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柴山学校回来，回顾 2 年的换岗时光，

记忆中竟全是斑斓的光影、心动的声音、纯真

的笑靥、朴实的温暖……打破时光的屏障，回

首间，悄悄远去的记忆又渐渐清晰起来。

感佩乡村教师的教育情怀

虽说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三十年了，但一直都在
城区大学校任教，突然离开熟悉的环境、学生和同事，
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但是，
我发现这里的老师是那么的淳朴、热情，他们给予我极
大的善意和帮助，使我工作信心倍增。

两年中，我发现柴山的许多老师虽然住得离校很
远，但每天不管刮风下雨，他们都会提早到达学校，早
早地走进教室，组织孩子们早读。因为乡村孩子跟随
务工的家长作息，每天到校都很早，如果没有老师组
织，很容易发生意外。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坚持一个月、
一年容易，但如果坚守三十几年，就能称为平凡中的伟
大了吧！

下课以后，每位乡村老师的办公桌旁边都站着几
个小小的身影。老师一个一个地给他们讲解补习，生
怕哪个孩子因为上课没听懂而落下功课。因为他们知
道，如果在课堂里孩子们没有学懂，回到家后，也难以
得到家长的助力，与其让他们把问题带回家，不如当下
解决。正是这样的日积月累，才成就了柴山学校历年
来教学质量的过硬。

乡村学校不可能像城区那样配备齐全专职教师。
柴山学校有6个教学班、13位教师，其中50岁以上的有
6位。教师的不足要求每位老师必须一专多能。于是
在校园里经常看到“爷爷”领着孩子们做操，“奶奶”带
着孩子们唱歌，但孩子们没有落下一节艺体课。学校
的大课间、运动会吸引着村民驻足观望，孩子们参加合
唱比赛和舞蹈比赛常常捧回一个个区级、市级奖杯。
柴山的年轻老师更是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他们就像
蒙尘的璞玉，正在经受打磨。两年来，我和这些年轻人
一起教研、磨课，见证了张桁楷老师《感受色彩》一课获
区一等奖，彭梓心老师《花钟》一课获生态圈一等奖，刘
婷老师《立体图形》一课获生态圈一等奖。刘婷老师还
在雨湖区青年教师赛课上获二等奖，2020年获湘潭市

“教坛新秀”荣誉称号。

感受乡村孩子的质朴纯真

如果你有机会到乡村支教，在课堂上你最明显的
感受就是乡村孩子的“乖”。这种“乖”来自他们的腼
腆，更来自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敬畏。

记得在《我爱我的家乡》那堂课上，我问孩子们：
“你知道湘潭有哪些名胜古迹吗？”居然没有一个孩子
举手。我接着说：“到白石广场、博物馆、关圣殿等地去
玩过的孩子请举手。”孩子们眼中充满憧憬，但举手的
寥寥无几。我不由一阵唏嘘。这里距离城区仅仅二十
多公里，但城乡孩子眼界相距何止二十多公里。于是，
我将我在戈壁、在海滩、在黄河边、在高原上旅行看见
的风景，在科技馆、历史博物馆、艺术展、音乐厅听到、
看到的故事带进课堂，带孩子们去探究这个广阔的世
界。我又自购一批书籍，与风车坪建元学校 6班孩子
捐赠的书籍一起，建立了柴山学校第一个班级图书角，
让乡村的孩子能随手拿到有质量的书籍，让他们在阅
读中去探寻这个世界的精彩。

乡村孩子最懂得珍惜和感恩。我给刘佳鑫同学换
下有破洞的鞋子和衣服，他笑得眯起了眼，每天蹲守在
办公室门口，只为说一声“老师好”；我给徐思煜同学送
去学习用品，她每次用完都会很小心地收起；我给每位
女生送上漂亮的皮筋和发卡，她们会扎起各种好看的
发型来到学校。当看到我时，他们会高喊“彭老师”；如
果我请假了，回校后他们会说：“彭老师这两天你到哪
去了，我好想你啊！”

感慨乡村学校的帮扶需求

乡村学校最需要什么样的帮扶？校舍在合格学校
建设过程中已经基本完备，他们最需要的是高质量的
教师，是在各种教研中进行专业的交流和提升。我作
为学科带头人，想尽办法带动柴山学校开展教学教研
活动，组织老师到风车坪建元学校进行了云教室信息
技术培训、STEAM课例研究理念培训、儿童绘画心理
培训、做智慧的教师培训等十几次培训；每周坚持对年
轻教师进行导教，使他们的教学水平得到稳步提高；组
织风车坪建元学校的骨干教师到柴山学校多次送教，
双方开展教学交流。我还将“书香建元，‘悦’读越美”
活动带到柴山学校，让柴山孩子在活动中阅读“流动书
箱”中的各种绘本，使读书成为孩子的兴趣，引导柴山
语文教师开展绘本教学研究，使课题研究成为他们的
常态。

支教期间，我体会到柴山学校教师工作的艰苦，利
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多次和湖南科技大学联系，促成湖
南科技大学捐赠15台电脑给柴山小学，极大地改善了
柴山学校教师的办公条件。

两年的换岗时间转瞬即逝，这短短的两年时间赐
予了我一段新鲜而独特的体验，让我感觉生命如星辰
大海，感谢两年没有虚度的时光。

（作者系风车坪建元学校副校长）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
之时期也。”这段振聋发聩的话，来自
《新青年》的创刊号。《新青年》让民国青
年觉醒，成为新青年；《觉醒年代》让如
今青年了解那段觉醒的岁月。

《觉醒年代》里，一个个课本中、历史
里的青年才俊出现在我们眼前：为信仰
不断奋斗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雷厉风
行、刚正不阿的邓中夏、赵世炎……他们
从一张张黑白老照片里脱身而出，走近
了我们，我们终于得以感受到他们青春
的温度与光亮。

青春炽热如火焰。看着延年、乔年
从上海震旦到北大尝试互助社，再到留
法勤工俭学，我被他们深深打动。他们
难道不知道可能失败吗？但他们就是
敢试敢闯，擦干净眼泪、拍掉身上的灰
尘继续前行，沉着而坚定。青年，闪光
发热正当时。在留存下来的照片中，陈
延年目光如炬，坚定不移的信仰激励着
他不断前行。在陈乔年亲手填写的履
历表上，他是这样描述父亲陈独秀的职
业的：“过去曾充教授，现在专以革命为
职业。”在走向刑场的片段里，脚镣手铐

是沉重的，但青年的步伐是自信的，血
污疤痕触目惊心，笑容却依旧灿烂。再
想到延年宁死不跪，对乔年说“让我们
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
吧”，怎么能不落泪？

青春不光是一段岁月，更是一种精
神，一种不畏强权、维护公理，不谋私
利、捍卫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北大
青年心中扎根，在全国青年心中成长。
和平岁月，北大学子在校内办杂志、开讲
学；国危之际，北大学子上街游行、演讲，
力争国权。白色学生装、黑色学生帽、红
色圆校徽，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许
德珩、邓中夏站在讲演台上慷慨陈词，唤
醒市民之思；郭心刚用殷红鲜血写下的

“还我青岛”，烙痛见者的心……正是因
为这种精神扩散到大江南北，才让更多
的青春燃烧起来。

青春燃烧之后，剩下的绝对不只是
一抔灰。一句话这样说：“现在的学生
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一百年前竟然真的
有人会为了书本上枯燥无味的理论和
主义献出青春与生命。”读到这句话，我
深感惭愧。他们的青春容不下一张安
静的书桌，于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

们换来了窗明几净。当我们习惯幸福
时，却几乎忘却了前人的披荆斩棘。就
连我点开《觉醒年代》的最初目的，也只
是打发时间。当我看完《觉醒年代》的
最后一幕，我想到黑格尔的一句话：“历
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尚有余温。”
是的，延年、乔年、中夏、世炎……他们
的青春之火至今仍在燃烧，仍在激励着
我们当新时代的新青年。一百年前，他
们前仆后继，点燃自己的青春，照亮晦
暗时代，让一个又一个中国人觉醒；一
百年后，我们早已不再沉睡，应当接过
这熊熊燃烧的青春之火与不朽青春之
精神，继续前行。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
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
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
之生！”这是李大钊先生《青春》中的片
段；是《觉醒年代》中众多北大青年冬日
里长城上放声朗诵的一段话；更是今天
的我们应该深深铭刻心上，以为青春之
指南的一段话。以不朽之青春，创建光
明之未来！

（作者系湘潭市一中 201906 班学
生 指导老师：章新华）

我们还未拭干与初中老师们告别
的泪水，又遇见了你们。你们还未放下
向高三学子送别的双手，又迎来了我
们。历史就在这样的交替轮回中前进
着。

遇见语文王老师。您走路大摇大
摆，有如动画片里的唐老鸭；您上课赤
红着脸，与我们争论某个典故；您翻教
案时翘起兰花指，生动形象地诠释语文
老师的优雅……请原谅我们的天真，或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甚至永远都不
会知道，您走路时“大摇大摆”，其实是
患有脚疾；您与我们激烈争论，仅仅为
了让我们对知识点掌握更深；您上课时
丰富的肢体语言，只是想将我们更好地
带入课堂……当然，这些大多只是我的
猜想罢了，但您的心思，为了学生的心
思，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遇见数学朱老师。印象最深刻的
是您智慧的头顶。有人说，看一位数学
老师是否强大，最直观有效的方法就是
看他发量的多少。所以您教授我们数
学，是我们的幸运。您的数学课从不用
课件。或许在您看来，数学不需要那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而应该是黑板上充满
美感的曲线、抛物线，是整整齐齐、洋洋
洒洒的方程式和函数……在您的魔法

下，数学变活了。
遇见英语邱老师。您尽力尽心把

晦涩难懂的异国语言化为我们能够学习
和吸收的知识，带我们遨游英语的海洋。

遇见物理欧阳老师。奥妙复杂的
物理运动，在您的写写画画中，一条条
规律浮现而出，那些难懂的公式便都印
在了我们脑海中。

遇见化学谭老师。环环相扣的化
学反应，在您的讲解下，仿佛变成了小
学生都应知应会的生活常识。

还有生物、地理、政治、历史、音体
美、通用技术等老师。虽然未一一举
例，但我们记在心里。两年后，我还是

会这样，如数家珍般一遍遍念叨着。
也许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你们已

记不清我们的名字，但这些点滴瞬间，
我们会一遍遍唠叨给儿女听。

遇见你们，我最敬爱的老师们，是
我们的荣幸。这便是最美的遇见！

（作者系湘潭县一中 2013 班学生
指导老师：王强）

君子爱花，总爱花中之花。白玉兰
因为花朵的洁白如玉，深受人们喜爱。
她明丽却不妖娆，风仪玉立，勾人心魄，
催人奋进。她高尚却不张扬，丰满的花
瓣晶莹雅致，明润柔和，给人温暖。玉
兰花的形状很像莲花，盛开时，花瓣舒
展，清香阵阵，沁人肺腑。当一阵风儿
吹来，她顺风摇曳，神采奕奕，宛若天
仙。

近日，米允建老师传给我一张二中
校园白玉兰树开花的相片，告诉我这棵
玉兰树已经有一百多岁了。想当年，当
一批有志青年在美丽的莼香园创办学
校时，这棵玉兰树就曾绽放千万朵花
蕾，热烈地迎接他们，随后又陪伴他们
的接班人历经沧桑，走过风霜雪雨，一
直走到今天。

看着这棵秀丽挺拔的玉兰树，我感
慨万分，仿佛又回到从前。我在二中度
过了懵懂、青涩的少年时期。那时住在
学校后院第三宿舍的我，常喜欢去前院
（前莼香园所在地）找发小玩。途中遇
见这棵玉兰树，我总会停下来情不自禁

地向她行注目礼。我喜欢看玉兰树上
白色的花朵，喜欢闻那淡黄色花蕊散发
的沁人芳香。那一朵朵洁白如玉的花
儿，多像校园里温文尔雅、气质超凡的
老师们呀！

照片上的白玉兰风姿绰约，她们迎
着朝阳，披一袭轻纱，染一树芳华。我
的眼睛渐渐模糊，仿佛看到当年的女老
师手拿课本，踏着轻快的步子，笑盈盈
地从莼香园向我款款走来。那白色的

“的确良”上衣配着深蓝色的绵绸裙子，
衬托着她们婀娜的身段，恰似一朵朵美
丽的白玉兰。那里有端庄典雅的李淑
青老师、质朴贤良的李静姝老师、柔弱
要强的夏金兰老师、活泼开朗的陈佳声
老师、伶牙俐齿的王玉英老师，还有我
的妈妈——柔声细语说着普通话的梁
美根老师……

当年教我的老师大多三十来岁，正
处于青春焕发、精力充沛、业务娴熟、风
华正茂的人生阶段。她们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地工作，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
她们热爱的教育事业，献给了自己的学

生。现在，同学们在微信群里，经常回
忆自己的班主任，回忆教他们的任课老
师，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倾诉他们对
老师们的感激和思念。大家相约着一
起去看望老师，师生相聚，回首往昔，笑
谈今日，畅想未来……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几十年
过去了，如今老师们都到了耄耋之年。
亲爱的老师，感谢您用自己的生命之
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们永远
不忘您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尽心
尽力的培育。今天，无论走到世界哪个
角落，您的学生都永远牢记您的谆谆教
诲，不负您的殷殷期望。祝老师们健康
快乐，幸福长寿，就像莼香园里的玉兰
花，长开不败，永葆青春。

（作者系湘潭市二中高60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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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学堂

觉醒之后 青春不朽
——观《觉醒年代》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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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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