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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村教师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乡镇交通条件也大为改善。因为地处川渝

交界地带，双龙街初中的很多老师陆续在重庆

大足城区、安岳县城买了房，每到周末和寒暑

假，学校就会变得冷清。李良、周向春夫妇也在

大足买了一套房子，但他们的上班时间、甚至

周末的一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里。暑假里，夫

妻俩还会抽时间回学校为花草浇水。

对校园花草都关爱有加的夫妇俩，对学生

的关心更是细致入微。学生赵雪和彭凤琴曾因

身体原因需要特殊饮食，周向春主动为她们做

了一个月的低盐、低油、高蛋白的营养餐。这两

位学生也非常争气，成绩优异，赵雪本科毕业

后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彭凤琴毕业后选择回到

安岳，也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

除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开销，夫妻俩将每月

的额外花费控制在千元以内，然而在资助学生

方面，他们却总是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在农村

学校，难免会有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

生。他们曾遇到过一位因家庭困难险些辍学的

学生，夫妻俩不仅悄悄为其支付了900多元生

活费，还积极争取各类补助，多次劝说这位学

生的家长要支持孩子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

该生顺利读到初中毕业，还考上了当地一所不

错的高中。

在以校为家、视生为子的同时，李良和周

向春也没有忽视对儿子李曦月的教育。

李曦月在双龙街乡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农

村学校师资不稳定的问题摆在夫妻俩面前。看

到有的同事为了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纷纷

选择调离，李良和周向春也曾动过心。“经过一

番纠结，我们最终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生

的留守。”李良说。

为何最终没有让孩子转学？一方面，李良、

周向春夫妇还是信任双龙街初中的教育教学

质量；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秉持一个理念，即对

于孩子，“首先抓身体健康，其次是道德品质，

排在第三位才是学习成绩。”

夫妻俩谦虚地表示：“在健康为先的家庭

教育理念下，李曦月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大学

都只是相对突出。”相较于学习，李曦月在体育

方面的表现更为亮眼。无论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读本科，还是在重庆大学硕博连读，他

都是学校里的健身达人、学院篮球队主力。

李良和周向春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孩子的全面发展。

“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学生模仿的对象，工作的

认真态度会影响学生。而在家庭中，我们同样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勤奋、友善等品质会潜

移默化地感染孩子。”他们补充说，情感支持也

必不可少，在学校，他们关注学生情绪，及时给

予鼓励与安慰；在家里，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倾

听孩子心声，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可以

勇敢地面对困难。

2024年，李曦月获得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资

格（中国加拿大共同培养项目），前往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了

从双龙街乡走出的第二个公派出国留学生。

双龙街乡位于川渝交界的浅山丘陵地带，

这里的人们往往选择的是去四川或重庆的县

城发展，但看着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给李

曦月发来的贺信，碰到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安岳

扎根农村教育的彭凤琴，李良、周向春没有后

悔一直以来留在双龙街乡的选择。

他们觉得，乡村天地同样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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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贴梗海棠的映衬下，教师宿舍楼巍然矗立，其中一套居所，便是李良与周向春夫妇温馨的家。

扎根双龙街乡的30多年里，在李良和周向春的心里，这里的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而学校就是家。李良教化学，周向春教语文兼任班主任，他们相

互支持、共同进步，所带班级的成绩在学校乃至安岳县始终名列前茅。花落花开，青丝渐白，虽然他们一直守在这方小小的农村校园里，但他们培育的

“桃李”已经开遍了天涯。

他的追求——
“当老师，就要当名师”

李良读初中时，班主任是一位年仅

18 岁的老师，他的家距离学校约 40 公

里，每次来学校要走很长一段山路，但李

良的班主任并没有半点怨言。李良清晰

地记得，班主任上课很有激情，知识似乎

永远都讲不完。“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暗暗发誓，长大后要当一名像他一样

的老师。”李良说。

在这位班主任的影响下，李良考取

原安岳师范学校，在校扎实学习专业课

程。1992 年，李良以优异的成绩从师范

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现在的安岳县双

龙街初级中学任教。

那时的双龙街乡初中交通不便、教

学设施简陋，一些教师到学校后，就想方

设法调离。李良却很快就适应了艰苦的

环境，看到淳朴的乡民、纯真的学生，他

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日益深厚。他曾接受

组织安排，调往两板桥镇初级中学、双龙

街小学，最终又回到了双龙街初中，任教

初中化学。

在李良心里，化学是“美”的。“一方

面，是物质的色彩美、形态美等化学自身

之美；另一方面，化学可以突破时空的限

制，利用图片、视频的形式让学生去感受

大自然的美，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领略祖国山河的壮丽和资源的丰富。”李

良补充道，化学还具有“人格之美”。人类

历史上，许多化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

过程中，显示出智慧的光芒、坚毅的品格

和对真理的执著，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

格魅力能够感染学生。“作为化学教师，

首先自身要感受到化学之美，其次在教

学过程中要把这些美传递给学生。”他

说。

“当老师，就要当名师。”虽然身处农

村，但在专业发展方面，李良从未固守一

隅、止步不前。他坚持“科研引路，教改助

教”的理念，积极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参

加了多项课题研究，有在研省级课题 1

项，结题省级课题3项，并被评为正高级

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李良被教

育厅遴选为四川省第一批名师名校长工

作室领衔人。通过“四川省李良名师工作

室”的平台，他积极带领并指导不同市

（州）的60名成员、学员开展集中研修、

送教下乡、学术沙龙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带动了很多初中化学教师的专业成长。

青年教师小唐是李良名师工作室的

学员，在安岳一所农村初中任教，他曾在

教学方法上遇到瓶颈，课堂枯燥，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李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主动走进小唐的课堂听课。课后，李良为

他详细剖析问题，针对师生关系、教师亲

和力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自我

提升等方面，一一给出改进建议。在李良

的带动下，小唐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课堂

氛围逐渐改善，还经常在各级教学比赛

中获奖。

“为家乡教育做一点事，是我应尽的

责任。”怀着这样的追求，李良先后获得

了“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最美乡村

教师”“资阳市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更

赢得了学生家长、当地百姓的信任。

她的口碑——
“你的学生特别像你”

同李良一样，周向春也是地地道道

的双龙街人。1990年，周向春来到安岳

县双龙街初级中学任教语文。

刚参加工作时，周向春年仅 17 岁，

当时班上有两个学生比她还大一岁。作

为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周向春和那一届

学生打成了一片，耳濡目染地引导他们

养成勤奋、向上的品质。中考时，这届学

生成绩平平，激起了周向春心中的上进

心。她激励自己道：“我是双龙街人，我有

责任帮助双龙街的孩子们用知识改变命

运，去到更大的世界。”于是，周向春一点

一滴积累教学经验，虚心向前辈请教，提

升教学水平，并通过自考取得了本科学

历。

2002 年，周向春生了一场病，医生

建议她住院治疗。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

周向春选择周末去县医院拿药，半年后

的暑假再开刀做手术。新学期开学后，她

在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就走上讲

台，没有耽误学生的一节课。

凭借这样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周向

春的教学质量逐渐提升。结合农村学生

的学情，周向春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语文

教学方法——“由厚到薄”。“厚”是引导

学生对课文的写作背景、写作手法、中心

思想等进行全方位地认识、理解。例如，

在讲解《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篇课文之

前，周向春会让学生了解林徽因、梁思成

的主要经历，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诗中蕴

含的爱意、温暖和对新生事物的希望。

“而‘薄’是指在每一篇课文里重点选择

一些知识点，让学生理解掌握，内化为自

己的东西，培养学生主动思考、自主学习

的能力。”她解释说。

周向春曾担任学校初中语文教研组

组长，她毫无保留地把教学方法、教学资

源向同事分享。她还积极参与各级赛课、

教研活动，并鼓励身边同事参加。在她的

带动下，学校的年轻教师迅速成长起来，

促进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随着经验、阅历的增长，周向春的班

主任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她宽严相济，既

要求学生不触碰“红线”，又给足他们自

由发展的空间；每带一个班级，她都会培

养一批优秀的“小帮手”协助各科老师。

最让周向春难忘的是 2022 届的一

个班，起初，班上有几位学生行为习惯较

差且不服老师管教。有一次，轮到这个班

级打扫男生寝室厕所，而厕所已经堵了

两天了，这几位学生主动打扫并疏通了

厕所。周向春特意在班上表扬了这几位

学生，还和他们约定：“老师要写一篇《变

形记》来记录你们的改变过程，需要你们

不断提供‘素材’。”在周向春的引导、关

爱下，这几位学生渐渐走出成长误区，其

中的3位学生考进了职业高中并就读升

学班。有同事评价：“你的学生特别像你，

吃苦耐劳、坚韧顽强。”

从青春少女成长为学校最资深的班

主任，到“四川省骨干教师”“资阳市优秀

班主任”“资阳市优秀教师”，再到如今临

退休，周向春的工作热情从未减退。毕业

多年的学生笑着对她说：“周老师，您还

得教教我们的孙子。”

1992年，李良被分配到学校时，与周向春

同教一个班。日常工作中，两人共同管理班级，

都有相同的上进心和责任心，经常互相分享教

学中的趣事，一起为学生答疑解惑，默契度与

日俱增，爱意悄然滋长。1996年，两人举行了简

单的婚礼，把工作、生活都和学校牢牢绑在了

一起，开启了携手共进、拼搏进取的人生篇章。

李良和周向春都认为，夫妻和睦、相互支

持是一个家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事业成长

的重要支撑。周向春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升到初

三时，都会由李良担任化学学科教学工作。周

向春教语文，关注学生的阅读理解、表达能力；

李良教化学，侧重实验探究、物质的性质以及

变化规律。这对不同学科的夫妻搭档不仅相互

理解、支持与协作，更在教学和德育等领域催

生出独特的“化学反应”。

“当他在工作中遇到瓶颈时，我会提出新

颖的见解，为他拨开迷雾；而当我因为学生的

调皮、家长的误解而受到困扰、感到委屈时，他

也会给予我贴心的建议与安慰。”谈起与李良

的日常相处，周向春的脸上不禁洋溢出幸福的

笑容。

“在长期相处中，我们积累了深厚的情感，

能无缝迁移至教学工作。对于教学细节或班级

管理的讨论，即便产生争论，也能迅速达成共

识，高效完成教学任务。”在李良看来，夫妻俩

的沟通模式，让他们在教学配合中能够精准把

握彼此意图，从而为学生打造连贯且融合度高

的课堂。

面对学生波动的心理状况、学习中的困难

或突发情况，周向春会同李良在家中交流，分

享见解，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种紧密的合作

模式使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展现出比其他教师

更强的韧性与更灵活的应对策略，让德育工作

“守正创新”。

一次上化学实验课，一名学生故意采取了

错误操作，导致装有沸水的试管突然炸裂。面

对这一突发情况，李良巧妙地转化为教学契

机，先是表扬学生勇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

随后指出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对全班进行了安

全教育、规则教育，不仅活跃了课堂氛围，还起

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放学后，夫妻俩探讨这件事，认为其中蕴

含了丰富的教育价值。于是，李良以此为素材，

撰写了教育故事《试管破裂之后》，并发表在教

育类刊物上，引发了同行对实验安全与教学机

智的关注。周向春捕捉到这一事件对学生成长

的启发，布置了一篇以此次经历为主题的作

文，有两位学生写出了鲜活生动的作文，被全

校语文教师作为范文在各班展示。

爱生如子 助力乡村孩子奔向广阔未来

教学“搭子” “1+1＞2”的默契与融合

乡村学校夫妻教师李良、周向春

■ 本报记者 王浚录

李良、周向春夫妻。王浚录 摄

李良辅导学生学习。（受访者提供） 周向春在课堂上。王浚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