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完新年，要回到乡村小学去见

学生，心情既喜悦又忐忑。我对同为教

师的一位朋友说：“这几天，我最关心

的问题只有一个——我的那几个学生

会不会继续留下来，在班级里读完五

年级。”

开学这天，我早早起床，骑上摩托

车赶往学校。校园里没有我想象的热

闹，甚至有些冷清。我放下携带的生活

用品，直奔二楼教室。孩子们坐得端

正，地面刚刚打扫过，黑板也擦得干干

净净。师生间的目光一交接，彼此都松

了一口气似的。孩子们害怕老师走，因

为乡村小学往往留不住年轻教师。上

学期，我来这所小学任教一个多月时，

外班的一个男生悄悄地问我：“孙老

师，明年你会走吗？”在大课间时，我带

不同班级的学生一起跳绳，还送给这

个男生一根跳绳，他大概对我有好感。

我不由一愣，然后认真地回答这个男

生：“我不会走，我要在这里干到退休。

两年后，我就能教你了。”此刻，我看着

自己班级孩子的眼睛，默默想起那个

男生充满期待，又带着疑虑的眼睛。

教室里有两个座位空着，一前一

后，增加了空落落的感觉。我绕到孩子

们的身后，看了看时间，距离上课还有

20分钟左右。我又走到讲台上，问孩子

们在哪里过年，外出务工的爸爸妈妈

是否都回到他们身边，带他们玩了什

么，又去了哪些有趣的、有意义的地

方？就这样一边聊、一边等，班级微信

群忽然来了一条新消息，一位妈妈说：

“老师，周XX这个学期去镇里上学了。”

我提着的心抖了一下，暗暗担忧的事

情来得猝不及防。我无心再说话，到镇

上读书条件当然会好许多，孩子和家

长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不是班主任，对一些情况不太

清楚，怀着紧张不安的情绪，在教室里

转了几圈后，便直奔楼下去找一位同

事。班级里仍有一位没有按时到校的

同学，这位同事是他的姑姑。我对同事

说：“给你侄儿家打电话问问，他为什

么还没有到校。”同事给这个孩子的爷

爷拨通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手机转到

我的手里，没想到听到的第一句话就

是：“孙老师，对不起，孙XX到镇小读书

了，我刚送他报了到。”我说了许多劝

慰老人的话，当挂掉电话时，心里却开

始难过，刚才的笑容好像花儿只开放

了片刻，花瓣又一片片掉落在地。

这个孩子每天上学放学由爷爷接

送，刚才老人讲，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实在坚持不住，这学期只好把孙子送

到镇上，让他寄宿。这两个转学的孩子

是好友，上学期家访时，几次见到他们

晚上在一块儿做家庭作业，前一个学

习好，后一个因为长期沉迷手机游戏

而学习困难，正需要同龄人和师长的

帮助。我和家长一起想办法，这个孩子

的注意力已逐步得到恢复。现在他去

了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会继续帮助

他吧？适应新环境需要一段时间，好在

他和伙伴转进了同一所学校，甚至可

能会分在同一个班级，这个孩子在感

到新奇的同时也会觉得踏实放松吧。

想到这里，我宽慰不少，拿出一些新期

刊带进班级，跟同学们分享其中的故

事和插图，迎接新课本、新知识的到

来。

中午放学，同学们安安静静地排

着队伍走进餐厅，我方才想起自己慌

张得忘了吃早餐。下午，老师和同学都

拿到崭新的课本，我提前备好课，这学

期留下来的孩子们悄悄地搬走了那两

张空着的课桌及坐凳，放在教室最后

面。我走向讲台，默默地用眼睛跟每一

位同学问好，说了祝愿和期待，然后领

着他们写生字词、读《古诗三首》。一切

都像以前那样，可是我讲着讲着竟然

走了神，忍不住问学生，外班那个问我

“明年会走”的男孩去哪儿了，我怎么

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一个同学回答，那

个男孩也到镇上学校读书了。

下课后，我在宿舍内沉吟了许久，

一直在想：在这样一所小小的乡村学

校，怎样才能给越来越少的学生、给留

守儿童更好的教育？在迷茫和伤感中，

我想起校长的一句话：“哪怕学校只剩

下最后一个学生，我们也要尽职尽责、

坚持到底。”我很快恢复了信心和勇

气，拨通那位同为教师的朋友的电话，

问他所在的乡村小学走人了没有。朋

友回答，他们学校也走了好几个学生，

有的还转进了县城小学，因为他们学

校距离县城比较近，每学期都有学生

转学，别说乡村小学，连乡镇学校人数

也在逐年缩减。

我问朋友：“你担心乡村学校消失

吗？”

朋友想了想，回答：“孙老师，我们

不用担心，即使这所学校关门了，我们

也可以到其他学校任教，孩子们永远

在教室里等候着我们。”

是的，我们不用担心。

所以，孩子们，我们不说“再见”，

我们总会在同一个地方再见。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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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流”——
点燃信息化教学的实践热情

2010 年，彭龙考入绵阳师范学院。在大

学里，他旁听了不少计算机课程，同学们都

笑称他是“技术流”。

毕业后，彭龙回到家乡古蔺县皇华中学

任教。当时，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浪潮已经开

始席卷全国教育界，互联网技术“连接一切、

跨界融合”的特点改变着传统的教育生态。

而皇华中学有29个班级，却只有几台多媒体

电子设备，绝大部分老师上课不会使用多媒

体课件。

初为人师的彭龙，虽然是一名数学老

师，但他立志发挥自己对计算机的热爱，把

先进的技术植入教学工作中。

2015年，泸州市举办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赛课活动，同事都知道彭龙是“技术流”，便

推荐他参加。面对重重困难，他利用国庆假

期“闭关修炼”，不断地设计课件和修改课

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彭龙在县级比赛中脱

颖而出，又代表古蔺县参加市级赛课，斩获

一等奖。

同年，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了四川省民族

地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竞赛活动，经过层层

选拔，彭龙最终代表泸州市参加赛事，执教

的《同底数幂的乘法》获省级一等奖。

彭龙获奖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学校，年长

的教师也有了改变教学模式的兴趣，越来越

多的老师投入信息化教学实践。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

火。”在彭龙的带动和指导下，皇华中学的老

师们热情高涨，积极参加各类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赛课活动，多人次获市县级奖励。

“开发师”——
打造智能化学校管理模式

担任皇华中学中层干部后，彭龙发现学

校的传统管理模式存在低效率的弊病，他决

心用信息技术加以改变。

通过彭龙的不断探索，皇华中学于2017

年正式在“钉钉”上建立起了内部沟通管理的

基本组织架构，相应的管理群逐一建立。

为规范学校管理，彭龙在信息平台上搭

建了皇华中学第一个信息化管理应用——

自习考勤，值周教师到教室巡课时，在平台

上核对提交考勤数据，上课教师就会收到自

习考勤登记通知，后台自动统计，教师可以

实时查询。如此一来，自习考勤可以一目了

然。

解决了老师的麻烦，彭龙又把关注点放

到学生身上。

当时，皇华中学学生请假还是使用纸质

请假条，经常会出现张三请假李四出门、学

生冒充签字等问题，校园安全存在隐患。彭

龙尝试在相关平台上搭建应用，开辟了请假

新模式——科任教师在平台上即可给学生

批假，班主任核对平台信息后，请假信息便

自动推送到门卫，门卫核对后放行，学生出

校门后，请假信息自动推送给家长和宿管。

全校数据联动为安全管理带来极大的便捷。

“近年来，彭老师利用晚上、周末、寒暑

假等课余时间，进行低代码软件开发，总共

开发了40多个应用软件，涵盖了学校教研活

动、培训报销、后勤管理、绩效考核等应用系

统，这些资源很实用、很方便，也很经济，切

实解决了学校管理老大难问题，有效提高了

工作效益，学校也被授予‘智能移动办公单

位’‘钉钉AI数字教育标杆校’等称号。”皇华

中学校长廖正波高兴地说。

构建教育新生态，推广管理新模式。近

年来，皇华中学全力实施智能化管理、智能

化教学、智能化研修三大行动，运用低代码

技术，构建了“小切口、小研发、小程序、全覆

盖”的“三小一全”智能化管理建设和运用模

式，降本效果增效明显。其经验在县内外推

广交流，吸引了不少学校前来观摩学习。

“热心人”——
让更多的农村学校体验科技的便利

2019年，彭龙上挂到古蔺县教育和体育

局学习，负责全县办公平台推广工作。在此

期间，他构建了古蔺县教育系统在线组织，

在全县推广基础的在线化办公技巧。

2020年疫情期间，彭龙第一时间为全县

教师编写了网课操作教程，全县7000多名教

师迅速上手，14 万学生的课程进度得到保

障。同时，他还为县教育和体育局开发了学

校领导班子民主测评软件，使全县7000多名

教师在10分钟内通过信息平台完成测评任

务，极大降低了管理成本。

在推广应用期间，彭龙经常接到同事的

“热线电话”，咨询应用技术操作等问题，他

总是耐心细致地指导。他常说：“偏远乡村学

校也是可以搞信息化的，希望有更多的人，

投入乡村教育信息化技术建设中来。”

从教10年来，彭龙用热爱和钻研敲开一

扇扇技术难题之门。他说：“科技是冰冷的，

人是灵活的，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小小功能的

研发和运用，让更多的农村学校体验到科技

带来的便利，让广大师生真正感受到‘有温

度的教育’。”

在他的积极影响和带动下，老师们争相

学习编程，一批批年轻教师脱颖而出，共同打

通了培训、数据、应用节点，夯实网络、平台、

课堂支撑，形成勤研、乐用、善治格局，展示了

信息技术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只要肯学，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彭

龙用实际行动让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变成

了数字化校园。在信息化的浪潮中，他作为

万千基层教师的代表，正引领着乡村教育驶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用科技点亮乡村孩子的

明天。

我的书房抽屉里，一直珍藏

着一张已微微泛黄的“新年贺

卡”。

那年我带四年级，为了让孩

子们在紧张学习之余，能感受到

新年的喜悦与温暖，我决定在班

级里举行一场新春联谊会。每个

孩子可以带上自己喜爱的零食或

者小礼物，与大家一起分享节日

的快乐。

联谊会那天，孩子们脸上洋

溢着笑容，个个兴高采烈，把教室

布置得花枝招展，特别有新年的

气息。桌子上堆满了自己带来的

各种零食，有甜甜的糖果、香香的

面包等，甚至还有家长亲手烧的

糖醋排骨。我的讲桌上同样也琳

琅满目，除了小零食，还有不少精

美的贺卡，有的一打开还带着悦

耳的音乐。

我每拿起一样东西，就会有

孩子嚷嚷：“老师，那是我带来的，

那是我的……”他们的声音里充

满了兴奋和自豪。突然，一张用

白纸折起来的小卡片引起了我的

注意。它并不起眼，静静地躺在

一堆五颜六色的精美贺卡里。我

轻轻拿起来一看，封面用红色彩

笔画了一个爱心，用美术字体写

上了“新年快乐”几个大字，下面

又写了一行“Happy New Year”英

文小字。打开来，卡片一面画了

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女孩，旁边

画了一些五彩的气球和烟花，另

一面写了一句话和祝福语：“老师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长大后也

像您一样成为一名老师。祝您新

年快乐！”刚想问这是谁的，发现

最下方还写着一行很小很小的

字：“我的新年愿望：能和爸爸妈

妈在一起，永远不分开。”这时，调

皮的冬冬指向窗边角落一个位

置，说：“老师，这是玲玲的，我看

到她放的。”说完，冬冬捂着嘴偷

笑起来，其他孩子突然也跟着起

哄，笑声和言语里透露着嘲笑，如

同一阵寒风，瞬间吹散了教室里

原本的温馨氛围。

我顺着孩子们的手指看去，

只见靠窗边那个又瘦又小、穿着

朴素的玲玲红着脸、低着头，双手

捏着书页，显得局促不安。我知

道，玲玲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生

活，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她由奶

奶照顾着。奶奶平时靠捡垃圾为

生，玲玲平时几乎没有什么零花

钱，更别说像其他孩子一样买贺

卡和零食了。她只能自己用白纸

画一幅画，做成了一张简单、充满

心意又带着心愿的贺卡送给我。

那一刻，我的心被揪了一下。

我当着全班孩子的面，高高举起那

张用白纸折成的贺卡，告诉大家：

“这是一张最用心、最有价值、最有

爱心的贺卡！它虽然简单，却是玲

玲自己花了时间和心思亲手制作

的。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礼物并

不在于贵重与否，而在于它所承载

的真诚情谊。你们说，我们要不要

为玲玲鼓掌呢？”

我的话音刚落，孩子们便开

始纷纷鼓掌，并抢着把自己带来

的零食分给玲玲吃。玲玲抬起头

用羞涩又不安的眼神看了我一

眼。那时，我看到她露出了腼腆

的微笑，也看到了孩子们之间那

份纯真与善良。

那次之后，玲玲慢慢变得自

信，也变得开朗了，其他同学也主

动与她做朋友。她学习上刻苦认

真，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如今，

她已踏上工作岗位，果然如她儿

时所愿，成了一名优秀教师。但

每到新年，她都会发来真挚的祝

福和问候。

而我，也一直珍藏着这张特

殊的贺卡，它时刻也在提醒着我：

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要保持一

颗做教育的初心——“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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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闪亮的名字·四川省2024年‘最美基层高校毕

业生’”名单发布。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10名基层高校毕业生受到

表彰，古蔺县皇华初级中学校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主任彭龙榜上

有名。

从教10年来，彭龙努力探索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无限可

能，研究开发了实用性强的40多款学校教学和管理应用软件，用

自己的热情与行动，传递科技助力教育的力量。他先后被评为古蔺

县领航教师、古蔺县道德模范、泸州市优秀教师，入选教育部乡村

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 李瑞雪 徐显强 （图片由学校提供）

■ 郭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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