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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对这句

话我深有感悟。教师节，我特别怀念两位“点

燃”过我生命的语文老师。

初二上学期，我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

作文题目是“我心爱的……”。我脑海里飞

速旋转着一篇背诵过的作文，挥笔疾书：

“我有一支心爱的钢笔，她头戴小红帽，身穿

花外衣……”结果，我的作文获得了全校二等

奖，并发表在校刊《元春文学》上。

一次自习课，一位同学当着全班师生的面

揭穿了我的抄袭行为。我的脸烫得要烧起来

了，脑子里有一大群蜜蜂“嗡嗡”乱叫。突然，

我听见了一个天使般的声音：“我可以肯定荟

蓉同学没有带作文书进考场，我相信她能写出

这样好的作文。”我猛地抬起头，直视着他温暖

与鼓励的目光，我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名叫简定雄。或许

他早已忘了那节课，但他的那两句话却呵护

了我脆弱的自尊，点燃了我对作文的热情，甚

至改变了我的一生。为了不辜负他的“相

信”，从此我广阅读、勤练笔，将弱科语文变成

了自己的优势学科，将写作变成了终生爱好。

真正把我引进文学宫殿的，是我师范一

年级的语文老师张兰。在我的记忆里，她是

一个美丽而优雅的人。小巧玲珑的身材，一

双略带蓝色的大眼睛，笑起来嘴角稍稍翘

起。她朗读课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

妙。元旦晚会，她声情并茂地给我们朗诵了

她创作的新诗《假如》，从而将我带进了朦胧

诗的大门。

那个周末，我带着自己写的朦胧诗敲开

了她家的门。随她走进书房，她的藏书之丰

富让我瞠目结舌。她认真地看了我的诗后微

微一笑，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朦胧诗精

选》，开始绘声绘色地给我讲戴望舒、徐志摩、

舒婷、北岛……我如醉如痴地听着，似饮甘

露。不用去问老师的评价，我已明白自己诗

作的拙劣了。

她只教了我一年就调走了，我再无缘见

她一面。但在我心里，她永远与诗和美在一

起。我从此知道了人该追求一种诗意盎然的

生活。以后，我也用唯美的风格去铺排自己

的诗行，经营自己的生活。

如今，我已执教30年。我深深地知道，老

师的作用，不仅在于灌输，更在于唤醒与点

燃。我在感恩点燃过我生命的老师的同时，也

用他们给的火炬去点燃我的学生。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祝福我的老师们和我的孩子们！

每年教师节，都仿佛一台时光机，带着我们回到学生时
代，回到那个老师在黑板上奋笔板书的课堂，想起三尺讲台
上那个严厉批评、真心鼓舞、用心陪伴我们成长的人。那些
言谈举止，那些谆谆教导，就这样伴随着我们的人生之路，融
进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成长之中。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于老师的回忆。本期，让我
们一起看看从“60后”到“90后”，几代“学生”笔下关于老师
的故事。时光荏苒，老师的名字却永远那么鲜明、深刻，像一
盏灯，仍从记忆深处输送光和暖，照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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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91岁的王香元老校长今春辞

世，得知此消息的学生，有的年近八旬

也前往送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举手

投足依然活跃在我们心中，令人没齿难

忘。

王香元老先生是我高中时的校长。

他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亲切感。上

个世纪70年代末，物资匮乏、生活艰苦，

师资力量不足。王香元老先生亲自授

课，而且深得学生的喜欢。那时，我有些

偏科，几乎无望考上大学。一时之间，我

开始迷茫、自卑、郁郁寡欢。

记得有一次上劳动课，我们班的任

务是到菜园栽葱。王校长给我们示范

拿葱的姿势和栽种方式。可是，我笨笨

的总是不得要领。劳动结束的时候，我

一个人低头机械地挪着脚步。王校长

叫住我，问我喜不喜欢参加这种劳动，

我不自觉地用手摆弄着衣襟，低头不

语。王校长耐心地对我说：“你看这菜

园里的菜，虽说都是蔬菜，却各不相同，

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各有各的特色，

你能说哪些是好的菜，哪些是不好的菜

吗？人也一样，各有优点，只要扬长避

短，尽力而为，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

致，好好做事，好好做人，就算没白活一

辈子。”王校长的话在我迷茫的心里开

了一扇窗。渐渐地，我不再那么自卑，

只管尽心尽力去学习。高中毕业后，我

从事了新闻工作，多亏了王校长的引导

和教育。

对待顽皮的孩子，王校长也有他的

“招数”。一个男生学习不好、脾气不

好，动不动就爱和别人打架，有人给他

起外号，叫他“鬼见愁”“混世魔王”。后

来大家才知道，他的父亲因病早逝，他

总觉得别人都瞧不起自己，总想用拳头

证明自己的强大。多年以后，我在王校

长家偶遇他，他说，没有王校长他这辈

子可能就毁了。

一次，他打了人，王校长“罚”他每

个周末下午去菜园里劳动，他觉得老

师、同学都不喜欢他，自己也考不上大

学，便自作主张退了学。当天傍晚，王

校长就去他家家访，苦口婆心跟他说了

许多，才让他明白：品行端正，有本事、

有责任、有担当，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

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第二天，他便回到

了学校。每个周末的下午他都到菜园

子里，向管菜园子的老园丁请教，学着

为西红柿、辣椒、丝瓜、南瓜等蔬菜打

杈，为可能被风刮倒的蔬菜做支架，为

爬藤类的蔬菜搭架子。为蔬菜施肥、浇

水、锄草，他也由起初的不情愿，慢慢变

成了喜欢。每次走进菜园都会看到各

类蔬菜的成长变化，从破土发芽到慢慢

长大，直至开花结果，每一个阶段都让

他欢喜，他甚至莫名地有了一种成就

感。尤其是当学校财务人员给他结算

工钱时，他既意外又惊喜，第一次有了

被尊重的感觉，他也懂得了只要踏踏实

实做事，就会有成效。他心里升起从未

有过的希望和信心，立志要好好做人，

不辜负王校长。

多年以后，当年那个爱打架的男孩

成了我们当地有名的水果商，每年都收

购大量苹果、葡萄、梨等水果运到省城

批发，自己赚了钱，也帮了果农的忙。

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陶行知说：“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

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

情况给予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

‘因材施教’。”王香元老校长用他的爱和

行动践行了两位教育家的箴言，以真爱

育生命，让我和许多同学受益一生。

我一直没忘记，老师

的红色笔迹鼓励我走过的

那段时光。

我刚上学的那个新

年，老师说：“学校要搞一

个庆祝新年的展览，每个

班级都要写一

点东西。而我

们 班 呢 ，就 把

我们写

得最好

的 字 ，

作为新

年的献

礼。”

这 一 学 期 ，

我们已经认识了

很多字了，也学

了很多课文。老

师就让我们抄写

一页纸，她选择

最优秀的拿去展

览。

自 己 写 的

字，能在全校展览，这对我们来说，是

一种荣耀。同学们都把写那页纸当个

大事来做。我从课本上选了一课，也

在本子上写起来。当时选的哪一课，

我都忘了，只是记得，那时我每一个字

都写得很认真，拿出最大的努力来。

整整一节课的时间，我只写了一页，那

些字都是一笔一画、力透纸背的。我

怀着忐忑的心，把那一页纸交给了老

师。

我和同学们就像等成绩一般，盼

着自己写的字能贴到展览墙上。

不久，学校里便开辟了一块“园

地”。那里有老师们的作品，也有高年

级哥哥姐姐们的绘画、剪纸……

同学们蜂拥着去看，我终于看到

了我写的字，感到很欣慰。再仔细看，

我又看到有几个写得歪歪扭扭的字，

被老师用红笔做了纠正。有个字掉了

偏旁，她给补上；有个字少了笔画，她

就加上一笔；有个字笔画有点歪了，她

就用红笔有力地纠正，让字站住……

看着老师的红色笔迹，我突然感

到一种力量，就像是我走路迷失了方

向，她坚定地带我走了出来。……我

写的字并不好，可老师还是展示出来

了，她那每一笔红色的笔迹，都是对我

的鼓励。

而细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老师用

她的红色笔迹，纠正过我多少次。

每次，我总会在作业本上发现老

师的几道红色笔迹。有几个写错的

字，被老师画了圈，再在一旁改过来；

有的字写的力度不够，横没放平、竖没

写直、撇的力度小、捺得不开放……那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虽然只是简单的

笔画，可老师却用她那坚定的笔迹一

一纠正，让我知道了那些字该怎么写。

老师就是这么一路带领着我，让

我学会了写字，后来没了老师的红色

笔迹，我写的字也端正了，这都依赖于

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长大后，我理解了老师，其实她也

是在教我做人。老师时常跟我说“字

要端正”“横平竖直”，这些不都是做人

的道理吗？而老师在关键处用红色的

笔迹给我纠正，不正是对我的殷殷叮

嘱吗？

感谢我的老师杨新芬，感谢她的

红色笔迹，带领我走过一段人生路。

老师的红色笔迹
■ 王乃飞

40 年前，我家举家搬迁，

我转学到郑州一所中学读初

三。因为性格内向，不擅长与

人交流，我与同学、老师鲜有

深入交往。然而，班主任罗老

师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是我心中特别的存在。

罗老师个子不高，身材瘦

削，说话声音不大，但和蔼可

亲。初三一年，从没有见她疾言厉色呵斥

过任何一个学生，即使是班里那个爱闯祸、

时不时想把天戳个窟窿的同学，她也从不

苛责。

来郑州就读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乡下妞，连县城都极少去过。原本就胆小、

怯懦的我，在衣着亮丽、普通话说得麻溜的

同学们面前更加拘谨。我上课不敢举手发

言，课间、课余不敢跟同学们交流，甚至上

下学都是独来独往。当时，最让我期待的，

是每次考试后老师宣

读成绩的时候，稳居班

级前三名的成绩，这是

我心底唯一的自信。

改变我的，是一件

小事。那时，我的右手

中指因为拔倒刺患上

甲沟炎，化脓情况严

重，到医院做了脓肿切

开引流手术。手术后，

我的手包裹着纱布，疼

痛难忍，不便写作业，

但我不敢当面

跟 老 师 说 ，只

能 用 拇 指 、食

指 轻 夹 着 笔 ，

歪歪扭扭完成

作业。担心挨批评，我在作业本中夹了张

便条，跟老师说明情况。没想到，罗老师

利用班会时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大

表扬了我一番。老师可能也没有想到，当

年她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让自卑的我，莫

名其妙地自信起来。从那以后，我感觉自

己再也不是空气般可有可无的人，而是备

受老师关爱的人。我学习更加积极，写作

业也更加认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

茅。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招填报志愿时发

生的那件事。我填报的是郑州师范学校，

那是当时郑州市区离我家最近的一所中专

学校。填完志愿的家长会后，罗老师特意

留下了当天参会的父亲，向父亲详细说明

了我的学习情况，让父亲回家再跟母亲好

好商议一下，第二天再让母亲来学校一趟，

确定一下中招志愿是否改换的事。听母亲

说，罗老师推心置腹地问了她，是不是因为

家里困难，才让孩子报考中专。罗老师还

说，依据我的成绩，上高中、考大学绝对没

有问题，千万不能因为家庭的一时拮据，而

让孩子留下终生遗憾。如果真的是因为家

庭困难，她可以出面帮我申请贫困生资

助。母亲听了很感动，说家里再困难也会

想尽办法让孩子读高中，报考中专是孩子

的真实意愿。详细了解情况后，罗老师不

再劝解，而是转过头来鼓励我，既然选择了

郑州师范学校，那就坚持自己的梦想。最

终，我以郑州市第7名的成绩考入郑师，这

里面当然少不了罗老师的功劳。

毕业后，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教师，登

上了三尺讲台。在从教30多年的过程中，

我时常鞭策自己，以罗老师为榜样，以爱心

为灯，照亮学生求知的道路，温暖他们每一

步的成长。

世界因您而美世界因您而美

我的高中班主任
在我的人生路上，结识过很多老

师，在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中，让我印

象最深的是高中时的班主任——刘尚

升老师。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炯炯有

神的小眼睛，显得特别精神，这是刘老

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教室，他站

在讲台上向我们介绍自己：“我叫刘尚

升，很高兴与大家相识，今后，我担任

你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希望同学

们多多支持我的工作！”说着他拿起粉

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刘尚升”3个大

字。别看刘老师是教数学的，粉笔字

却写得优美灵动、遒劲有力，让我暗暗

赞叹。

万万没想到这 3 个字居然闹了大

笑话。当晚，结束一天军训后大家又

重返教室，不知道谁胆大包天，竟在刘

老师的名字后面加了个后缀——“下

降”，而刘老师背对着黑板尚未发现。

当他拿起粉笔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时，

全班瞬间进入静音模式，大家面面相

觑，大气都不敢出。那一刻，我的心扑

通扑通跳得厉害，感觉就要从嗓子眼

跳出来了。

当刘老师看到“刘尚升下降”5 个

字时，先愣了一下，而后皱了下眉头，

把举着粉笔的手又慢慢放下，然后转

回了身。我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想

法找出究竟是谁捣的鬼，没想到他却

微笑着说：“这位同学的粉笔字比我写

得好多了，看来我真是‘下降’了，只要

同学们的学习成绩都‘上升’就好！”这

时，全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刘老师

用宽阔的心胸和幽默的言语感染了大

家，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刘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他讲课

情感充沛、语调激昂，讲到重点之处，

常会习惯性地抬起右手，竖起一根食

指，好似在指点江山一般，让你不得不

把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刘老师绘

画功底也很不一般，他手绘立体图像

从不用尺子，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阵

点点画画，很快，一些立体几何图像就

会呈现在大家眼前，栩栩如生，立体感

极强。

“同学们，数学可是一门非常重要

的学科，在科研、军事等领域都有广泛

应用，现在很多大学专业都要学数学，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争取把数学学

好。……”每当在课堂上发现有不认

真 听 讲 的 同

学，刘老师就

会不厌其烦地

和 大 家 摆 事

实、讲道理，直

到那些不认真

听课的同学专

心听讲为止。

刘老师在

学习上要求极

其严格，却又

不 失 古 道 热

肠。高中数学

远 比 初 中 深

奥，有时大家

听不懂，他就

耐心地讲了一

遍又一遍，直

到我们搞懂、

弄通为止。我的数学成

绩本来就不是很好，面

对深奥的高中数学，更

是时常显得吃力。刘老

师对我特别关心，课后

经常辅导我的作业，给

我讲解做题的方法。多

质 疑 、 勤 思 考 、 好 动

手 、 重 归 纳 、 注 意 应

用，这是刘老师教给我

们的学习数学的基本方

法 。 在 刘 老 师 的 辅 导

下，我的数学成绩突飞

猛进。

高中3年，是学习最紧张、最关

键的阶段，那些日子刘老师一直陪

伴着我们，他用渊博的学识、精湛的

教艺、博大的情怀和无私的奉献，成

就了我们读大学的梦想。时至今

日，我高中毕业已经许多年了，但刘

老师带领我们为梦想拼搏、奋斗的

那些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

王
玫

“点燃”过我生命
的两位老师

■ 熊荟蓉

■ 许海利

那一年
有幸遇到罗老师

■ 高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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