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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 以史明志

重温红色之源 开启红色之旅

走进嘉兴南湖 传承红船精神

这艘迎接东升旭日的大船

经历百年而风华正茂

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穿越历史 以史为镜

先贤兴办的旧式教育模式

已随岁月的滚滚波涛 淹没痕迹

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们 未雨绸缪

面对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

从几千年中华文化底蕴的脉络中

开创了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新型教育体系

“经世致用”“学以致用”

紧密结合学生成长规律

一系列先进思想 顺应时势

引领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构架出健康成长的良性轨迹

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肩负历史使命 推行识字教育 大力扫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莘莘学子全民关注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这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

关爱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殷殷寄语

全国教育 经历了由调整到提高的历程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

1977年 一个重大决定 高考恢复

倏然间 大江南北 一片欢腾

倏然间 举国上下 欢歌笑语

东西南北中 工农商学兵

都有机会 选择人生的新天地

历史性转变时期的教育工作会

全国教育战线的里程碑 为教育

带来了 一轮崭新的发展机遇

1983年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提出 教育要“三个面向”

开启了全国教育思想的大解放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1985年9月10日 这个特殊日子

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举国欢庆

可见 党和国家对教师 是何等重视

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 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教育惠民 成为全民奔小康的民生热点

《教师法》《教育法》 依法治教全面推进

创设了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新契机 构筑起

新世纪 教育健康发展的引领体系

走进新时代 各项法规日臻完善

教育成为 全民全方位关注的热点

素质教育有效推进 立德为师“五育”并举

核心素养全面培塑 教育公平全民分享

众多紧扣时代脉搏的政策导向

构建了 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

2018年9月10日 又一个特殊日子

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正是 新时代

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光荣使命

这正是 新时代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

回望百年征程 展望时代新景

我们高歌“一带一路”最强音

我们共筑中国梦 共享幸福新世界

憧憬明天 教育优先 是永恒主题

优质均衡 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我们欣喜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已扎根在 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里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革命理想高于天 我们深信

坚守初心使命 必将引领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 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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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光匆匆。转眼间，发现自

己在德格县支教已是半年前的事了，但在

德格支教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就如在昨天一

样，是那么令人难忘。

2018 年 9 月，我同成都高新区内 22 位

老师一同赴德格，开启了我的支教之旅、修

炼之旅和收获之旅。德格与西藏仅仅隔着

一条金沙江，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是英雄

格萨尔的诞生地。两年多的支教工作，给我

更多思考的时间，在感受藏地风情的同时，

我也在不断加深着对教育工作的理解，提

升着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战役的认

识，坚定着自己作为一名支教教师的理想

信念。

初到德格，我被安排到了挂职单位德

格县中学。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推进，我越

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支教工作的意义，就是不

断去点燃本地教师的希望，因为只有满含希

望的老师才能给学生带去希望，而专业发展

是其希望的源泉。支教教师在专业发展中起

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能把“传帮带”落到实

处，从而为当地留下一支优秀教师队伍。本

地教师工作很努力，但少了交流合作平台，

加之长时间的超负荷的非教学工作压力等

原因，制约了其专业发展。比如，我最初参加

教研活动时，发现老师们围着火炉随意讲几

句就散了。教研工作如此，专业发展就更谈

不上了。我迫切地想给老师们分享自己的思

考和建议。

不久，德格县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各学

校开展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夜校活

动，我被推选为首讲教师。结合自己十几年

教育教学经验以及在高新区语文名师工作

室的学习所获，我将这次分享的主题定位

“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从专业阅读、专业

写作、人文素养兴趣爱好培养 3 个方面交

流。短短一个小时，老师们边听边记，时不

时还有些互动。更令我感动的是，当天晚

上，有位老师给我发信息：“听了何老师的

讲座，今晚得好好反省下自己了。我好想拜

您为师！”随后的几天，我找这位老师交流，

从课堂教学、学生辅导到教师的专业成长。

经过几天的交流，我发现德格老师普遍存

在专业发展方向不清晰、教学缺乏自信、工

作热情不高等问题。对此，我认为，要通过

各种活动让老师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同

时不断点燃老师们追求自我发展的希望。

我选择了几个表现相对积极的老师，开展

了同课异构、同读一本书等活动，不断地分

享交流，让小范围的交流影响逐渐扩散到

了整个语文组。终于，老师们愿意在集体教

研时坐下来讨论了，谈的都是文本解读、学

情分析、教学得失等这些直指语文教学本

真的话题。

但我知道，要激发老师专业发展的自

觉意识不能太急，必须耐心等待种子自然

萌芽。于是，我主动参与语文组开展的各项

活动，链接更多的有效资源，并且联合工作

队的老师们配合德格县教育和体育局，开

展了德格历史上第一次县域内初中语文学

科课堂展评活动，我所指导的几位老师都

拿到不错的成绩。2020年上半年，一次州级

赛课活动只有两个名额，按照以前的惯例，

学校只需把工作摊派给教研组，再由教研

组长做老师的工作，然后在教研组内小范

围磨课。但这一次，竟然有7位老师报名参

加 PK。一番角逐之后，两位老师胜出。随

后，近一个月的磨课，学校语文老师全员参

与，贡献智慧和力量，最终在州级比赛中，

一位老师拿到了一等奖，一位老师拿到二

等奖，实现了德格县中学历史上零的突破。

而更让我惊喜的是，在随后德格县教育和

体育局组织的学科共建活动中，德格县中

学有6位语文教师主动与我结为师徒学科

共建关系。整个语文组教师的精神状态都

在发生变化，老师合作意识增强了，课堂教

学的方式多样化了，主动找我交流的人多

了，教研氛围更浓厚了。

正所谓，立己达人，只有我做得好，才

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所以，我坚持专业阅

读，除了自己读，还与学科共建的老师一起

读。工作之余，我重拾毛笔，开始了我的书

法练习。我还有幸与当地的藏文书法家合

作创作了多幅作品，助力当地的文化建设。

在德格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还要承担

全县教师知识能力提升的培训等工作。因

为师培工作，我对德格教育的实际情况更

加了解，对德格教师的发展需求有了清晰

的认识，对自己的使命担当有了明确的理

解。支教教师，在德格是一面镜子，更是一

面旗帜。因为师培，我完成了数千份的问

卷，走遍了德格所有的学校教学点，结识了

数百位教师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师

培，我更加坚信教育的力量是伟大的；因为

师培，我也获得更多教育同仁的支持。过程

中，我自我成长的内驱力在增加，专业发展

的自觉也在生长。

我深知，即使在德格没有从事完整的

教学工作，也不能和外界脱节。因此，在寒

暑假期间，我主动争取机会去参加学术会

议、骨干教师研修班等，进一步开拓了学术

视野，丰厚学科素养。此外，利用返回成都

的机会，我经常向师友汇报收获、交流思

想、请教学业。基于此，我总能从容自信地

给德格的伙伴们分享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我也总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他们专业成长

中获得的快乐。我相信，慢慢等待，终会听

到格桑花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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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又相会
■ 谭遴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的喜庆氛围中，经过几位耄耋校友的
精心谋划和周密安排，5 月 23 日至 25
日，雅安师范1961届的36位老同学再
次相聚在美丽雅安。

真不容易啊！36位老同学平均年
龄都超过了80岁，大家都坦然说道，也
许这就是最后一次聚会。此次相约既是
欢庆党的百年生日，又是毕业60周年相
聚。为此，每位同学的家人都十分珍
惜。尽管不少同学已经满头银丝，身体
欠佳，行动吃力，有的还坐上了轮椅，但
是他们都由儿女或者护工陪同精心护
理，平安顺利地参加了本次聚会。

啊！60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回
忆起母校，一切都好似还在昨天。我们
的学生时代，正是接受锻炼和考验的时
代。学校紧跟形势，大力开展勤工俭学，
办起了锻工车间和钳工间。农忙时期，
我们都在老师带领下奔赴到荥经大山上
烧木炭，在炼钢炉旁当杂工，经历了许多
艰辛的日子，成了亦学、亦工、亦农的多
面手。

在课堂上，老师坚持立德树人，精心
施教，和蔼可亲，着力培养灵魂工程师，
为整个雅安地区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为加强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
展的教师人才，学校开设的课程都有独
到要求。音、美、体三科均为主课，同时
还要必修“教育学”和“心理学”，而且每
科达标方能毕业。在我们的心里，老师
们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可敬可爱，学校
也是名副其实的“教师的摇篮”。

作为学生，我们当年深深感受到学
校是一处和谐的家园、欢乐的家园、提供
养分的家园。特别是家庭贫困的学生，
到了冬天，学校还发御寒的棉衣，充分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校3年，我们
既饱经风霜，又铸就了师魂。在那激情
燃烧的岁月，学校定量的盆盆饭，舞台上
纵情高唱《东方红》的场景，田径场上百
米赛跑的英姿，始终印记在我们脑海里，
难以磨灭。……

1961年夏末，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
业典礼。之后，同学们怀着一颗红心，高
高兴兴奔赴到了雅安各地教育岗位，开
始了园丁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少
同学还一直坚持在煤油灯下辛勤工作，
奉献着青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正确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已成为同学们不可
动摇的坚定信念。在风雨兼程的执教路
上，也为品味到桃李芬芳的气息而倍感
欣慰和快乐！亲爱的母校培养了我们，
我们又传承培养了很多孩子。如今，每
位同学有不少子弟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祖国的栋梁。

毕业60年后，同学们又相聚，彼此
都经历了人世沧桑，尽管大家的脸上都
失去了青春的光彩，然而在一起回顾同
窗三载的点点滴滴，依然能感受到曾经
有滋有味的青春。关于母校的回忆依然
历历在目，然而眼前的一切又提醒我们
时间和发展的力量。大家目睹熊猫故里
的沧桑巨变，感慨之情难于言表。环视
热土，亲眼看到了姚桥的新城风貌，看到
了新时代的“愚公”推平了金鸡关，看到
了新建的雅安火车站，我们在这里合影
留念。

我在德格县支教的那些事
■ 成都市中和中学 何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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