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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朝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曾老师，这是杜甫看到的春天景象，诗的题目可以叫‘所见’。”

一次语文课上，冕宁县复兴小学语文教师曾松和学生们讨论为杜甫的《绝句》重拟诗题，同学们争先回答：“望春”“春

色”……一言一语之间，课堂活泼灵动。

“课堂中也有可爱的生灵。”课后，曾松记录道。像这样的教学瞬间，曾松十分关注，细腻的笔触里充满了对学生的鼓励

和对语文的热爱。

做喜欢的事，无需刻意坚持。从教16年来，曾松从一名特岗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获凉山州优秀教师、敬业奉献“凉山好

人”等荣誉。对他来讲，这16年的教学生活过得快乐、幸福，“上好让学生开心快乐、学知识、悟做人的语文课，是我喜欢的事

情，我会好好做下去，以干事创业的闯劲儿和坚持，站好三尺讲堂。”曾松说。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人物人物

“奖”到心坎儿上
■ 通江县瓦室中学 龙川江

奔向凉山 “因为那里更需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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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时，曾松就对“喜欢和同学们玩在一

起”的雷老师印象深刻，他发现：“老师不仅教授渊博

的知识，还能带给学生快乐。”自那时起，他体会到了

一位好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并悄悄在心里种下了“成

为人民教师”的愿望。

2005年，曾松考上师范院校，从老家马边彝族自

治县去往绵阳，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远门。在

大学里，曾松不仅扎实学习专业知识，还用心培养能

给自己带来快乐的爱好：对音乐感兴趣的他自学了钢

琴，并在看到计算机带来的社会巨变后，坚持学习信

息技术知识。

2008年，曾松临近毕业时，发生了汶川大地震，身

处江油的他积极响应学校志愿者团队号召，搬运物

资、做心理疏导……灾难让曾松感受到了人间大爱，

也更加坚定了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信念。

“落后的地方让孩子们见识太少，成长的可能性

太少。”面对去往何处教书的问题，从县城走出来的曾

松不忘初心，甘愿舍弃大城市的繁华，选择去往边远

地区、农村地区，“因为那里更需要教育。”

2008年9月，通过“特岗计划”，曾松以面试第一

名的成绩来到了凉山州冕宁县复兴小学。彼时，复兴

小学只是一所普通村小，曾松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师。

初登讲台，曾松像曾经的雷老师一样亲近学生，和他

们“聊生活、爱好、兴趣”。一学期后，班上的孩子都喜

欢围着曾松问问题，和他一起玩。

淳朴的村民、热情的同事以及可爱的学生，这一

切，都让曾松真切地感受到教育的温暖。

“学校没有新进年轻教师，没有持续的‘新鲜血液’

带来提升教学的冲劲儿。”面对农村教育缺少年轻教

师的现实，“特岗计划”服务期满后，曾松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留下来。“我要带给学生积极阳光的影响，让他

们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他说，而这一待，就是

16年。

“快乐”“幸福”，谈起语文、谈到学生，曾松总是将

这两个词挂在嘴边。

2018年的教师节，曾松收到了一张电子贺卡，来

自他任教第二年教的一个学生，贺卡中写道：“我不曾

忘记，带着‘小蜜蜂’激情讲课的您；我不曾忘记，与我

们玩笑嬉戏的您……”这张贺卡让曾松感动了很久，

并珍藏至今。

这些年来，冕宁县复兴小学从一所村完小发展到

镇中心校，规模逐渐扩大，如今成为一所拥有1800余

名学生的县直属小学。桃李成林，校园日新，作为凉山

教育变革的见证者，曾松打心眼里感到幸福。

2022年，冕宁县第一批名师工作室成立，曾松成

为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的60余位教师

来自全县各个小学，“用闯劲儿与想法带动全县更多

的语文老师，践行语文教学改革。”带着这样的自我期

许，曾松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信息时代，学生如今通过各种媒介接受的信息

远远超出教师。”曾松说，“以前的教学是老师有‘一桶

水’，教给学生‘一杯水’，如今老师起码得有‘一池子’

的水。”

从学生的老师到年轻教师的师傅，曾松进一步感

觉到，“水”量的大小不足以引领学生，唯有用“活水”

点亮学生兴趣，让学生在学科中“畅游”，产生源源不

断的兴趣，立志成才，才是教育的目的。

对老师而言，营造“活水”的秘诀就是不断学习、

努力提升自我。为此，曾松带着工作室教师一起学习

课标、学习名师讲堂、上公开课……运用教学、教研、

培训等方式，转变老师们凭个人经验教学的落后方

式，搭建平台、共同成长。

“语文教学最怕的是教书先生自己不爱读书。”曾

松鼓励工作室的每位教师从自身做起，“养学语文之

趣，获用语文之乐”成为整个工作室的教学理念。

“不做‘躺平式’的老师，抱着幸福的心态去看学

生、同事，去看教育教学、专业成长。”曾松嘱咐工作室

的教师，“以积极的心态做好一件事，进而将教书育人

作为一项事业去钻研，喜欢这个职业才会收获快乐，

才能在坚持中得到事业成长的幸福。”

在州县教育前辈和学校同事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曾松，如今在区域教育建强教师队伍的工作中，担当

起了引路人的角色，将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所思所

行，辐射给一批又一批年轻教师。

扎根农村课堂16年，曾松不断钻研教法，并在各

类赛课、教研中，精进教学能力，为农村学生上好每一

堂高质量的语文课。2016年，他被评为四川省特级教

师，把特岗教师对教育的满腔热忱修炼成特级教师的

一身专业。

曾松的语文课从不枯燥。在他看来，摇头晃脑地

背课文、重复枯燥地写练，只会磨损学生对语文之美

的感受。为了达到“养学语文之趣，获用语文之乐”的

教学追求，曾松会利用传统节日，带着学生一起包粽

子、做月饼，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屈原、了解

端午节和中秋节，进而了解语文文本背后的文化。

曾松的语文课堂不仅有文化底蕴，还有科技含

量。早在9年前，他就开始用计算机随机点名程序在课

堂上抽学生答问，保障对学生“学”的评价足够客观。

他不断更新技术手段，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智慧”课

堂。此外，“走进想象”“课堂里的可爱生灵”“诗意成长

录”……曾松还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记录学生在语文

课中闪光的点滴。

近年来，四川省大力推动“学前学普”行动，在此

影响下，小学入学学生的普通话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质

的变化。但细心的曾松发现了语文教学面临的新困

难。2016年，在一次以“语文口语交际”为主题的赛课

比赛中，曾松发现，平时卷面成绩高的孩子需要流利、

熟练地进行口语表达时却犯了难。

深入了解后，曾松发现，学生们只在语文课堂上

使用普通话，其他课堂上还在说方言，回家后，学生更

是将拼音、词语、语法忘得一干二净。他意识到，想让

学生真正学好语文，打破方言的用语习惯尤为必要。

于是，曾松建议学校加强落实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普通

话交流的要求。

此外，为了解决“学了语文不会用”的问题，曾松

还提高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要求，努力营造书香校园

的用语环境。

曾松对语文教学的研究不仅体现在教学实操上，

也体现在理论和竞赛方面。2010年，曾松撰写的关于

民族地区小学语文教学的论文在省级教师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2015年，从大学就坚持学习

信息技术的他，“跨界”在省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竞赛中获得省级决赛小学组一等奖。

深耕语文 从特岗教师到特级教师

积蓄“活水” “老师起码得有‘一池子’的水”

学校准备制作一面教师风采墙，每位教职工都需一张个人

照。在一群谈笑风生的人中，我被人拽了一下衣角。是老郭，他是

学校的工勤人员，来年就要退休了。我随他来到一边，他面露难

色地问：“我需要拍一张吗？”我坚定地说：“通知的是全体教职

工，你本来就在其中！”老郭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如风般地离开

了。半小时后，只见老郭西装革履、身姿挺拔地走来，满脸藏不住

的喜悦。在场老师眼前一亮，“这还是原来的老郭吗？”

我校地处城乡接合部，毕业后选择进城就读的学生比例非

常高，生源流失成为学校的痛点、发展的瓶颈，也是摆在我这个

新校长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在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我声情并茂

地号召大家用心用情地去招生，可底下的老师都低着头默不作

声，会场一片寂静。我正想着如何打破这尴尬的场面，坐在角落

的老郭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明天带一队人去学生家里做

工作，凭着我在这条街‘混’了30多年，应该没问题。”老师们的

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在他的身上，带着几分诧异，也有些许怀疑。

次日午睡时间，我被电话铃声叫醒，是老郭打来的：“招到一

个。”半小时后，老郭的微信又来了：“又招到一个。”老郭真让我

刮目相看！为一睹他招生的风采，我决定陪他去走街串户。

在田间、地头、院坝、街边，老郭和家长侃侃而谈，谈亲情，拉

近彼此距离；谈自己孙儿的学习历程，引起家长共鸣；谈学校发

展优势，打消家长顾虑；谈孩子的发展，让家长看到不一样的未

来。原本以为老郭只是一时逞能，没想到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

备，对每个孩子及家长都足够了解，再加上那接地气的拉家常，

句句说在家长的心坎上。这个老郭，让我肃然起敬。

“老郭啊，你工作这么努力，一定得奖不少吧？”“奖，那是要

书教得好才行，我不可能哟！30多年都没得过。”他苦笑着说。他

的话让我很吃惊，也产生了几分自责。像老郭这样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默默耕耘、发光发热的职工，理应得到学校的认可。我暗

自决定，秋季开学，给老郭一个迟到的奖励。

开学的行政办公会上，我提出在教师节表彰会上增设“校长

奖”，专奖那些为学校默默奉献的“老黄牛”，提议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赞同。果然，评选结果出来，老郭榜上有名，我甚是欣慰。

表彰会那天，老郭一脸严肃，显得有些紧张，眉目间含着几

分凝重，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颤抖，时而握握拳，时而搓搓手。该

他领奖了，老郭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大步流星迈上奖台，

凝视奖状、抚摸名字、亲吻奖杯。此刻，我能感知到老郭内心的激

动，因为他获得了价值认同。从那以后，老郭主动承担了校内夜

巡、校门值班、校园保洁、校内维修等工作，不计报酬。忙碌的他

是我们见惯的，唯一不同的是他开始哼起了小曲儿。

“您儿子的工作也很出色！”今年清明，已退休的老郭第一次

发了条朋友圈，视频里的他拿出了奖杯与奖状，在墓前向父亲真

情表白。

老郭的事让我明白，我们的教职工更追求精神上的富足。作

为学校管理者，我们必须走进教职工的心灵，不但说话要说到他

们的心坎儿上，做事更要做在他们的心坎儿上！

自从踏上这朴实厚重的三尺讲台,已经度过了17个春秋，

我曾质疑过自己，孩子们会喜欢我吗？我能让他们眼里闪着智慧

光芒、脸上洋溢着自信笑容吗？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教学，当初的

自我怀疑和动摇早已变成了肩上的责任与担当。我一直保持着

当老师的初心：做一个有情怀的老师，用赞美的语言、欣赏的目

光对待每一位孩子，让他们点亮内心的自信火把。

记得有一个白净的女生，性格内向，成绩普通，是一个乖巧

听话的孩子，但我感觉到她的不自信，不管是担当小主持人，还

是上台表演，总觉得她不够大胆和从容，于是，我开始了对她的

“调查”。到了女孩的家里，看到她有些苍老的父母，经过交谈我

才知道，他们重男轻女，且收入有限，常常限制孩子的爱好，偶尔

也恶语相向。由此判断，孩子很少从父母那里获取肯定和赞扬，

这应该是她缺乏自信的原因。

我也曾问过她，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本以为她会有特别远大

的志向，没想到她的答案是：能读到哪儿，就是哪儿。后来，我每

周给她分享励志故事，要求她制定每周的目标并逐条达成，带着

她跑步、爬山。通过这些活动，她变得开朗乐观、落落大方，并以

英语满分的成绩迈入了更高学府，有了更高的目标，眼中闪烁着

自信的光芒。

有些学生就像“蜗牛”，看着他们爬得那么慢，我们总想踢、

打、拉、拽，甚至恨不得抱着他们、背着他们、替他们往前走，却忽

略了沿途的鸟语花香。其实只要我们慢下来，跟着“蜗牛”的目

光，陪着他们静静地体会学习的滋味，享受着教与学的快乐，才

会有“双赢”的效果。我还记得，刚到茶坝小学时，我接手的一个

班级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个身体结实的“小老虎”，贪玩好动，

喜欢打篮球，但脾气急躁，一言不合就对同学拳脚相向，性格孤

僻不合群，经常拖欠作业，成绩很不理想。

我要怎样做才能“改造”这孩子呢？要去其戾气就得认可他。

“听体育老师说你篮球打得很好，老师要向你请教。”“你今天的

作业书写非常工整。”……在我一次次的夸奖中，他不断发生着转

变，从脾气暴躁到协作友善，从沉默不语到积极发言，作业从乱写

一气到深思熟虑，我知道这是赞美所起的作用。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3年的学习，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眼里充满自信和对未

来的憧憬，此时此刻，我再次感受到学生们需要我、信任我。

教坛十余载，我辗转经历过好几所学校，教过很多学生。站

在讲台呵护每株新苗，拿起粉笔书写满腔热情，在学生收获自信

和知识的同时，我也获得了各级各类的荣誉和奖项，我要感谢所

有我曾教过的学生们，是他们让我体验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快

乐和幸福，更让我认识到，教育是师生共同成长的生命过程。

让孩子们自信成长的同时，我何尝不是一路成长？

教育有情怀 课堂有温度
■ 青川县茶坝乡中心小学校 祝雪梅

曾松和学生们的欢乐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