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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12 月 10 日，中宣部授予云南省

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张桂梅为“时代楷模”，并指

出：“张桂梅同志是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四有’好老师要求的优秀榜样。”

“她用一生坚守了立德树人的初心，

践行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她的精神实际上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体现，也是党性和人性光辉的

体现，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教

育系统和社会各界对 63 岁的张桂梅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 40 年，用爱心和

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纷纷点赞。

师者仁心，初心如磐。张桂梅校

长的事迹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新时代

教师的育人初心。

初心就是党心，就是牢记党对新

时代教师的殷切嘱托，永远听党的

话，永远跟党走。在华坪女高建校之

初 17 名教师 9 名辞职快要办不下去

的情急之下，她带领党员教师重温党

的誓词，找到了办好女高的思路：“我

们的初心就是通过教育改变大山女

孩的命运，进而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改变一方水土贫穷落后的命运！这

不仅是为人师者的初心，更是一位共

产党人的初心！”她帮助更多贫困地

区的孩子在“拔节孕穗期”系好了人

生的“第一颗扣子”，带着老师和学生

们一起学《党章》、看《焦裕禄》、讲革

命英雄故事，唱《英雄赞歌》《红梅

赞》……为全校师生深深埋下了信仰

的种子。

初心就是恒心。“让有信仰的人

讲信仰”。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

出：“教育需要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

其教育，而只是一种教学技术而已。”

纵览古今中外，真正的师者无不

对教育事业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和强

烈的体认，为了追求真理而上下求

索。至圣先师孔子，弟子三千，博学

好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近

代百年来的蔡元培、陶行知、夏丏尊

等心怀信仰、身体力行、躬耕讲台、不

懈努力，谱写了中国教育的辉煌；现

已 90多岁高龄的“人民教育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

誉校长于漪老师，坚守“一辈子做老

师，一辈子学做老师”的信仰。张桂

梅校长坚守“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

以影响三代人”“推动摇篮的手就是

推动世界的手”的教育信仰。她孓然

一身，不顾自己的疾病和疼痛，把异

乡当家乡，把孤儿当亲儿，用柔弱的

血肉之躯为学生“架路”、缝补贫困地

区“天使”的翅膀。为了让贫困女孩

走进学校，她挨家挨户做工作；为了

让学生坚持学习，她每天 1 点才躺

下，凌晨 5 点又起床……持之以恒的

坚守，她让 1800 多名大山里的贫困

女孩圆梦大学，走出了大山。她用自

己的信仰点亮了学生的信仰，从女高

考入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大学毕业后

选择成为教师、医生、警察……

初心就是爱心。教育是充满爱

的事业，只有拥有仁爱之心的教师，

才能培养出有仁爱之心的学生；只有

教师真正关爱学生、尊重学生，让学

生沐浴在爱的光辉中，才能在学生内

心深处播下爱的种子，才能将爱传递

下去。

张桂梅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

妈妈”“校长妈妈”，展现了新时代人

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她

的宿舍里有 4 张床铺，1 张自己睡，3
张留给“不听话”的和生病的学生；10
多年来，她走过了 11 万公里的家访

路，走进 1000 多名学生的家；她累计

为孩子和家长们写下了千余封、40多

万字的书信。从纸质书信到电子信

件，不变的是她对学生的关心和爱

护。“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教

师之伟大、教育之神奇，无不蕴藏在

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执著与付出中，无

不体现在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守望和

奋斗中。

师 者 初 心 如“ 夜 夜 龙 泉 壁 上

鸣”。“我希望你们安安心心地去读

书，走得远远的，飞得高高的，去竭尽

自己的全力，为社会服务，为我们这

个国家服务”“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

我的事业；如果我有企盼，那就是我

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

人民……”张桂梅质朴的语言，让我

们明白新时代教师应该如何坚守自

己的教育初心。

首先，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使命担当。教育是党之大计，

国之大计，人生之大事，人类之大

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归根到底靠

人才，靠教育。为此，新时代教师要

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作为矢志不渝的理想追

求，将“四有”好老师当作为师标尺，

既要做授业解惑的“经师”，为学生

传授知识，教育学生运用科学的思

维方式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指导行

为实践；更要做传道的“人师”，以自

己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坚守使命和担当，“用灵

魂唤醒灵魂，用理想点亮理想，用信

念铸就信念”。

其次，要坚守“克己立人，以身示

范”的道德情操。夸美纽斯说：“教师

应该是道德卓异的优秀人物。”新时

代的学生思想更为活跃，喜欢模仿，

可塑性强。学生这种天然的“向师

性”要求教师具有高尚的道德、健康

的人格、文明的举止、优雅的谈吐，教

师道德情操对学生有着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新时代教师要

守公德、严师德，坚守底线、不逾红

线，苛律自己，温暖周围，让自己的灵

魂善良、丰富而高贵。在对学生润物

无声的身教中，为学生的心灵播下真

善美的种子，呵护他们的心灵成长，

引导他们向真、向善、向美，成为最好

的自己，在面对诱惑时有坚守，在面

对邪恶时有勇气，在面对美丑时能分

辨。

再次，要坚守“厚学精进，磨砺师

能”的职业成长。在这个新时代，发

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互联网+”时代

的来临，迅速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教育。互

联网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方式

以及教育管理方式，教育面临着一系

列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在这

个技术赋能教育加速推进的新时代，

学生的知识、视野、发展需求和预期

等千变万化。教师不再是一碗水、一

桶水，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因

此，教师要有诗与远方，不断学习新

的知识和技能，以学提能、增智，以全

生命周期职业成长满足新时代创新

人才和关键能力培养的需求。

此外，要坚守“以德育德，以爱育

爱”的恒久追求。“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也。”新时代的教师要以德育德，以

德养德，以心育心，以爱育爱，善于

抓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细

小瞬间，因势利导，静待花开，用自

己崇高的德行、无边的大爱影响学

生、感染学生、教育学生，使学生形

成高尚的情感、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成长为一个个大写的“人”，成

为适应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
研究员）

转眼间，我已在体育教师这个

岗位上度过了6个春秋。作为一名

青年教师，与“熊孩子”过招的日子

里，他们不断地带给我惊喜与感

动。

2015 年冬天，我遇见了小伟

（化名）。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

为备战来年的县田径运动会，校田

径队正式组队。操场上，一位小男

生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引起了

我的注意。

第一天训练，小伟显得有些格

格不入。随即我就与小伟的班主

任交流，知道他的确是位让老师头

疼的孩子，上课不听讲、考试不及

格，经常与同学发生矛盾，爱顶撞

老师、父母，喜欢进游戏厅……作

为一名刚刚入行的年轻教师遇到

这样的“熊孩子”，我为自己捏了一

把冷汗。

第二天，小伟没有来参加训

练。我随即联系他妈妈，询问小

伟的情况，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喊

叫：“那个‘龟儿子’没来训练，肯

定又跑去打游戏去了，等他回来

我才收拾他！”顿时，我有种不好

的预感。

第三天，小伟来了，凶神恶煞

地盯着我：“你凭什么向我妈告状，

害得我被暴打一顿。”说完，他一下

子坐在银杏树下，头背着我，一动

不动。我顺势也坐了下来:“老师看

你没有参加训练，是怕你发生意

外。看到你这样，老师心里也很愧

疚，老师向你道歉。”我小心翼翼地

解释。

小伟一怔，情绪平复了下来。

我和他背靠背静坐了许久，“小伟，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我打破了沉

寂。小伟看着正在训练的队员们，

喃喃地说：“我喜欢打篮球，喜欢运

动，喜欢飞奔在跑道上那种无人能

敌的感觉。……只是训练真的太辛

苦了。”“是啊，训练确实挺苦的，老

师曾经一度也想放弃，但最终还是

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因为喜爱，

所以坚持，哪怕付出再多辛苦。参

加这次运动会你不仅仅代表你个

人，更代表了实验小学 4000 多名师

生，难道你就不想赢？”

“要赢！我一定要让那些小瞧

我的人对我刮目相看。”小伟斩钉截

铁地说。

后来的一段时间，小伟按时参

加训练，再没缺席过。训练时，他

偶尔偷点小懒、开点小差，我便走

到他跟前鼓励他、督促他，以朋友

的身份与他交流，耐心指导。训练

之余我会在网上找一些田径

比赛视频与他一起看，他还会

主动与我分享他的观后感，这

个曾经“吊儿郎当”的小男孩

正在慢慢地改变。

经过漫长的冬训后，我给

他定的项目是跳高，小伟高兴

坏了。问题又来了，小伟只对

跳高技术感兴趣，对体能训练

总提不起精神。我便耐心与他

交流，“要想自己的高度有所突

破，就要在体能训练上下足功

夫，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自己

的速度、力量、协调能力都上去

了，你的成绩才会有所突破。”

小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要

能提高成绩，老师说怎么训练，

我就怎么训练。”学习上未曾体

验过的成就感，如今他在体育

训练场上找到了。

寒假来临，训练如常。一

个雨夹雪的日子里，我让孩子

们在艺术楼跳台阶，进行力量

练习。看到小伟有所松懈，我

上前与他一起完成了剩余的两

组练习。小伟看见我的汗珠往

下流，上前把他的汗巾给了我

说道：“老师，其实您可以不用

陪我训练的，我自己能坚持，快

把额头上的汗水擦掉。”那一刻，再

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这个寒

假，正是小伟一个个小小的举动、

小小的改变，温暖了一位在异乡工

作的我。

县运会开始了，小伟的每一跳

触动着我的心弦。跳完后，他都耐

心地听我讲解他的技术动作存在

的问题。就这样，小伟轻松地进入

了跳高决赛。站在决赛场上的小

伟眼神坚定地看着斜前方，第一跳

没过，第二跳没过，第三跳依然没

过……那一刻，小伟流下了失落的

泪水。他哭着说：“老师，对不起，

我让您失望了。”我把他拥入怀中，

哽咽着说：“老师看见你的努力了，

你很棒！人生还有很多比赛，享受

过程，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最终，

小伟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只

有我知道，为了这个名次，小伟所

付出的努力与艰辛，是体育让他学

会了坚持，是体育让他学会了感

恩，是体育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所在。

在我身边，正因为有像小伟这

样的“熊孩子”，让我拥有了一名体

育老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是他

们让我能坚持教育初心，一路感

动、一路欣喜、一路成长。

周五课后，我向孩子们布置周末作

业：完成周记和抄写四单元重点词语。

我瞟了瞟黑板左上角，在作业提醒栏

里，小峰的名字还在上面。本学期，我和

孩子们商量，把周末没完成作业的名字，

暂时存入提醒栏内，实行动态管理。将近

一周了，他居然没完成。

我有点冒火，大脑飞速地运转。小峰

来自单亲家庭，爸爸长年在外务工，家中

只有近70岁的爷爷照管他，怎么办？

我走到小峰面前，示意他慢点，等其

他孩子离开。教室里剩下我俩，我走近他

轻轻地拍了拍肩膀说：“小峰，请坐下。”他

歪斜地站着，沉默。

“小峰，我们商量商量作业，你看怎么

样？”我顺势按了下他，他坐了下去，还是

一言不发。

“你爸给你打电话没有？”上周，小峰

爸爸在微信上与我联系过，我告诉他小峰

有篇周记写得不错，让他在电话上表扬表

扬他。

“打过。”他半天挤出两个字。还好，

他开始回应我了。我又把他周记里的几

个精彩句子声情并茂地重述了一遍，顺带

指出为什么精彩，他脸上表情明显不那么

僵硬了。

“本周作业，你能完成吗？”我试探着问。

“可能完不成。”他的重音落在“可能”

上，现在的我一点也不生气了。他偷偷地

瞟了瞟我，看到我脸上“晴空万里”，又自

在了不少。

“你觉得作业多吗？”他点点头。站在

老师的角度，作业不多，但对他来说，作业

或许就像座大山，难以逾越。我感到他是

真诚的。

“我们商量商量，在这两种作业里挑

一样，能完成吗？”

他望着我，笑了笑，点了点头。

“你选哪一样？”我问。

“我选较多的那一项。”他望着我，指

了指词语。这着实令人意外。

我立即伸出小拇指，他与我拉了拉钩。

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说：“我们来个

约定吧，如果本周你能兑现承诺，你将会

得到一个小小的奖励。这个秘密，只有你

我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哦！”

他露出花儿一般的笑容：“谢谢，权老

师！我一定会信守承诺的。”说完，像只开

心的兔子小跑直奔饭堂去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想减少作业

量，降低要求，这种做法可能不是最佳，但

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让其不再陷入恶性

循环的怪圈。

下周一，黑板的左上角，又出现了小

峰的名字。我心里坦然了许多，可能是周

记未写吧。我快步走到他面前，敲了一下

桌子。他立刻会意了，把作业本拿了出

来。我一看，他按量完成，书写也很漂亮，

显然，是下了功夫的。我夸奖了他是个信

守承诺的好孩子，叫他晚自习后，到办公

室来找我。

晚自习后，他如约而至，已经少了几

分拘谨。我拿出准备好的奖品——一支

笔，为了显得郑重，我还特意用玻璃纸把

笔包装了一番，郑重地交给他。告诉他：

“这是对你信守承诺的小小奖励，一支笔

的价值微不足道，但代表老师对你的欣

赏，希望你再接再厉！”

他笑容满面，双手接过奖品，连忙说：

“谢谢老师！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完成作业

的！”说完，他朝我笑了笑，愉快地跑了出去。

我不期望，这一次约定能改变他完不

成作业的毛病，但至少要为之努力，循序

渐进。如果还有下一次，我还会采用类似

的方法。

对这类学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

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偏执地认为他们

“懒”，因而在处理方式上，往往缺乏足够

的耐心，显得简单、粗暴，时间一长，“屡教

不改”便成了他们的标签，师生交流的大

门就此关闭，彼此变得麻木、冷漠。

苏霍姆林斯基说，促使儿童用功学习

最强大的力量，是对自己的信心和自尊

感。只有当他们感受到尊重时，才能唤起

他的自信，心中向好的火星，自然熊熊燃

烧。教育不是评判，而是唤醒，是善的传

递、爱的共鸣，当我们用真心对待每一个

学生，用真情关爱每一名学生，用真诚打

动每一名学生，定会柳暗花明，春色满园。

坚守新时代教师的育人初心
■ 张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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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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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溪县石马小学 权卿宗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