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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静心做教育
1980年，李晓玲高中毕业，高考分数差录取

线十几分，没考上大学，同年，高县招聘教师，

1000多人中录用9名，李晓玲考上了。

“因为父母都是教师，从小耳濡目染，对这份

职业一直就有好感。”李晓玲回忆说，“同时，有一

份正式的工作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16岁的她

被分到一所乡村小学，开展包班教学。

平心而论，李晓玲的起点并不算高，但对教

育的热爱让她抓住了每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

上世纪80年代初，高县英语教师紧缺，高县

教师进修校遴选一批教师进行英语培训，在村小

工作一年后的李晓玲再次被选中。培训结束后，

她就被分到一所初中学校教英语。随后，李晓玲

又考上原西南师范大学英语系，通过函授的方式

进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英语教学素养。

好学的李晓玲不仅很快成为学校的骨干教

师，还一度是全县唯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而在

教学精进的同时，她也在教导处主任、副校长的

岗位上一步步成长起来。

1999年，李晓玲调往高县第一实验小学任校

长，面对这所全县的“窗口小学”，此前在中学工

作的她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为了胜任新的岗

位，李晓玲又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研修

班进修，补齐自身的理论短板。

在高县第一实验小学，李晓玲一待就是21年。

由于家安在宜宾市市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

和家人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周一一大早赶到学

校，周五晚上再回家，平时吃在学校、住在高县。”

21年间，李晓玲有过多次调任的机会，面对

那些别人眼中更好的机会，李晓玲都婉言拒绝

了，“我喜欢待在学校，我知道自己想办一所什么

样的学校，并且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因此，在社会和人生都急剧变化的20年间，

李晓玲得以静下心来实践她的教育理想。在高县

第一实验小学，李晓玲培养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

伍，尽管她自己只评了高级职称，学校却先后走

出5位特级教师，而随着时间的沉淀，她也带领学

校实现了长足发展，成为当地教育的一面旗帜。

退休不褪色

激活学校新样态
去年8月，高县连日高温，夏日炎炎，作为高

县教育和体育局名校长工作室的领衔人，李晓玲

仍有不少工作要忙，校长读书班、专家讲座、课改

实操培训、工作室研讨……每一项活动中，她都

尽可能提出针对性指导，“校长、老师们用自己珍

贵的暑期时间来‘充电’，就应该让他们学到真正

有用的经验。”

这样的暑期繁忙且充实，并不是李晓玲曾经

预想的退休生活。

2019年8月，她正式从高县第一实验小学退

休，“当时计划的是能够到处去旅游，而且由于多

年两地分居，也想多留点时间陪陪家人。”但对于

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校长，高县教体局并没有

轻易“放手”，无法拒绝相关领导的一次次挽留，

李晓玲答应了。

2019年11月，高县教体局结合“银龄计划”，

成立了“李晓玲名校长工作室”，聘她为领衔人。

经过县内校（园）长自愿申报，11名小学校长、1名

幼儿园园长、3名中学校长成为了工作室的第一

批成员。

“既然答应了，那就要把这项工作干好。”李

晓玲的认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工作室成立后不

久，她就有计划地邀请宜宾市教科所德育专家、

特级教师徐卫一起开展了学校把脉问诊巡察活

动，实地深入十多所成员学校及其下属校点，对

学校实际情况进行摸底。

“当时就了解到很多学校不清楚自己的办学

目标和培养目标，而且没有自己的校园文化，没

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以此为突破口，李晓玲名校

长工作室组织成员多次赴成都、重庆、湖南等地

走访名校，参加各类培训学习，开阔校长和骨干

教师们的视野。同时，工作室还邀请各类专家赴

高县开展讲座，增强工作室成员们的理论学习。

此外，工作室为学校的文化建设、课程建设、教育

科研等各方面都提供具体的指导，让不少学校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

高县文江镇礼义小学位于大山深处的苗族

聚居村，学校很小，还是高县唯一的苗族学校，李

晓玲回忆说：“当时我们去看了之后，就觉得应该

把苗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来。”在工作室的指导

下，礼义小学建起了自己的蜡染工作坊，有了芦

笙、竹竿舞等苗族特色文化课程，学校礼仪文化

也逐渐成型，成为了高县的精品小学。

如今，经过工作室和各成员校3年的共同努

力，高县涌现出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学校，硕勋幼

儿园的“和乐”文化、月江小学的“江月”文化、罗

场小学的“翰墨”文化、云溪小学“培根”文化、嘉

乐中学的“和美”文化、可久中学的“香樟”文化、

落润中学的“润园”文化以及硕勋幼儿园的“田

园”课程、文江小学的“烙铁画”课程、罗场小学的

“版画”课程、逸夫小学的“青花瓷”课程、沙河实

验小学的“豆艺”课程、蕉村小学的“书法”课程、

嘉乐中学的“麦秆画”课程……各学校围绕自身

特色“精耕细作”，呈现出了崭新的生命力。

实干显担当

带动乡村幼教提升
在李晓玲名校长工作室中，乡村学校校长占

了大多数，如何让乡村学校实现更好的发展，是

李晓玲关注的重点。

在她退休之前，高县第一实验小学作为学区

内的领航学校，承担了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学校的

重任，“那会儿就已经积累了不少帮助乡村学校

的经验”。

工作室成立过后，一开始，李晓玲的目光更

多聚焦在农村小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有了

新的想法。

2020 年，李晓玲在一所成员学校摸底调研

时，来到其附属的大屋村幼儿园。这所政府投资

新建的幼儿园，幼儿人数很少，“一开始只有7个

孩子，老师到周边动员过后，也只来了20多名。”

李晓玲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由于生源少，

而是周边老百姓不认可，认为其保教质量差，“不

少家长宁可每天让孩子少睡一个小时，也要送到

更远的镇上去读幼儿园。”

“都是三四岁的小娃娃，少睡一个小时，夏天

可能还好，冬天就很难了。”李晓玲回忆说，她觉

得要改变这样的情况，随即联系到宜宾市教科所

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孔繁荫，两人一拍即合。

在接下来的一期，两人对大屋村幼儿园的环

境打造、设备保障、教师培训等方面进行指导，发

动叙州区、翠屏区、高县的优质园进行帮扶，孔繁

荫直接担任该园的名誉园长。在多方努力下，到

了第二期，幼儿园的报名人数就已经爆满，完成

了预期 3 个班的规模，如今已有近 110 多个孩子

在大屋村幼儿园就读。

“这个幼儿园打造出来后，我就想以它为示

范，带动其他的乡村园。”于是，孔繁荫、李晓玲联

合多方共同在大屋村幼儿园举行高品质乡村幼

儿园建设推进会，邀请工作室的校（园）长现场参

观，不少校（园）长看了之后十分心动，陆陆续续

加入到高品质乡村幼儿园的建设中来。

李晓玲名校长工作室为新加入的幼儿园搭

建起交流的平台，并在园风园貌、教育观念、保教

质量、管理模式等方面为其提供指导，各乡村幼

儿园也积极行动。如今，一批乡村幼儿园逐渐形

成自己的办园特色，云山幼儿园的“幸福教育”，

羊田幼儿园的“绿色教育”，龙潭幼儿园的“美育

教育”，龙泉幼儿园的“自然教育”，振武幼儿园的

“生态”教育，趱滩幼儿园的“快乐”教育，腾龙幼

儿园的“爱·乐”教育……高县乡村幼儿园建设呈

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3年间，李晓玲名校长工作室不断壮大，甚至

吸引了不少县外学校参加，李晓玲和成员校长们

真抓实干，共同将工作室打造成了区域优质教育

资源的集散地。

关于未来，随性的李晓玲并不确定会干到哪

一天，但对于现在，李晓玲却十分笃定，会继续把

教育这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干好，“希望能通

过工作室这个平台，让一批有思想、有情怀的校

长和教师成长起来，从而继续为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贡献力量！”

“丁零零……”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纷

纷从座位上向教室外奔去。

收拾好东西，我正准备出教室，此时，教室里

只剩下冉冉。“冉冉，天气冷了，出去玩会儿吧！”

冉冉听到我的话，犹豫了几秒后，慢腾腾地从座

位上挪出位置，然后用比蜗牛还慢的速度走到了

教室门口。

“嘘！那个‘叛徒’来了！”还没等冉冉走出教室

门，一群调皮的男生就像看到了“瘟神”一样四散

逃开了，边跑口中还大声喊着：“‘狗腿子’来啦！”

冉冉一听到这话，脸“刷”的一下子就红了，

然后低下了头，转身就往教室里走。我正好在他

的身后，他抬头一看见我，双眼贮满了眼泪。我连

忙搂住了他的肩，“怎么了？冉冉。”一听到我问

他，冉冉眼泪止不住就掉下来了，然后嚎啕大哭：

“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狗腿子！”

教室门口的小女生连忙告诉我说：“代老师，

他们说冉冉是老师的‘狗腿子’，是大家的‘叛徒’，

更是班上的‘告状王’，他们已经两天没和他玩

了。”听到这里，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这些小娃娃，

哪里学来的这些词儿！

我让冉冉擦干眼泪先回到座位上，然后到教

室外把刚刚那群男生找到，问他们怎么回事。他

们几个慌忙解释，说他们没欺负冉冉，是他总向

班主任老师告状，他们全都忍无可忍，所以才决

定不理他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症结所在，原来

是冉冉引起“公愤”了！

我向班主任了解原委，原来为了严抓纪律，

班主任特意让成绩好、嘴快腿勤的冉冉同学当起

了“纪律委员”，并赋予了他管理班级的绝对权

力。不管是在班里班外还是在课上课下，凡是发

现有违纪的同学，一律记下他们的名字和所作所

为，然后汇报给班主任和科任老师。

不得不说，最近班上的纪律情况确实比之前

好了很多，这是值得欣慰的事。一年级小学生爱

告状倒也无可厚非，但没想到的是，作为纪律委

员的冉冉居然成了大家的“眼中钉”，这可不是一

个好兆头。

下午，我见冉冉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就走过

去和他聊天。我告诉他因为他这个纪律委员，班

上的纪律好了很多，我觉得现在上课轻松多了。

他听到这话，眼神中闪过了一丝骄傲。他立马从

他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小本子，上面

很慎重地用拼音写上了“zui zhuang 本”。

我翻着他的《罪状本》，记的都什么鸡毛蒜皮

的小事啊：xx扯女生的头发、xx上课玩橡皮、xx下

课在走廊上踢球、xx给xx取绰号……由于他几乎

是用拼音记的，个别拼音还没拼对，看得我忍俊

不禁。

看完他的《罪状本》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同

学们那么针对冉冉了。要是谁天天拿个小本子一

条一条地记我的“罪状”，我肯定也受不了。更何

况，这也算不了什么“罪状”。

“冉冉，代老师必须要表扬你作为一名小班

干部，能够这么认真负责地记录下班级同学的情

况，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孩子。”听到我

这么说，冉冉的眼中再次闪过一丝欣喜，“但是，

不知道你观察到没有，最近同学们对你似乎有一

点儿意见。”冉冉点了点头。

“你看，你既是我们班的纪律委员，也是我们

班的一名普通同学对不对？既然是同学，那就要

和大家打成一片，你看现在你完全就只是个‘纪

律委员’了。”可能是还小的缘故，冉冉有些没听

懂我说的话，我连忙趁热打铁：“其实还有更好的

办法，既可以让你帮我们管好纪律，又可以让你

不总是得罪朋友。”

“什么办法呀？代老师。”冉冉一下子来了精

神。

“以后只要不是打架之类的大错，你没必要

事事都向老师汇报。当你发现同学们犯了一点小

错时，可以小声地提醒他，也可以下课了私下和

他沟通。这样既可以让他改正了错误，又不会伤

害你们的感情，而且他还会感激你不告诉老师

呢！”看他依然有些懵，我赶忙结合他的那个“罪

状本”的例子告诉他哪些可以私下处理，哪些需

要告诉老师。

冉冉听完，点点头：“代老师，那我试试吧。”

通过连续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冉冉早已和同

学们打成一片了。同样，班上的纪律也并没有因

为冉冉的“告状”少了而涣散，相反，在冉冉同学

的私下提醒下，班上很多调皮捣蛋的孩子都特别

注意自己的行为习惯。

小学生特别是一年级的小孩子都有爱告状的

习惯。这虽然算不得什么大问题，但若不及早纠

正，势必会影响孩子将来在社交和职场的人际关

系。所以，我们在赋予一些孩子班级管理权力的时

候，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在履行职责时不能滥用告

状的权力。因为告状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惩治别人，

而是为了让别人更好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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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教师热爱教育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本报特推出“四川优秀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目，宣传展示全省

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典型。

本报记者 葛仁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教近40年，期间担任校长20余年，在宜宾市高县教育系统里，李晓玲绝对算是一位“老资格”。

从16岁站上讲台直至退休，她不仅教出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更为当地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校长和老师，而这样一位“老资格”，所获荣誉却不多，

2022年四川省评选首届“四有”好老师，这是李晓玲为数不多的省级荣誉。

在这位不在意自己是否被关注的老校长眼中，教育是她真正喜欢做的事，“能够脚踏实地为教育做一些事情，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如今，已经

退休的李晓玲仍继续奔走在实践教育理想的路上，为当地教育教学改革和学校发展领跑。

托起教育烛火 映照余霞满天李晓玲

学习了《慈母情深》和《父爱之

舟》，孩子们认识了梁晓声笔下那位挣

钱不易却支持儿子阅读，毫不犹豫掏

钱给儿子买书的母亲，认识了吴冠中

笔下那位为了“我”能上学，千方百计

凑钱给“我”缴学费，还一次次熬夜摇

橹送“我”去上学的父亲。在学生们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感悟已达到一定程度

的基础上，我顺势进行感恩教育。

我说：“孩子们，生活中你的父母

亲也一定很爱你。我们每个人与父母

之间的一些日常，跟梁晓声和吴冠中

笔下描写的场景是极为相似的。只是

很多时候我们对父母给予我们的爱习

以为常，甚至熟视无睹。读了这两位先

生的作品，让我们也回顾一下这些藏

在日常生活里的爱吧！”

我先跟孩子们分享了我的文章

——《母亲的本能》，我特别讲述了我

坐轮椅的母亲在看到我摔倒的瞬间，

条件反射地上身腾起，把手伸向我。我

念到：“在我摇晃欲倒的那一刻，她完

全忘记了她是需要坐轮椅的人，她伸

出手的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每

一个母亲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的孩

子。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在她心里

的分量。”

孩子们的表情是那么的认真，眼

睛里有感动的光芒。

同学们的讲述开始了。

瑜玲说：“《父爱之舟》中那个父亲

让孩子吃热豆腐脑，他却不吃的情节

我觉得很感动。我爸也是这样。一次，

我爸买了肯德基，他一口都没有尝，全

让着我们姐弟吃。”铭杰插科打诨，他

说：“大人不喜欢吃，他们说是垃圾食

品。”我笑着说：“可就是因为你们喜

欢，大人才给你们买啊！”

诗雅说：“我的妈妈每天都很早起

来给我做早餐，每天如此。她总操心我

的吃喝，我的冷暖，还有功课。数学作

业我不会做的，她总会细心地帮我讲

解。”我点点头，点评道：“是啊，爱其实

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小事里。诗雅是一

个懂得感恩的孩子，她知道这就是母

亲所给予的爱。而且老师知道，诗雅的

母亲身体不是很好。老师猜，其实诗雅

心里一定藏着更多的感恩没有完全表

达出来。”这时，我看见诗雅的眼眶红

了。

嘉晨说：“4岁那年，我爸和我妈

吵架了，然后他们就离了婚。从此，我

就很少能见到我妈了。我几乎忘记了

我妈的样子。可我记得，我妈还住在外

婆家的时候，她每个星期都会接我过

去相聚，我还记得她给我过生日……”

孩子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出来。我在

讲台上也红了眼睛。

雅云说：“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

可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总会在

电话里一遍一遍问，好些了吗？吃了药

吗？多喝水啊！”“是啊，如果可以从电

话里伸出手来，他们一定会伸出手摸

摸你的额头，然后亲自端一杯水给你，

看着你把药吃下去。”我的话像是催泪

剂，雅云的眼泪大颗大颗涌了出来。

我环顾讲台下的孩子们，他们都

看向了雅云。开智摘下眼镜，正在揉眼

睛。我想，我该收一收，别再过多渲染

情绪了。无论是我自己的，还是孩子们

的。

然而感动收不住，孩子们还在继

续分享。

淼清说：“我看到了妈妈肚皮上的

斑纹和疤痕，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

是生我留下的。我突然就鼻子一酸。”

馨乐说:“我记得有一个下雨天，

我妈来接我。电动车突然没电了。我妈

只好下车推着车子走。她让我坐在车

上，双人雨衣都披在我身上了，她却淋

着雨。我觉得我坐在车上会让妈妈更

吃力。我便要求下车，我妈非不让。到

了家，妈妈全身都淋湿了……”

…………

下课铃声响的时候，全班人仍陷

在感动中不可自拔。

铭杰说：“老师，你看，大家都哭倒

一片了。”

在一片泪光中，我分明看到一颗

叫做“感恩”的种子已经在每个孩子心

里悄然扎下，破土萌芽，长叶开花。

藏在日常里的爱
■ 丘艳荣

““告状王告状王””来了来了！！
■ 代蕊

李晓玲带领工作室成员为乡村幼儿园办园质量提升提供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