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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郎
机

在村小
教书的日子

■ 颜巧霞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杰

课堂上，索郎机喜欢让学生自己动

手探索，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得出结论，

自己做小结。……以前学校教具少，索郎

机便自己准备剪刀、钉子等材料，和学生

一起制作教具。她从不吝啬课堂时间，为

了教学生认识时钟，她可以花上一节课

的时间，带着学生一起制作时钟。在动手

制作的过程中，让学习自然发生。

2007年10月，索郎机调入班佑完全

寄宿制小学，担任班主任以及数学教研

组长。班佑完全寄宿制小学条件相对较

好，但教学任务更繁重。为提高教学理

论知识和教学基本功，索郎机常常挑灯

夜战。一到假期，便投入到各种专业培

训中。平日里，她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抽

空到若尔盖县民族寄宿制小学藏数学专

家那里去听课；为适应课程改革的新形

势，她带领数学组的老师们一起学习，

结合学生实际大胆创新。发现学生基础

不一样，作业完成效果不理想，索郎机

便在班里尝试分层次设置作业，分层次

对学生进行辅导，让每个学生在作业完

成过程中都能“吃饱吃好”，这对“培优”

和“补差”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2012 年，四川省民族地区中小学教

师技能竞赛拉开帷幕。经过层层选拔，索

郎机代表阿坝州参加藏数学科目的省级

决赛。

准备比赛的那段时间，每天下午放

学后，都能看到索郎机抱着电脑匆匆赶

去学习的身影。由于电脑操作不够熟练，

索郎机每天都会到民族寄宿制小学教师

李琼玲那里去补课，在李琼玲手把手地

指导下学习课件制作、动画设置。教学设

计也是一大难点，为了做好充分准备，索

郎机找来很多优秀的案例反复学习，应

该抓住哪几个环节，怎样把每个环节用

文字表达出来。……她一边看，一边做笔

记，看多了便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活学活

用。从县级比赛到州级比赛，再到省级比

赛，索郎机一遍遍打磨、完善着自己的教

学技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省级决赛

中，随机抽取课题的“说课”“作图”“备

课”“课件制作”四项比赛中，索郎机都获

得了第一名，并获得了综合一等奖。

教学中，索郎机勤于探索，更勇于创

新。她的每堂公开课都被称赞教学理念

前卫，教学方法新颖易懂。2016年10月，

阿坝州教科所组织一批老师到河南省永

威学校去学习“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

学模式，索郎机是其中一员。学习回来

后，一些老师认为该模式不适合当地学

生，没有在教学中采用。但索郎机大胆尝

试，率先在若尔盖县使用“先学后教，当

堂训练”教学模式，并成为全县该项试点

工作的带头人之一。她将自己的学习所

获用于实践，拟定了新的教学模式实施

方案，再和学校各教研组组长一起探讨，

不断反思，及时总结，适时改进，打造出

了适合自己学校的“先学后教，当堂训

练”教学模式及“四清”工作落实方法。

“好的理念要吸收，也要根据当地学

生的情况进行改进。”索郎机说，新的教

学方法很好，但当地学生和永威学校、洋

思中学的学生基础不一样，见识也不一

样，他们不可能完全自学。因此，在自学

过程中加入老师的适当指导，加入有针

对性的提问和引导很重要。自学的时间

也被拉长，自学结束，老师还要进行一定

的讲解。

改进之后，新的教学模式更适合班

佑完全寄宿制小学学生的实际情况，老

师们欣喜地发现，创新教学模式后，孩子

们的合作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都得到了

提高。

收获成效后，全县许多小学都来班

佑完全寄宿制小学学习交流，“先学后

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也在全县推

广。在全县首届一类模式小学数学“先学

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优质课评比活

动中，索郎机不负众望，荣获了一等奖。

20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离家数里远的一所

偏僻村小工作。在那所村小，我

被安排包班上一年级的课。所

谓包班，就是我一个人任教一

个班所有的课程，语文、数学、

劳动、思品、音乐、体育……都

是我一个人上。

每天,上午我要上4节课，

下午也要上4节课，即便是课

间，我也要忙着批改作业，批改

了语文，再批改数学。晚上到家

翻书、找资料，找出训练题，用钢

板、蜡纸、铁笔刻印成试卷，把刻

印好的试卷塞在卷筒里。下午的

课间活动时间，瞅着孩子们正在

操场上奔跑、跳跃，玩得不亦乐

乎，我赶紧去油印室，兑上油墨，

印出练习的卷子来。孩子们做练

习卷的同时，我和同事组成抬水

的“搭子”，抬着水桶浇菜地。这

块菜地是我们雨雪天留下来吃

饭时的菜蔬来源。

在这所学校里，人就像旋

转的陀螺，刚一停下来，下一件

事又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你运转

起来。

令人安慰的是学生，这所

村小的学生特别懂事明理，知

道体贴老师。校园里长着一片

桃林，每到五六月份，桃子就熟

了，但这些桃子学校要摘了去

卖，卖的钱用来采买办公和教

学用品。不让学生偷摘桃的任

务就落在了我们教师身上。只

记得我们也没有多费口舌，全

校的孩子竟然能视桃若无物。

我们一群教师聚在一起谈论时

说，从没有看见过哪个孩子在

学校吃过桃子，也从未看见他

们把桃子带回家。

逢到栀子花盛开的时节，

我班上那个叫慧的小女孩，就

会在我的讲台上放上一只细颈

小口的玻璃瓶，她每日给玻璃

瓶里注满干净的清水，并插上

两朵洁白如牛乳的栀子花，我

就在栀子花的浓香中上课、批

改作业、辅导他们订正作业。有

一次，我遇见慧的妈妈，说起慧

送我的栀子花，她妈妈笑着说：

“她送栀子花给老师倒罢了，她

现在不准我穿红衣服，说我穿

红衣服不好看，只有她的颜老

师穿红衣服才好看。……”

到了冬天的时候，教室的

木窗框漏风，寒风丝丝缕缕地

灌进教室里来。下午放学后，我

留下来用塑料布蒙窗户。一个

叫荣的男孩背了书包，却不肯

离开教室，他亦步亦趋地跟着

我，我让他回家，他却摇摇头。

等我踩着凳子爬到窗边时，小

小的他立刻咬紧牙齿，双臂紧

紧地扶住我站立的凳子。就这

样，我蒙窗户，他扶凳子，我俩

互相配合着，把整个教室的窗

户都封得紧紧的，寒风再也不

能钻进来。我牵着他的手说：

“这下可以回了！”荣拿起我搭

在讲台上的围巾说：“老师，你

的围巾还没戴起来！”我把围巾

裹好，领着小小的他走向校门

口，身上、心里都暖暖和和的。

校门口，荣的家长在等着，我说

了他主动留下帮我扶凳子的

事，家长脸上的焦躁一扫而光，

嘴里连连夸他能干。

还有一个孩子杰，他爸爸患

上了尿毒症，家里就靠妈妈走街

串巷卖些面食维持生活。每天，

他妈妈会给他两个包子做早餐，

而他早上一见到我，就把包子塞

到我手里来，我一连拒绝了一个

星期后，他才作罢。

…………

回首往昔，在村小教书的日

子像一则寓言，早已揭示了苦乐

参半的教师生活。做老师，要吃

的苦不会少，但也会品尝到很多

的甜，而这些滋味，就是我后来

虽然有了离开教师岗位的机会，

却从未选择离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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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7月，刚结束一学期紧张教学工作的索郎机没有闲下来享受悠长暑假，

而是立刻投入到了充实的“教师教学技能提升工程”培训中，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充

电”。

索郎机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班佑完全寄宿制小学的一名数学老

师，她凭着过硬的基本功和敢于创新的精神，率先在若尔盖县尝试了“先学后教，当

堂训练”的教学模式，成为全县该项试点工作的带头人之一，并获评阿坝州第一届

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她爱生如子，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在美丽高原上播撒知识的种

子，托起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1999 年 9 月，刚参加工作的索郎

机被分配到若尔盖县最偏远的包座乡

中心校任教，面对艰苦的条件，她没有

一丝怨言。因为同样来自大山，她比任

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于这个地方的重要

意义。

刚到学校，索郎机便接手了语文

教学、藏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作为一

个新手，担任班主任，还有双科的教学

任务，压力可想而知，但索郎机没有被

困难吓倒，而是更加勤练基本功，三笔

字、教学设计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那

时候，教学环境十分简陋，也没有什么

教辅资料，教学知识和技能只能靠老

师自我摸索和感悟。于是，索郎机白天

上课，晚上就点起蜡烛，研究教材、练

习教学基本功，准备第二天的课程资

料。闲暇时间，她还尝试撰写论文，总

结教学经验，提升教研能力。

由于学校师资不足，一学期以后，

索郎机从语文教学转岗数学教学，还

承担了科学教学任务。“当时年轻，精

力比较充沛，也不觉得辛苦。”索郎机

说。多学科教学任务并行，常会遇到一

些难题，这时候，她便主动向老教师请

教。老教师们也愿意手把手地教，还经

常去听她的公开课，称赞她的教学方

法有新意，这给予索郎机成为一名“好

老师”的信心。

2003年11月，索郎机调任达扎寺

镇岭嘎村小学，这是一所仅有 3 名教

师、3间漏雨教室的小学校。索郎机和

同事上课以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搭着梯子爬到教室屋顶“翻瓦片”。

新学校只有 3 个班，老师们包班

上课，索郎机承担藏数学的教学任

务。牧区学校，数学教材是藏文版，教

学也使用藏语，但索郎机求学时期一

直读的二类模式，以汉语为主，过语

言关就成了她面临的最大难题。没有

捷径可寻，只有反复不停地读，反复

不停地练，查字典弄懂每一个术语的

意思，提前记忆每一个重难点。“只有

自己把它记熟了，上课时才能清楚地

表达出来。”提前多做准备，便是索郎

机的教学秘诀。

虽然条件艰苦，但两所偏远学

校的经历让索郎机收获了很多，也

成长了很多，不仅教学基本功得到

迅速提升，教学方法和技能也在每

学期的听课、评课中一点点磨炼，一

点点进步着。

“如果一个老师能把热爱事业和热爱学生相结合，

他就是一个完美的老师。”这是索郎机奉行的为师之

道。作为班主任，她在潜心钻研教学技能的同时，也没

落下育人的责任。

刚工作那几年，在牧区学校，学生辍学是常有的

事，入学动员便成了老师们开学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时的高原牧区，很多家长文化层次不高，认为家里缺

乏劳动力，送孩子去上学不如让他们帮家里多干点农

活。为了转变家长的观念，老师们不厌其烦地上门动

员。游牧人家总少不了几条狗，而索郎机很怕狗，但为

了让孩子们重回教室，她努力克服着心里的恐惧，一次

次到学生家里，给家长们讲政策、举例子，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去的次数多了，跟家长交流多了，他们也慢慢

理解了老师的苦心，愿意送孩子回学校学习。

如今，家长的素质提高了，学生辍学的事不再发

生，但辅导孩子作业仍然是很多家长的难题。为了让家

长更加重视孩子的学习，索郎机将微信等网络工具充

分利用起来。她请家长把孩子每天完成的作业拍照发

给她，她批改完以后，再将孩子做错的题录制成讲解视

频返给家长，家长便能借助视频辅导孩子纠错，或让孩

子自己对照视频学习。反复多次学习之后，知识点自然

就掌握了。一些孩子父母长期不在家，索郎机便经常给

这些孩子的父母打电话，跟他们聊孩子的近况、在校表

现，提醒家长多关心孩子、多跟孩子交流、多抽时间陪

伴孩子。这样的家校沟通多了，家长们也更加积极地参

与到孩子的教育中。

作为班主任，索郎机时刻关注着班里每一个孩子

的情况。到班佑完全寄宿制小学后，索郎机带的第二届

学生中有一个孤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索郎机积极联

系学校领导和县妇联，对孩子进行帮扶。她自己也力所

能及地关心他、帮助他。每学期开学前，她总会准备好

学习用具，作为开学礼物送给这个孩子；每到周末，她

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课余时间，她总是找机会和孩子

谈心，让孩子感受爱的温暖。

若尔盖县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有巴西会议

旧址、包座战役遗址，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金色的鱼

钩》《七根火柴》等课文的故事也都在这里发生。索郎机

将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融入思想教育中，利用长征

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她还把德育渗透在自己的数学教学中，抓住一些

知识点开展德育工作。比如讲一道数学应用题，题目里

说一位小朋友没有把水管开关拧紧，水一直滴，每分钟

滴几滴，算一算一个月会浪费多少水。这里就可以融入

节约教育。“将红色文化融入德育，能让孩子懂得现在

的生活来之不易，更加珍惜当下，好好学习，健康成

长。”索郎机说。

7月的若尔盖草原正值花期，漫山遍野的格桑花

正迎风绽放。在一代代像索郎机一样的老师们的用心

“浇灌”下，这里的孩子也像格桑花一样灿烂盛开，一路

向阳。

身兼多职
用行动践行育人初心

积极创新
潜心钻研提升教学技能

用心育人
做有温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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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郎机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