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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教师热爱教育

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本报特

推出“四川优秀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目，宣传展示全省教育战线

涌现的优秀典型。

孩子，你不是“差生”

■ 刘飞 本报记者 夏应霞（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了九年级，少部分学生由于学业上

欠账太多，对考高中丧失了信心，便开始

自暴自弃起来。

一天，我找到成天上课睡觉，不完成

作业，有时还迟到的小凯谈心，他竟然直

言：“老师，我是‘差生’，再用功也学不好，

别管我了！”

听后，我很心酸，也很惊诧。十几岁的

孩子人生刚刚起步，怎么能破罐子破摔

呢？

“一个也不能少”，职业的崇高使命感

让我不能放弃一个孩子。

我没有生气，真诚地安慰他：“孩子，

你不是差生，你是班级里一员，你也很重

要！”

“你的绘画为什么这么好？”我问道。

“我喜欢美术，下的功夫多！”他回答

得干脆利落。

“对呀，你不笨，只要马上改变自己的

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成绩一定也会提高

的。”

“想不想提高文化课成绩？”我继续追

问。

“当然想。”他回答。

“很简单，静下心来，上课认真听讲，

勤于思考，不懂就问，独立完成作业，课外

多下功夫，持之以恒，我保证你的成绩会

提高。另外，绘画方面继续努力,到高考

时，就报考美术专业。”我信心满满地给他

开了一服良方。

从小凯那难得一见的笑脸上，我看到

了转变他的契机。水到渠成，我想进一步

引导他，从美术专业和文化课双提升着

手，来提振他的自信心。

孩子，你不是“差生”，你只是暂时没

有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哀莫大于心死。有人说，学校是给人

无限希望的地方，良师是给人指明未来的

灯塔。我们作为老师，要正确解读学生“自

暴自弃”行为，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帮助，

给他们带去心灵的阳光，吹散他们心里的

阴霾，引导学生积极向上。

论学习成绩，小凯的确处于班级末

尾，可是他心地善良、人缘很好，颇有艺术

素养，体育成绩也不错。老师欣赏的目光

看到哪里，哪里就会明亮起来。“培养人，

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苏联教育家

马卡连柯的教诲言犹在耳。只要唤醒小凯

沉睡的求知欲，激发出他的潜能，我坚信

他一定会每天进步一点，不断向前的。

为此，我先对小凯委以重任——让他

担任美术课代表。为了进一步提升小凯自

信心，我向全班提议让小凯担任美术课代

表，同学们鼓掌通过。走马上任后，小凯尽

心尽力为同学们服务，成为美术老师的得

力助手，在班级里出头露面，异常活跃，颇

有成就感，学习的信心逐渐提高。

之后，抓住机会让小凯牵头办黑板

报。班级黑板报连续两个月在同年级量化

评比中倒数，我很着急，赶紧找到小凯。小

凯二话没说，临危受命，连夜拿出一个班

级黑板报筹备方案。看后，我惊叹不已，为

他竖起大拇指。其中有成员分工、有板块

设计，还有小凯自己的美术风格。我当即

表态：“老师相信你，大胆干吧！”随后，我

们班黑板报成绩在评比中“逆袭”，让小凯

自信心倍增。

我还用“希望理论”赏识激励小凯。每

当他学习上有点进步，如作业按时完成

了，课堂上较好地回答了问题，周清月考

成绩进步了……尤其是美术作品获得奖

励了，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

做到的啊！”我始终带着欣赏的目光，用

“希望理论”悄然唤醒小凯生命中那些积

极元素，重燃他的希望之火。

世界知名推销员乔·吉拉德说过：“销

售，绝不是降低身份去取悦客户，而是像

朋友一样给予合理的建议。你刚好需要，

我刚好专业，仅此而已！”班主任工作也是

如此。我总是抬起头来，微笑着注视着小

凯，师生间心灵的沟通悄然发生，此时，我

的教育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慢慢来，花

会开。我知道，一节课、一次谈话或许改变

不了小凯的什么，但我看到在他心里自信

的种子已经在萌发。

接下来的学期，开学不久，我在校园

里邂逅了小凯。隔着大老远的距离，他就

跑到我身边，主动向我问好，言谈话语中，

我看出了他的自信与阳光。据小凯的班主

任讲，月考中，小凯各科成绩都进步了，尤

其是语文成绩，居然考了85分。

长颈鹿可以吃到树上的叶子，而羊却

能吃到园子里面的草。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没有“差生”，只有差异。无论何时，无

论何事，老师也不能放弃学生。即使学生

已经放弃了自己，老师也要努力做最及时

的浮木，把学生从失望中“打捞”上来。

“进入职教后，我坚定一份初心——办

好一所职校、致富一方百姓。在农业县搞职

教，要盯准‘农’字，深耕农学的专业，探索

‘产教学研’‘四位一体’，‘政行企校’联动

办学，不断扩大服务乡村建设与振兴发展

的功能。”李勇将职教视野横向拓宽、纵向

拉长，提升教育质量，服务学生终身发展。

李勇介绍，截至目前，巴中村政学院举

办全市村级后备干部专修班100余期，培训

村级管理干部30000余人次，长期指导学员

500余人，其中182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426名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综合干

部，培养了一支熟悉农村、热爱农村、扎根农

村、奉献农村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

巴山土鸡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全省首个

依托职业中学成立的科研机构。目前，研究

院技术人员20人，设置8个标准化实验实训

室、1 个禽孵化中心、1 个土鸡科研选育基

地，协作单位15家。先后引入四川农业大学

刘益平教授、四川省畜科院家禽研究所团

队、四川理工学院留日经济学博士后刘飞、

巴山生态牧业董事长张育贤等多位专家加

入研究院，成功申报成立了巴中市院士专

家工作站，探索出“职业教育+研究院+专合

组织+养殖农户+市场”的模式，推动了巴山

土鸡产业规模化发展。

在小河职中的示范引领下，南江职教

的外延、纵深发展已然变为现实。学校坚持

立德树人，不断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纵深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努力实

现“注重内涵发展，打造精品专业，培育实

用人才，服务国家发展”目标。

李勇带领小河职中提出三大策略——

一是对接产业，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立足地方产业优势，政府主导，行

业企业参与，依托学校建立“南江县农业教

育集团”和“南江县职成教育中心”，将合作

延伸至“特色种养殖、电商物流、旅游休闲”

等各个领域，同步建设县级、乡镇、村社三

级职成培训体系，依托光雾山4A级风景区，

定向培育实用技术人才。

二是校企合作，努力破解区位劣势瓶

颈。跳出区域圈子，与上海恒翔电梯、四川新

希望集团、八鱼科技深度合作，采取“订单培

养”模式，共建平台、共育人才；秉承“国际教

育本土化，本土人才国际化”的理念，与新加

坡国家工艺教育局合作，形成“培养主体多

元、异地分段培养、职业能力递进”的人才培

养模式，实现海外高端就业。

三是丰富内涵，切实提升职业教育育

人质量。启动教学诊改，全面强化内涵建

设；通过专业技能阶段性评价，建好特殊工

种职业鉴定站和巴中市职业技能鉴定站，

及时对学生和学员的专业技能予以证书认

定；创建了各个专业师生共同参与的就业

创业实践平台，提供了100多个勤工俭学岗

位，完善教育扶贫机制。

从一名语文教师一路走来，李勇带领

小河职中师生播撒着教育的火种，为地方

社会经济培养“村官”和越来越多懂技术、

懂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巴山乡村振兴的熊熊火焰由此点燃！

李勇的教育生涯有两次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语文教师转型为教育管理者。1996年，大学毕业后，他成为

南江中学的语文教师，2009年，任南江县第四中学副校长，2012年，任南江县正直中学校长，躬耕普教16年；

第二个转变由普教转向职教。2015年，他开始担任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校长，并提出“一体两翼”职教办学模

式，创办了巴山土鸡产业研究院、巴中村政学院。

如今，李勇是四川省特级教师、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教育部现代学徒制专家、中国成教学会常

务理事、四川省职成教育学会理事。今年2月，李勇获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校长奖。而小河职中继

2021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100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称号后，今年5月，又被评为四

川省首批中职五星名校。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从教师到专家、从普教到职教，李勇的教育观念始终是苏格拉底的这句

格言。他说：“教育就是给予种子以真善美的阳光雨露。职业教育这块有待发展的土地上，需要更多爱的浇灌。

职教是素质教育——职业素养决定就业的高度，职教是负责任的教育——每位学生都有出路，是斩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民生工程。”

李
勇

1996 年，当李勇以优异成绩从重庆师

范大学毕业时，老师和同学都劝他留在重

庆，但他坚定地回到家乡，他说：“我是南江

教育培养出来的，我更应该回到家乡为父

老乡亲服务。”为此，母亲和“不听话”的李

勇冷战了一个月。李勇教学水平高、工作能

力强，成都、重庆等地的一些知名学校先后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并承诺给他优厚待遇，

李勇不为所动，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教

育需要情怀！农村教育更需要情结！”

这份情怀在2015年他到小河职中担任

校长后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小河职中位于南江县城以南10公里的

公山镇，系一所集学历教育、社会培训、技

能鉴定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性中职学校。

校园占地 260 亩，教职工 312 人，在校学生

5300余人，开设畜牧兽医、旅游服务管理等

7大类专业。

“南江县是农业县，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基础设施滞后，经济基础脆弱。通过调

查分析，我们认为：落后意味着上升空间

大，工业落后，意味着农业、畜牧业、旅游业

优势明显，职业教育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李勇说，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职

业教育只能面向现实、开门办学，要办“有

温度”的职业教育。

教 育 的“ 温 度 ”在 于 办 学 者 眼 中 有

“人”。李勇认为，小河职中要聚焦现代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服务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

如今，“南江县90%以上的畜牧系统科研人

员、技术推广员和养殖专业大户均是小河

职中毕业生，著名的南江黄羊在选育研究

和推广扩繁中都有小河职中师生的长期参

与。”李勇自豪地介绍道。

李勇深知，把学生培养成为新型职业

农民，不仅要教授知识和技能，还要有一颗

爱心。他经常对老师们讲，要保持一颗父母

之心，去精心呵护每一位孩子。

学生殷兰花是“9+3”民族班的孩子，家

境贫寒，初到小河职业中学时，她十分内向，

不与人交流，为了省钱，每餐只吃素菜。了解

到这些情况后，李勇真诚与她谈心，每月资

助她300元生活费，给她买新衣服。周末带兰

花回家，让妻子给她做好吃的。2019年，殷兰

花考上了大学，她说：“小河职中就是家，李校

长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为让所有贫困孩子安心读书，李勇倡议

并建立助学基金，每年为200多名学生减免

住宿费、书本费15万元，拿出专项资金10万

元奖励资助贫困学生500名。学校还在创业

超市、学校食堂设立126个勤工俭学岗位，贫

困学生可自愿申请。助学岗位不仅提供免费

就餐，还为贫困生发放10元/天的补助。

“有温度”的校长，眼里不仅有学生，也

有老师。学校一位老师家境贫寒，妻子没有

工作，家庭负担较重。有段时间，这位老师

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李勇知道后，与他促膝

长谈，帮他重树生活的勇气。事后，李勇想

办法为他解决了家属的就业问题，为他提

供经济帮助。针对困难教职工遭遇重大变

故无力承担的问题，李勇倡导并在学校设

立困难家庭救助基金，专项资助罹患重病

或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的教师。7年来，学校

共资助困难教师20余万元。

作为学校掌舵人，学校的发展定位是什

么？如何办有内涵的职业教育？来到小河职

业中学的第一天，李勇就召集行政干部、“两

代表一委员”、职教专家、离退休干部职工，广

泛听取意见，组织全校教师开展讨论。经过

深入调研，他确定了学校发展定位——坚持

“注重内涵发展、打造精品专业、培育实用人

才、服务国家发展”的办学思路，坚守“立足山

区、服务三农，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

学宗旨，办有内涵的职业教育。

办有内涵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是关

键。为了建设培训楼，李勇撰写请示报告，

无数次到省市县汇报工作、争取项目，累了

就靠在车上躺一下，饿了就在车上啃面包，

把办公室当成了宿舍。当培训楼投入使用

时，李勇的头发都变成灰白色。

在李勇的推动下，学校围绕地方产业

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发展和学生升学就业，

新增新能源汽车维修、烹饪等专业，学校累

计发展8个专业类别、16个专业化方向。其

中，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为国家级示范专业，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为四川省示范专业建

设项目。今年5月，在四川省首批中职“三名

工程”建设中，小河职业中学被确定为五星

名校立项建设单位，畜禽生产技术、旅游服

务与管理专业被立项为名专业。

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新时代背景

下，南江县小河职中创新举办巴中村政学

院、巴山土鸡研究院，使之与学校“示范校”

品牌形成“一体两翼”的职教新布局。“一

体”是指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两翼”是指

巴中村政学院、大巴山农民工培训学校。

巴中村政学院的产生是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2015 年10 月，为解决农村人才流

失、紧缺的难题，小河职中农学专业孵化出

“扶贫攻坚火线班”，首探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的前景；2016年，学校与县委组织部签订协

议，创新开办基于现代学徒制模式的“南江

县村级后备干部专修班”，实施订单培养扶

贫攻坚带头人；2017年8月，因成效显著，“专

修班”升格为“巴中村政学院”。“面对脱贫摘

帽的历史重担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巴中

村政学院立志解决振兴乡村的最基层、最弱

层、最难层的农民的培训教化问题。”李勇说。

2019年11月，大巴山农民工培训学校

落户小河职中。承担了扶贫劳务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东西部劳务协作培训、劳务

品牌培训、工会职工（农民工）技能培训、

SYB创业培训、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等各类

培训和农艺工、电工、车工、焊工、乡村旅游

服务员、SYB创业等20余个工种的初中高

级人才培训和技能鉴定。

在李勇看来，虽然南江很“小”，但办学

者要有“大”格局，要从学历教育的框框里

跳出来，着眼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人的

终身发展。

办好一所职校，致富一方百姓——当初心不改的人

布局“一体两翼”，培养实用人才——办“有内涵”的学校

眼中有人，心中有爱——做“有温度”的教育

李勇上门辅导学生。

■ 孙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