孜州中考
作文标准逐个分析学生作文出现的
问题。“看到学生眼光里的求知欲
望，与当地教师交流讨论，我就觉得
做这些事很有意义。”他说。

2019 年上半年，学校缺体育教
师，何锋主动提出教体育。刚开始，
何锋有些吃不消，在其他教师的帮助
下，他逐渐适应下来。这期间，何锋
指导组建了新的德格县中学国旗班。

何锋还想方设法丰富孩子们的
课外活动，引进“梦想飞”网络直播
课程，让孩子们与行业“大咖”对
话。他常常给师生们推荐书目，开
展“同读一本书”、读书沙龙等活动。

◆ 扶贫“造血”，当好建设者
为凸显藏区学校的文化特色，

何锋决定开发一门“非遗”校本课
程。一有时间，他走进德格印经院
观察雕版印刷工艺，和格萨尔说唱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阿尼、藏文书法
州级传承人三郎扎西对话。“我收集
的材料都是一手资料，让孩子们感
受到非遗课程是与生活息息相关，
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他说。

如今，德格县中学非遗文化课
程基本建立，学生们可以在“非遗
馆”练习藏文书法，进行麦宿技艺、
唐卡制作。今年 6 月，何锋在四川
省 2019 年“国培计划”——中西部
项目紧缺领域（学科）教师专项培训
上作“德格县中学非遗文化课程”的
主题分享，受到广泛好评。

教育帮扶的关键是“造血”。何
锋帮助德格中学完善了学校制度、
课程建设工作，主持拟订了《非遗文
化课程建设工作报告》《学校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工作报告》，牵头修订并
编制了《德格县中学教师手册》等。
两年间，他走遍了全县 26个乡镇所
有的学校（教学点），还与 6 名德格
县中教师缔结为“师带徒”帮扶关
系，同时指导县中语文组成功申报
省级子课题，并担任主研工作。

此外，何锋联合援藏支教教师
团队，定点帮扶贫困户，先后捐赠了
3 万余元现金和衣物、学习用具等
爱心物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
多方筹集 5 万余只口罩、消毒用品
等防疫物资，为德格县中小学顺利
复学复课做好准备。

今年暑假，何锋两年的援藏支
教工作已经结束，但受组织调配，他
继续留在德格。“援藏的经历让我一
生骄傲，我是‘善地’德格的见证者，
更是建设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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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广元市东城实验学校成立，权
友慧去宣传招生，车上架起大喇叭“吆喝”，
第一届只招来17名学生。20年后，学校光
小学校区就有 3000 余学生。已是校区执
行校长的权友慧腾出自己的办公室做教
室，搬到阅览室办公。

权友慧称这是最有书香味的校长办公
室。24年教育生涯，权友慧把阅读的种子
播撒进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心中。

◆“爱上书后，再也放不下”
权友慧的外公是教师，酷爱读书。小

时候常常呆在外公家，陪伴权友慧的是几
大柜子的书，“那时就觉得，读书能带给人
不一样的境界。”

成为教师后，权友慧立志推广阅读，一
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没有书。家长会上，权
友慧发动家长们参加“捐一本书，享受 50
本书”的活动，靠着家长们的捐助，权友慧
成立了第一个班级图书角。

有了书，如何让学生爱上阅读呢？每
次上课前，她会先讲一个故事，讲到情节最
关键的时候，权友慧却打住了。“这个故事
我们明天接着往下读，今天表现最好的同
学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家，优先知道故事的
结局。”权友慧笑着说，“当他们爱上一本书
后，就再也放不下了。”

在权友慧的推动下，学校有了读书课、
书吧、图书角、读书节……“无论在校园的
哪个地方，只要他想读书，就能随手拿到
书。”

◆“种子迟早会发芽”
“不管担任什么行政职务，在专业上我

始终是一名语文老师。”权友慧说。
她的语文课有两项作业：“三言两语”

和阅读。权友慧解释：“‘三言两语’相当于
写日记，有话你可以长说，没话你就写三言
两语。期末，每个孩子挑出几篇，我们把它
集集成册，叫《最好的时光》。”

学生林之博在“三言两语”的作业里开
始写小说。每次批阅到他的作业本，权友
慧就用红笔写：期待下一章。没想到林之
博坚持下来，六年级时真写成了一部小说。

林之博上初中了，有一天，有人拿着校
报兴冲冲地对权友慧说：“你看，你们班的
学生把你写上校报啦！”权友慧一看，在一
篇《一支红钢笔》中，林之博深情地回忆“期
待下一章”对自己成长的影响。

去年，权友慧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
里传来林之博的声音：“权老师，我考研考
上啦，想着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您这个
好消息。”

“教育有时候像是无心插柳，但根本上
需要热爱。”权友慧说，“因为爱孩子，所以，
我随时随地都在播撒种子，这些种子迟早
都是会发芽的。”

◆“青年教师的成长也需要机会”
凭着对群文阅读的精研深钻，8 月 31

日，2020年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评选结果
公示，权友慧名列其中。

2017年，一名年轻教师从农村中学调
到东城实验学校任教，一开始很不适应。
班上的家长不满意，写请愿书，围着权友
慧，希望她换人。

权友慧没有答应家长们提的要求，而
是恳请道：“大家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看
她是否会有变化。”一个月里，权友慧带着
团队一点一滴地指导这位年轻教师，有的
专门负责指导她上课，有的专门指导班务
工作，有的专门指导布置作业……一个月
下来，家长没有意见了，如今，这名教师成
长起来了。

权友慧说，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
在校园里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让每一
颗种子都能够发芽，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
尽情绽放”是权友慧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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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职业教育，既要‘牵’着社会经济
发展，又要‘挂’着学生终身成长，这‘两条
线’，缺一不可，又相互交织、相互促进
……”在跟青年教师交流的时候，苍溪县
职业高级中学教师闫书贵分享这样的认
知，这是他从教 30 年来，从土地里“刨”出
来的教育“哲学”。

◆“能不能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
30年前，闫书贵从绵阳农业专科学校

农艺专业毕业，不少农技部门抛出“橄榄
枝”。在大巴山农村长大的闫书贵深知农
民的不易，“农业要发展，关键靠一批有知
识、眼界宽、懂技术的专业人才。”他选择回
到母校苍溪职中。

农学曾是苍溪职中的“拳头专业”之
一，但师资严重缺乏，那时仅 3 个专业教
师。教学上，专业教育与生产实践脱节，

“黑板上种地，黑板上养猪”成了教学常
态。闫书贵的探索从解决具体问题开始。

学校有一块十多亩的果园，种植了柑橘
和葡萄，由于缺乏科学管理，6年没有结过果
子。闫书贵主动申请管理果园。经过科学
改造和精心管理，第二年喜获丰收，产出的
柑橘卖了320元，在学校引发了“轰动”。

“能不能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闫书
贵琢磨，农学专业学生不能脱离土地，职业
学校的学生必须动手、必须实践，“这条路
再难都要走。”

◆“手脑并重，知行合一”
苍溪职中农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假期的

概念，只要专业课题没有做完，一年四季都
要“埋头苦干”。育苗、栽培、嫁接、授粉
……在闫书贵手把手指导下，学生们零距
离接触“熟悉又陌生”的田地，第一次把课
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农业实践当中。

脆甜柚是苍溪本土水果品种，可它在
成熟期裂果率非常高。闫书贵成立“脆甜
柚裂果的实验性研究”项目组，和学生展开
攻关。学生们从观察裂果现象开始，分析
气候、土壤、品种、管理等影响因素，最终发
现是品种的先天缺陷。

有没有防治办法呢？学生们选出不易
裂果的厚皮品种，通过人工授粉、嫁接等技
术改变性状，在坐果期增加磷钾肥施用量，
反复试验，最终解决了裂果难题。师生合
作的这一科研项目，获得了县里的科技进
步奖。

“学生在实践课中找到了成就感，学习
热情也被激发起来。”1993年，广元地区中
职考入本科院校的 13名学生中，闫书贵所
带的班级就占了 11名。而当年的小果园，
现已发展为600亩的实践基地。

◆职教发展为地方，地方发展兴职教
1998年，曾经红火一时的苍溪职中农

学专业只剩 5个学生。“5个学生，还办什么
专业？合并到其他专业算了！”

闫书贵在专业撤销与否的意见征询会
上表达了两点意见：一是农业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从全国范围来看，农业现代化发展
还有很大不足，未来空间还很大；二是作为
农业大县，农业在苍溪的县域经济发展格
局中还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不管
从国情或县情来看，农学教育不仅不该削
弱，还应该加强，使之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最终，苍溪职中决定保留农学专业，并
达成共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也要全力开
齐、开好课程。

3 年后，当年 5 个农学专业学生，两个
考取了四川农业大学、3个考取了四川畜牧
兽医学院，后来都成为相关行业的带头人。

“职教发展为地方”，据统计，目前，苍
溪县半数以上的种养殖大户、农技人员都
是苍溪职中的毕业生。一所中职学校，让
苍溪“雪梨之乡”“红心猕猴桃之乡”的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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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中感悟
“种树育人”的哲学

◆ 本报记者 鲁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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