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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 40 个
教师节。

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
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近日，记者
采访了 5位教师，倾听他们对教育的
理解、育人的故事。

“我愿意来！”
41年前，宁夏没有大学能输送新闻专业

人才。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并在宁夏日
报社工作过 5 年的王庆同被宁夏大学“相
中”，想将其从盐池调往银川，参与创办宁大
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并任教。

其实，当年在盐池县委工作的王庆同各
方面都很舒心。“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说了四
个字：我愿意来。”教师节前，88岁高龄的王庆
同听到记者提问，讲了两次“我愿意来”。

缺人、缺设备、缺经验……“白手起家”
办专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此一往直前，
为什么？

“主要还是因为宁夏新闻教育事业需
要，既然需要我，我就来。”王庆同说。这和
王庆同大学毕业时，第一志愿就是到宁夏服
务的初心是一致的。

1958年，22岁的王庆同从北京大学毕业
后，和 9名同学一起志愿报名到宁夏工作。

“我记得当时宁夏要了 10个人，是全国要人
较多的地方，既然要这么多人，说明这里需
要我们。”王庆同说，10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想
法，那就是用所学专业服务宁夏新闻事业发
展，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1983年，47岁的王庆同开始“转型”新闻
教育。此时，他离开新闻岗位已经 20载，要
办好西北地区最早的新闻专业，在两个月的
时间里迎接第一批新生，绝非易事。唯有
一个办法——熬夜苦读，增强内功，融会贯
通，再授之于学生。作为“唯二”的专业教
师，他还要制定教学计划、实习计划、
学生阅读书目等：“那两个月我
天天熬夜，头发那时候就掉得差
不多了。”

《新闻采访学》《新闻报道
与民族政策》……在当时没

有现成教材的情况下，王庆同研究出多个专
业课程教案和专题，为后来者学习、教授新
闻学提供了借鉴。

9月 8日，王庆同回忆起从教生涯，在微
信朋友圈深情写道：“我建议教师做些自己
感兴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形成专题，作为
对教材的补充，这对教师提高‘博览群书 独
立思考’的能力也有好处。”

83级 45人、84级 46人、85级 40人……
在王庆同珍藏的通讯录里，一行一行记录着
每一届学生的人数。如今，王庆同教过的
13届 870余名学生中，大多数都在新闻岗位
上发光发热。

“我与很多学生至今都保持着联系。我
有十几个学生群，学生经常到我家来看我。”
王庆同认为，能和学生处成好朋友，关键在
于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平等相处，为学生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放松聊，但是这
个问题不能马虎。”让王庆同悉心准备的，是
一段寄语：我希望现在的编辑记者、新闻专
业的学生，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
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忘当好党和人民耳目喉
舌的光荣职责，不忘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实践，能够与时俱进，学习新理念新方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创造，在新闻岗位上
作出学习、工作的新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六盘山高级中学教师党喜奎，出生于
隆德县奠安乡，自幼家境贫寒。

1993年 7月，他毕业后到隆德县沙塘中
心小学任教，“回到家乡任教，我倍感骄傲，同
时，我也告诉自己一定要让更多农村孩子走
出山区”。2003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在银川
创办了一所面向宁夏南部山区招生的全日
制、寄宿制重点示范高中——六盘山高级中
学。2004年，党喜奎进入六盘山高级中学任
教，继续努力让山里的孩子走出去。

春去秋来，党喜奎从事教育事业已有31年。
谈及自己的教学特色，党喜奎多次提到

要尊重学生，不能一刀切，要从学生的角度出
发讲每一节课。

作为高中地理老师，党喜奎常以宁夏地
理为例：“讲沙漠，就讲中卫的腾格里沙漠，包
括沙漠的成因，宁夏的气候，还有草方格技
术，举一反三，让学生把知识融会贯通。”党喜
奎表示，高中地理，内容要讲科学，表述要通
俗易懂，让学生听得懂。

不放弃每一个学生，是党喜奎从教的底
线。“六盘山高级中学，山区的孩子多一些，一些
学生在校表现得既自傲又自卑，自傲是成绩好，
自卑的是家庭条件不如同学。”党喜奎告诉记
者，前几届有一名学生，高一的时候学习成绩还
不错，高二的时候在这种矛盾的心态影响下，学
习成绩直线下降。党喜奎无数次推心置腹地谈心、晚自习给
学生“开小灶”，和家长沟通交流，最终这名学生适时调整心
态，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

“作为老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
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将德育渗透到教学中，是六盘山
高级中学的传统。”党喜奎说，近年来，毕业的学生逢年过
节给他发来问候的消息，一些学生有了稳定工作第一时
间给他报喜，令他十分感动和欣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近日，党喜奎获得“全国模范
教师”称号。

“多带出来几个大学生，让他们走出山区，是我毕生
的追求。”党喜奎说。

“亲爱的赖老师，回想和您并肩前行的
日子，我们向着共同的目标，迈着成长的步
伐，跌跌撞撞，每一个瞬间都化成了深深的
感动和幸福，迸发着惊喜，我想我会一直记
住这段故事，未来向着暖阳春草继续撒野
奔跑，成长为更好的人，到那时我们再相
见……”

2023年，刚大学毕业的赖志彬作为福
建师范大学第 25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
和另外 16名队员一起，如愿踏上西北的土
地，穿过一个个村庄、一片片农田，到达固
原市原州区黄铎堡中学。

9月 7日，是福建师范大学开学的日子，
已是音乐专业研究生一年级新生的赖志彬
回望这“不一样”的一年时说：“我和学生都
在成为更好的自己。”

得知可以去宁夏支教的那一天，被赖
志彬称为“圆梦的一天”。“因为闽宁协作，
对宁夏有着特殊的情感，我希望把握好这
一年时间，为宁夏的孩子多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也为自己的青春留下一段宝贵的经
历。”赖志彬说，自己“有了第二个家乡”，这
群孩子就是他的“家人”，音乐则成为他们
之间特殊的交流信号。

“其实，正式站上讲台前，我向支教团
前辈和当地教师请教了许多问题，也在心
中对学生的音乐素养打了一剂预防针。然
而，第一节课时，我还是有点无从下手。”于
是，从最基本的音符开始，赖志彬开始了他
对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美育教学。从设
计不同的音乐游戏吸引学生，让他们敢开
口唱最简单的音符，到让他们慢慢抛开对
音乐课的刻板印象，系统接触音乐知识，看
着孩子们从冷漠变得积极，赖志彬也觉得
被治愈了。更想不到的是，支教的第二学

期，赖志彬有了一次带领学生参加“石榴花
开校园 籽籽同心向党”原州区第十九届校
园文化艺术节展演的机会，这个被孩子们
称为“小三手”的比赛，让独立指挥排练乐
团“零基础”的赖志彬与对器乐“零基础”的
孩子们有了一段长达两个月“劲往一块使”
的时光。

“老师，敲三角铁有什么用呀？”“口风
琴怎么才能吹出密集轻快的跳音呢？”“老
师我们一直练一个声部是为什么？”每天，
赖志彬都要收到孩子的很多问题：“我觉得
那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所以
之后的练习更起劲了。”作为团队的“老
大”，赖志彬觉得自己也在不断成长，从提
前练习指挥各种乐器的演奏方式、改编歌
曲、设计灯光与音响配置、设计舞蹈、剧
情，甚至是缝补衣服、制作道具，赖志彬都
亲力亲为。最终，黄铎堡中学第一次在

“小三手”器乐比赛中获奖，荣获中学组二
等奖。这一天，赖志彬听到最多的话是

“三角铁很好玩”“这段时间很开心”“我感
受到了音乐之美”“老师我下次还可以再
来吗”。

支教结束的前一天，赖志彬收到了 200
多封学生的信，印象最深刻的是被赖志彬
称为“小宝”的学生，他写道：“您曾说过，我
们是你的爱徒，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很久，您
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当山与海的相遇有回音，赖志彬觉得
自己“用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件终生难忘
的事”，而这些朴实真诚的爱也让赖志彬更
坚定了在教师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他说：

“支教一年，自教一生，感谢这段经历，我将
不断努力，成长为更好的教育者，在未来书
写培养更多孩子的美育日记。”

“以学生为重，全身心地爱学生、爱教
育。”又是一年教师节，日前，回顾多年从教
生涯，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中心小学一级教
师马国霞说。

“老师妈妈、温柔、耐心……”这是学生
对马国霞的评价。

马老师是如何爱学生的呢？
马国霞的微信朋友圈有一张“奖状”，泛

黄色的小卡片上用稚嫩的字体写着：马国霞
同志被评为“优秀教师”……落款写着六年
级（6）班中队。

马国霞将这张“奖状”视为珍宝。
“这是我教学生涯中得到的最有意义的

奖状。”马国霞说。
1997年，马国霞参加工作就选择去家乡

三营镇做教师，一干就是27年。
27年来，马国霞一直从事乡村小学语文

教学并多年兼任班主任工作，因教学风格独
特，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小学阶段更重要的是对孩子进行良好
行为习惯的培养，可以让他们受益终生。我
鼓励学生在课堂外，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随时随地阅读小学生中外经典名著，培养阅
读习惯。”马国霞说。她还通过学习小组的
形式，开展“学习经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
活动，让学生在交流合作中得到提高。

“老师的关爱和鼓励，对学生的成长有
巨大影响。”马国霞说。有一次，她接手六年级毕业班教学
工作，第一次上语文课，有个叫马洋的小男孩贪玩好动，马国
霞发现，马洋虽然不爱学习，但对班里的其他事情很热心，总
是抢着去干。于是，她“对症下药”，每次班级有活动，就让马
洋组织，并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随后，又让他担任小组长，
负责小组同学的作业检查、上交。潜移默化中，马洋的学习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后来，马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学。

“马老师细心观察，耐心倾听，关注每位学生的成长
需求。无论是学习上的困惑，还是生活上的烦恼，都竭力
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身边的同事评价道。

因工作成绩突出，马国霞先后获评自治区“优秀教
师”“最美乡村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这么多年，我始终放不下的还是这三尺讲台，孩子
们每一次精彩的发言，每一个渴望知识的眼神，都让我倍
感温暖和幸福。”马国霞说。

“小朋友们，快坐好，上课啦！”“小手放平，我看谁坐得比较端
正？”9月 6日，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进行户外活动。
角落里，4岁的白一墨正模仿老师的语气和同学玩“角色扮演”，惹得老
师信春梅忍俊不禁。

今年 23岁的信春梅，是去年 6月毕业于银川科技学院学前教育专
业的一名新手教师。回想起去年 9月站在教室里和小朋友们“大眼瞪小
眼”的时刻，信春梅说：“我那时很茫然，甚至想不起来我在课堂上学到
的内容，听到孩子们哭也想问‘为啥’？”但当慢慢度过新手期，站在孩子
的角度上，信春梅意识到：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只是昨天和爸爸妈妈们
来过这个地方一次，为什么今天我就得留在这里和一群陌生人相处，爸
爸妈妈会来接我吗？想爸妈了怎么办？

在这些思考中，信春梅从最初的请教和模仿老教师“哄娃”，到现在
已经有了一套自己“带娃”的妙招。“小朋友哭的理由各不相同，但那个
时刻，他们都需要我。我不仅是老师，接到小朋友‘报案’时，我又是班
级里的‘警察’，有时候还得是‘法官’，孩子身体不舒服时，我也得立马
作出判断，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又是他们的朋友。”信春梅说。

适应了多重角色后，孩子们的“童言童语”开始被信春梅称之为“能
量弹”。今年 5月，面对小朋友对小蝌蚪表现出的极大好奇，信春梅设计
了一堂“小蝌蚪变青蛙”的主题课程，和家长、萌娃一起探索生命的奥
秘。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与家长一起商讨抓小蝌蚪、和孩子们投票选出
养小蝌蚪的容器、观看蝌蚪变青蛙的纪录片到观察蝌蚪长出后腿等每
个环节，小朋友们都乐在其中，真心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这让信
春梅觉得“值得”。“我越来越觉得能做他们的老师很幸福，他们对生命
的好奇远超我的想象，让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老师，要多笑一笑哟”“不要伤心，伤心的话身体会生病的”……短
短一年，信春梅觉得被孩子治愈的瞬间远超自己为他们所做的。班里
的孩子唐玉辰说：“我觉得信老师是个好老师。”“为什么呢？”他对记者
说：“因为她爱我。”也正是在这些天马行空的“表白”中，信春梅更加明
确了自己要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决心，她说：“我要做一个有仁爱之心、有
扎实学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的好老师，为孩子的世界带去更多
积极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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