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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课堂：
一个在学校，一个在乡村

2020年10月，刘德军作为高层次人才

被雅安市引进雅安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

名高职教师。

从成都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后，刘德

军先后在药店、农业公司、制药企业工作。

身为“执业中药师”的他，熟悉中药材GA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规划、建

设和认证工作，以及中成药的临床运用及

药店质量管理等。

得益于在企业一线的锻炼，刘德军的

课堂更注重实用。在讲授“中成药学”这门

课时，他不局限于教材，而是结合自身工作

经历，教学生“如何更加精准地抓主症”“如

何推荐中成药”“规范填写中药材 GAP 表

格”等内容。

离开市场，走入讲堂。刘德军戏称自己

有两个课堂：一个在学校，一个在乡村。“乡

村”课堂扎根泥土，他是学生眼中的“山大

王”。一有闲暇，他便开车带着学生上山下

乡，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教他们识别野生药

用植物。他还经常推荐并指导学生到成都

逛当地中药材市场。“中药生于泥土、在市

场销售，要学好这门专业就要沉下去、走出

去。”他说。

如今，刘德军是第三批四川省教科文

卫体系统劳模（职工技能人才）创新工作

室、雅安市无党派人士刘德军工作室和雅

药工作室领办人，第三批四川省职业院校

“双师型”中药学名师工作室和雅安道地特

色资源食品药品开发研究团队核心成员。

借助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雅药工作

室、乡村振兴科研项目等载体，刘德军组织

学生参与技术帮扶和田间试验研究工作。

“希望教材、教案里面没有的‘课外知

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用得着。”刘德

军说。

“这是当老师才有的体会”

“学生综合素质可以得到更加精准的

打磨和检验。”作为学生成长的领航员，刘

德军特别明白实战技能和经验对学生的重

要性。在参与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的过

程中，刘德军发现自己在企业练就的中药

鉴定“绝活”大有可为，于是，他在以赛促教

中大展身手。

4 年时间里，他参与指导学生获得全

国大赛奖项 1 项，全国医药行业赛奖项 3

项，省赛奖项 12 项，创新创业比赛银奖 1

项、铜奖3项。

“学生遇到问题，我时常会想，如果是

当年的我，会怎么面对？”作为学生身边的

好伙伴，刘德军乐意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志

向，学生们喊他“老刘”“军哥”“草药哥”，他

都笑着答应。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备着一个

装满中成药的小药箱，用于帮助学生解决

伤风、感冒等问题。

“您如父亲一般为我们做饭、带我们去

玩、送我们回学校……很幸运能在雅职院

遇见您！”2021年父亲节时，刘德军被学生

“骗去”参加某同学生日会，结果学生们给

了他一个惊喜：一段长达8分多钟的视频，

记录了他辅导学生参加四川省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点点滴滴，视

频最后部分，学生们把想说的话打在了屏

幕上。

“这是当老师才有的体会。”刘德军感

动得不得了。想学生所想，为学生的进步开

心。这些年来，不少学生在刘德军的鼓励下

继续求学、突破自我、实现目标，“学生每一

次进步，都是我最好的成果。”刘德军说。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头戴草帽，鞋上粘着泥土，脸庞晒得通

红……在乡下工作时，刘德军更像个普通

的农民。但谈起他，芦山县双石村、围塔村

的村民们好评连连，“村里发展全靠他。”

“一点架子也没有。”“天天蹲在地里。”“和

兄弟朋友一样。”……

山、中药、农田——这是刘德军教学工

作之余的大部分内容。

“扎根祖国大地，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雅职人在行

动！雅药工作室在行动！”刘德军很庆幸自

己能回馈社会。他也希望自己在未来能更

好地发挥所长，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资源精

准对接，为学校发展、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近年来，刘德军将天麻种植引进芦山

县围塔村，培训村民种植技巧。如今，围塔

村的天麻种植产业形成了“农村劳力+职

教智力”的强力组合。

“明年，当地天麻种植面积要拓展到

10亩左右，预计产值要比现在翻几番。”作

为雅药规范化生产关键技术工作室领办

人，刘德军带领团队为四川乡村振兴贡献

着职教力量。在天全县，他的工作室目前已

指导当地人种植中药材 500 余亩，面向农

民、农技人员等开展各项技术技能培训

500 余人次，助力新型农民与基层技术骨

干的培养，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

光阴荏苒，倏忽间，我在恩阳的乡镇学

校任教已近20年了。多年守望乡村教育一

线，总有一些经历让人刻骨铭心，总有一些

“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其中包含着简单、朴

素却直抵人心的教育之爱。

爱是人人都有舞台

当太阳光被水滴折射时，光就有了多

姿多彩的形状；当师者给予学生尊重与关

爱时，生命就焕发出斑斓的色彩。

在人生长河中，一年级如同一叶初航

的小舟，满载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憧憬。

20年来，每逢当一年级班主任，我都会带

领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尝试自主管理，开

展班干部竞选活动。每个人围绕以下3点

开展竞选演说：你准备竞选哪个岗位？你的

优势是什么？你准备怎么做？

去年秋天，我又带一年级了.班上有52

名孩子，用了两天4节课，一一走上讲台展

示。他们语言虽然稚嫩，优势也不一定鲜明，

思路甚至有一些新奇，但这舞台就是为孩子

们准备的！通过竞选，21名孩子成为管理班

级的小能手，剩下的31名孩子也每人获得

一个量身定制的服务岗位，“人人为班级、班

级为人人”的格局就出来了。重要的是，52

名孩子都有头衔、有职责，都能参与管理，都

可获得锻炼成长的体验。这何尝不是受到重

视、获得尊重、享受被爱的感觉？

爱是悄悄的惊喜

马卡连柯曾说道：“爱是教育的基础，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师之爱，不仅是三尺

讲台上的勤奋耕耘，也是大树般的默默守

望，还可以是隔三岔五的“小确幸”。小学阶

段，尤其是小学低段，更需要老师精心制造

的小惊喜。

“高志文同学已经积累了32个‘小印

章’，可以兑换一张‘心愿卡’了，大家用掌

声向他表达祝贺和敬意，再用‘手赞’朝向

胸口提醒自己迎头赶上！”“小印章”可以

通过背诵流利、书写漂亮获得，也可以通

过发言积极、坐姿端正或书桌整洁、课本

干净获得，还可以通过助人为乐、文明礼

貌获得……这样的“心愿卡”，我已使用多

年，它记录的是孩子们努力的姿态、攀登的

脚印，培养的是细致的习惯、拼搏的精神。

孩子们小学阶段的第一个六一儿童

节，总需要一点别致与趣味。今年“六一”，

我早早就在思考，为孩子们准备一份什么

样的“特殊礼物”？怎样让孩子们惊喜地过

“六一”？我耗费一个月时间为每个孩子都

制作了一个礼物袋，里面装着一盒牛奶、一

个充满童真的头饰、一只印上姓名和生日

的彩色气球、一叠记录成长的“小印章”和

“心愿卡”、一张手写的卡片……当这份“特

殊礼物”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长长的

惊呼、张大的嘴巴、灿烂的笑脸，毫无保留

地告诉我：他们很喜欢！他们很幸福！

爱是暖暖的呵护

波斯古语云：“温暖的手能用头发牵着

大象走。”是的，教育，就是和风细雨般的滋

养，就是冬日暖阳般的呵护，一个眼神、一

个微笑、一句话语，都能给学生以温暖、以

慰藉、以鼓励，都能向学生传达爱。

每个班里总有一些“特殊”的个体，一

些是留守儿童，一些是单亲家庭孩子，家庭

教育的欠缺总会投射到孩子们身上。班上

的小欣（化名）有点“高冷”，不苟言笑、不交

朋友，特别是她那时时垂着的小脑袋，总是

让我揪心不已。直觉告诉我，这个孩子“不

一般”。经过一周的家访，我与她父亲长谈，

与她的幼儿园老师细聊，总算理出了一些

头绪。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体弱多病、学前

教育时间不足……这些问题集于小欣一

身。让我来做她的“妈妈”吧！从那以后，我

每天陪着她回家，边走边给她讲故事，分享

同学们之间的趣事；每天为她梳头，给她编

花样百出的辫子；每天安排2名同学与她

一起玩耍、做游戏；每天课后服务时，多为

她辅导一段时间；班上有活动，我都鼓励她

参加……

两个月后，童真的笑容回到了小欣的

脸上，她身边多了许多朋友。一次秋游活动

中，她主动讲了一个故事，而且讲得绘声绘

色。那一刻，我把她拥在怀里，像是看着自

家孩子学会走路那样为她高兴！

此刻，窗外云开雾霁，生机勃发。“爱”

的守望，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包裹并滋润着

每一株乡村“幼苗”，向阳生长!

昨日午后，我在办公室里写班主任

手册，当写到日期一栏时，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成为教师已有一年时间了。回想这

一年中的收获，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学会

了赞美学生。

刚入校时，一位朋友告诉我：“现在

的大学生‘皮’得很，你本来就年轻，如果

再不严肃起来，他们就更不会怕你了！”

于是，开学伊始，我刻意在学生面前树立

一个严肃、认真的形象。

起初，这样的方法十分奏效，当办公

室里的新班主任们聚在一起抱怨自己班

的学生旷课频繁时，我还在暗自欣喜。但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班里的学生也会偷

偷旷课，只不过碍于我的严厉，不敢太过

于明目张胆。更令人气愤的是，面对我的

批评，经常旷课的几位同学总是口服心

不服，往往“安生”一阵之后还是继续旷

课。对此，我这位“严师”束手无策。

有一天下午，和我同一办公室的一

位老教师处理了一起学生打架事件。面

对怒目圆睁、气冲牛斗的两个学生，这位

老教师先是严厉批评了他们的打架行

为，当学生心情跌落到万丈深渊时，这位

老教师转而鼓励起了他们：“据我了解，

你们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很积极，也经常

获得奖项，可见综合素质还是不错的。因

此，你们得为班里的同学们树立榜样，怎

么能为了一点小事而大打出手呢？”两个

学生听了这一席话，心情显然平复了不

少。经过老教师的一番劝解，二人最终握

手言和。

等学生离开后，老教师对我说：“这

两个学生刚开学时就经常逃课，但是热

衷于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于是，我便开始

有意地发掘他们的闪光点，在各种场合

表扬、鼓励他们，他们很受用，现在已经

有很大的进步了！”我皱了皱眉，质疑道：

“他们都这么大了，竟然还吃这一套？”老

教师笑着扶了下眼镜。

第二天，我翻看了班上那几位经常

旷课的学生的档案，惊喜地发现他们在

高中时竟都曾是优秀生。随后，我迫不

及待地把他们叫到了办公室。见到他

们，我一改往日的严肃，笑着说道：“我

刚才查阅了你们高中时的学籍档案，发

现你们过去的成绩都挺优异。”许是太

长时间没有听过夸奖了，几个男生的嘴

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扬。紧接着，我站

起身来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道：

“你们刚刚大一，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

大学生活，过去逃课的事咱们就不提

了。”几个学生低着头，互相看了看对

方。随后，我又说道：“你们有着良好的

学习基础，希望从今天起，你们可以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好好上课。另外，到期

末时，我会单独查看你们每个人的成

绩。”几人表情复杂地点了点头。

一周过后，我从班长口中得知：这几

个男生的逃课次数明显减少了。这让我

欣喜不已。这周的班会上，我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表扬了这几位男生：“咱们班几位

同学上周表现非常好，学习积极性明显

提高，任课老师也对他们进行了表扬。”

几位男生先是有点害羞地挠了挠头，转

而露出了花一般好看的笑容。

在之后的时间里，我时常主动去发

掘这几位学生的“闪光点”。只要逮到机

会，我便有意无意地夸奖他们：字写得漂

亮、唱歌好听、吉他弹得好、人缘好……

与此同时，他们的学习状态也以肉眼可

见的速度变得愈来愈好了。时至今日，他

们已经完全不再逃课。这是我成为教师

以来，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赞美”的强大

魔力。

对于这件事，我思考过深层原因。一

开始，学生不逃课的出发点可能只是为

了获得我的认可和夸奖，后来，因为我的

不断夸奖，他们在全班同学面前树立起

了爱学习的好形象，为了维持这样的良

好形象，他们或许曾“强迫”自己好好学

习。但是时间久了，“被迫”学习就不知不

觉转变成了主动学习。整件事中，师生双

方的有效互动形成了一个良好循环，不

断助推学生成长、进步。

有人说，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

点燃一把火。那么，赞美就是点燃这把火

的最佳“燃料”。作为教师，我们要具备一

双善于赏识的慧眼，无论学生多大，都要

用爱心和智慧滋润每一位学生的心田，

让赞美之花常开唇边，为学生的成长之

路点燃希望、带去光明。

■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中心小学 周丽

在乡村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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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条名为《“草药哥”寻宝记》的乡

村振兴题材视频，带“火”了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刘德军。视频讲述了刘德军充分发挥专业

技术优势，帮助回乡创业学生和当地农民种植

天麻、振兴乡村经济的故事。

“不管是教学生，还是指导农民，能够把专

业知识分享给他们，用自身所长造福他人，这事

儿挺有意义的。”参加工作16年，刘德军的前12

年都在企业，近4年来，他从市场转入讲堂。从

教以来，刘德军经常带学生下田间、上高山识别

中药材，悉心指导当地农户种植天麻、黄精、石

菖蒲等药材，发展中药材产业。久而久之，师生

和村民就送给他一个称号——“草药哥”。

“草药哥”刘德军：

“这事儿挺有意义的”
■ 王侃 梁玉雨 本报记者 陈朝和（图片由学校提供）

刘德军（右）指导乡村振兴对口帮扶村的黄
精田间管理。

刘德军（左一）在以赛促教中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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