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播种路上
■海安市雅周镇中心幼儿园 秦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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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激情高昂的舞曲，每个人都
能旋转出属于自己的舞步。 于我———
一个残疾教师来说，教育生命是一段逐
梦的旅程，是与祖国共成长，用心去做
一名好教师。

1976 年， 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走
上三尺讲台。初为人师，我立下誓言：做
一个有良心的好教师。这是我的教育梦
想。我深知，教给学生半桶水，先生得有
一桶水。于是，在兢兢业业工作的同时，
我花两年时间学完了中等师范的全部
课程，获得中师文凭。随后，我又报名参
加南京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函授学习，取
得了大专文凭。

1984 年 9 月， 我从村小到镇中心
小学担任少先队总辅导员。 当时，学校
少先队工作几乎处于瘫痪之中，“临危
受命”，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宁可少
吃饭、少睡觉，也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办
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 1985 年全国
少工委组织开展的全国万名“创造杯”少先队活动大赛中，
我们从北京捧回了两个“创造杯”奖。 初战告捷，更增添了我
献身红领巾事业的信心。 此后开展的全国“红读”活动，我校
共有 21 篇“红读”征文获奖，学校并获组织奖。

几年后， 学校原来几乎空白的少先队工作一跃跨进全
县先进行列，并在省、市少先队中也有了一席之地。 而我个
人也先后被评为常州市少儿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 并作为优秀辅导员代表出席了江苏省第九次团
代会。

我做了 10 年班主任，学生来源于几十个村庄。 那些年，
我拖着残腿，走遍了每个村庄，走访了我所有学生的家庭。
为了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我专门给他们建了作文档案。 多
年来，正是因为我能以儿童的视角去研究儿童，服务儿童，
我的习作教学成绩斐然， 先后有多家报刊介绍我的创新做
法，我还上了《小学作文创新教学》封面。 梅花香自苦寒来，
多年的探索实践，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激情、激
趣、激活，有力推动了本地区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

1998 年，我任金坛市水北中心小学校长，开启了新的
征程。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求真存正”办
学理念。 我们成立了学校教科室，致力于研究儿童心理、
兴趣，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教科研成了学校一道亮丽
的风景，受到省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 2000 年，学校以常
州市最高分通过了江苏省实验小学评估， 得到评估组专
家一致好评，他们纷纷表示：“理念新，思路清，措施实，效
果好。 ”

一年后，我被调到金坛市教育局教研室任副主任，分管
全市教科研工作。 在我的努力下，全市中小学课题研究覆盖
率达到了 100%。 教育局还在我的呼吁下创办了《金坛教育》
和《金坛教育研究》，由我担任主编，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发
展提供展示的平台。

从教 41 年， 我应邀到市内外作专题讲座 150 余场。 我
还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获江苏省“红杉树”金奖、江苏省
教科研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等。 我先后出版了 8 本专著，发
表了 100 多万字的教育论文。

回首来路，我时常感慨：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没有祖国
的繁荣昌盛和改革开放的机遇， 没有大家的帮助以及自己
的不屈性格，我一个残疾人要走过来是多么艰难啊！

三所学校，三段难忘岁月
1984 年 8 月，我大专毕业，开

始从事教育工作， 先后在 3 所学
校任教， 每一所学校都令我难以
忘怀。

江苏省宝应湖农场中学是我
工作的第一所学校， 我在那里奋
斗了整 10 年。 学校初高中共有
800 多名学生，有两幢楼，一幢综
合楼，一幢学生宿舍楼，虽然都只
有两层，但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已经
很好了。 教师除了工资，还会有些
粮油补助，当时不少金湖籍的教师
放弃到县城工作的机会而来这里，
就因为学校能解决教师家属的户
口及工作问题。

学校有图书馆，说是图书馆，

其实就是 1 间房子， 但图书有档
次。我曾在此读到过有《现代汉语
词典》那么厚的《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竖着排版的，非常珍贵。 阅览
室也是 1 间，有几份报纸，我常读
的是《新民晚报》 和《青年报》。
1987 年， 我借鉴上海育才中学段
力佩校长提出的“扩大阅读，课时
分段式教学”，每周五都带学生到
阅览室读报纸杂志。 我们读报的
同时还办报。 校报从手抄， 慢慢
到钢板刻写油印， 最后到印刷厂
铅字排版印刷， 短短几年， 屡屡
获得全国优秀校刊校报一等奖、
特等奖。

那时候教学工具就是一本书
和几支粉笔，没有什
么资料，要自己印讲
义练习等，首先得会
刻钢板。 工作后的第
二周，我就领到了一
块钢板、一支铁笔和
一筒蜡纸。 刻钢板是
个技术活， 刻写轻
了，印刷模糊 ，刻写
重了， 就会漏油墨。
不过，在老教师的指
导下， 我很快学会
了。 虽然是乡下的中
学，但全县的教研活
动时常在这里举行，
不少教师因所教班
级高考成绩突出获
得市里的表彰。

1994 年暑假后，
我调至淮安市金湖
县第二中学工作，其

后，随着布局调整，农场中学被
撤除。

我在金湖二中工作时间不长，
只有 5 年。当时金湖二中的办学条
件和农场中学差不多， 两幢教学
楼，3 层的，共 24 间教室。 有初中
和高中， 初中班级略多一点。 运
动场是炭渣的，学校东面就是蔬
菜大队，不时会飘来菜农浇粪的
味道。

我大学毕业时被确诊为风湿
性心脏病，医生嘱咐我，千万不
能太累。 但那时我教两个班的语
文， 还做班主任， 不得不劳累。
1996 年 4 月底，因太累而晕倒的
我在医院只住了几天就出院了，
因为学生到了关键时刻。 那一年
高考，我们班共考取 21 人，本科
6 人， 其中 1 人语文取得全县最
高分。 而我也取得了自修大学本
科文凭。 我被县政府表彰为先进
教育工作者。

当时金湖二中的女生住在校
内，男生则只能住在附近的农户家
里。 1997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到
男生宿舍查看，遇到社会上的小混
混正在敲诈学生。 为了追赶小混
混，我摔了个跟头，腿受伤了。多年
后，仍有学生深情回忆此事。 他们
问我，如果追上了，怎么办，小混混
是很猖狂的。 其实我那时没有想
这些， 就想着他们欺负我的学生，
我要抓住他们。

1999 年， 我来到江苏省金湖
中学工作。 其时，我国改革开放已
经取得巨大成就，金湖中学也迎来
了大发展时期。 2001 年 8 月，占地

270 亩、 投资 1.2 亿元的新校区投
入使用。 60 间教室全部引进荷兰
的多媒体设备，每名教师都配备了
笔记本电脑。高中部由原来的 8 轨
发展到 12 轨、16 轨。

从 1999 年到 2013 年，我一直
负责办学校的《世纪星》报。为了办
好这张报纸， 我邀请著名学者、教
授萧兵和周本淳老先生为校报题
词。 从 2008 年 9 月开始，校报正
式改为激光彩版印刷， 并多次在
全国获奖。 此外，我还着手培养小
记者。 我们成立了世纪星文学社，
组建了记者团， 并给他们颁发小
记者证。 当年采访南京农业大学
校长、 院士盖钧镒的林琳同学如
今在北京大学工作。 不知不觉，校
报已经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当时， 我坚持组织学生写周
记， 出版了学校第一部学生作品
集。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有我的学生的
身影。 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两名
学生的语文试卷。

岁月不居，现在的学生已称呼
我为梁爷爷，新分配的年轻教师也
随着学生这样称呼我。 如今，金湖
中学已连续几年承办全国小学生
手球比赛， 所有教室均配置了空
调、大屏、白板等 3 大件。而金湖二
中也有了 11 层高的综合楼， 教学
楼、图书馆、艺体馆、学生宿舍及餐
厅、浴室等设备一应俱全。这一切，
无不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和繁荣。

■江苏省金湖中学 梁万年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经
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整整
31 年。 从徐州市张集中心
小学到孤山小学，再到侯集
实验小学，30 多年来，每一
天我都在教育战线上不断
奋斗。

1988 年， 改革开放 10
年了， 祖国到处欣欣向荣，
我也从铜山师范学校毕业，
来到了张集中心小学从事
数学教学工作。 我工作热情
高，不懂就问，坚持听老教
师的课，并主动请学科主任
听我的课， 因此进步很快，
第二年就被安排到只有优
秀的老教师才能带的毕业
班任教。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
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再
次进入快车道。 我从张集镇
的中心小学调到了大庙镇
的孤山小学。 此时，各级学
校的教科研工作飞速发展
起来，我乘着教育科研的春
风， 向教育科研的深处漫
溯，并进行了《如何进行基
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学教
学》主题研究。

1997 年，我因为教学出
色被调到徐州市侯集实验
小学任教。在此前的教育实
践中， 我逐渐摸索到，6 年
级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早
期，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是
首要的。 于是，我总是在课
后平心静气地找孩子们沟
通交流， 把学困生请到家
里 做 客 …… 通 过 这 些 工
作， 我及时了解了孩子们
的所思所想。

多年来，我从培养学生
的兴趣和自信入手， 改变
作业设置， 挖掘不同层次
孩子的潜能， 提高孩子们
的兴趣， 帮助他们掌握数
学策略、分析方法，引导学
生多用假设、转化等方法，
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如
今， 我的数学课堂被很多
教师和领导称赞是一把
“标尺”。

30 多年来，祖国日新月
异， 我也多次获得先进个
人、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 我将青
春、生命与爱奉献给了教育
事业，倍感光荣。

罗曼·罗兰说过：“要播洒阳光
到别人心中， 总得自己心中有阳
光。 ”阳光带给人们温暖，带来希
望。 幼儿教师就是播洒阳光的“太
阳神”， 从走出学校大门的那一刻
起，我就带着无限的美好走上了工
作岗位，去播洒心中的光。

然而，在众多人眼中，幼儿教
师是“高级保姆”的代名词，工作内
容就是“哄哄孩子”“给孩子擦擦屁
股”“陪孩子唱唱、 跳跳、 玩玩”等
等。一些人对幼儿教师职业浅层次
的认知和偏见，挫伤了年少满腔热
情的我。

唯一值得满足的就是我“混”
得了一个“好老师”的称号。 在很
多农村家长眼中，孩子识多少字、
认多少数、会做多少题，是衡量老
师是否称职的标准。 因而我每天
照顾完孩子的吃喝拉撒后， 就教
他们识字、写数、做题。 也因此，我
赢得了家长的欢迎， 为此我曾沾
沾自喜， 全然没注意到幼儿教育
小学化的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参加了
一家文化机构组织的阅读活动。
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有机会走出
小镇参加活动。 我带着上幼儿园
的女儿一同前往。 那是一节小学
生的绘本阅读课，我发现，女儿在
课堂上那样专注、入迷。 对于一个
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来说， 能坚持
很专注地听完一节小学生的课，
是难能可贵的。 活动结束后好几
天， 孩子还能凭记忆把绘本课中
的故事讲出来， 而且能认出在绘
本中出现过的字。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
对自己以往的教育方式产生了怀
疑……我的心蠢蠢欲动，我不想再

继续做家长心中的“好老师”，不愿
再做“高级保姆”了，而是想做一名
孩子心里需要的“好老师”。

正当我困惑、迷茫时，一个多
年行走在播种路上的人———本镇
的小学教师吉忠兰出现了。 在吉老
师的影响下，我每天陪班上的孩子
一起诵读童谣，给他们讲故事，同
时自己也大量阅读童书和相关理
论书籍，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渐渐
地，我也想和吉忠兰一样，做一名
阅读推广人， 把阅读的种子撒在
自己的班级上，撒在走过的每一个
地方……

“阅读”是一项长期工程，短时
间是看不到效果的。而要想让家长
信服阅读在带给孩子快乐的同时，
还能引领孩子爱上读书和学习，实
属不易。 然而，我坚信行动是最好
的证明。于是，我从自己做起，从自
身的班级做起，坚持每天给孩子讲
故事，把图画书带进课堂，和孩子
们一起诵读童谣、儿歌，一起在文
字中寻找快乐，共同成长。

阅读就需要书， 书从哪里来？
若是让家长出钱买， 难度较大，于
是我只能另想办法。我开始自己花
钱购书，或者到吉忠兰家里借书读
给孩子们听。这是我给孩子们的第
一桶“金”。 一学期下来，班上大部
分孩子有了明显的变化，回家不再
盯着电视机寸步不离了，而是缠着
家人讲故事，讲完一个还想听第二
个、第三个……

渐渐地，除了听，他们更想自
己“读”故事。孩子们的眼睛总是直
勾勾地盯着我手中的书，下课后总
是想尽办法， 在书的周围来回走
着。 但因为书有限，不可能人手一
本， 只能几个孩子堆在一起“共

读”， 或是把书奖给表现好的孩子
先“读”。此时，单靠我买书、借书读
给孩子们听， 已经满足不了他们
的需求了。 就在我为书发愁时，幸
运之神眷顾了我———我获得了
“南通教育博客之星”称号，赢得
了“南通教育博客博文”大赛二等
奖，因此获得了免费赠书的机会。
就这样， 我给班上的孩子赢得了
第二桶“金”。

看着孩子们捧着书津津有味
地读着，我觉得很幸福，家长也开始
对我有了新的认识，逐渐认可了我。
有了家长的支持，工作就容易多了。
通过召开家长会， 我把自己想要给
孩子们买童谣书的想法告诉了家
长，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家长们自己
选取代表给孩子们买了书。

3 年的经典润泽，孩子们得到
了快速成长。 夏浩
然、 张珂等小朋友
创编的主题故事登
上了《童话世界》；
狄文怡小朋友创编
的故事被《早期教
育》 刊载……点点
收获对我来说都是
弥足珍贵的， 让我
更坚信了阅读推广
这条路，我走对了。

在推广阅读的
过程中， 我自己也
爱上了写故事，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写
作 点———儿 童 文
学。 我先后出版个
人书籍 20 多本，代
表作有《别笑范胡
图》系列和《动物魔
法日记》系列，其中

《动物魔法日记》 系列荣获第四届
“中国科普作协协会优秀科普作品
奖”银奖。目前，我的蓝雪花写实小
说系列，《不能说的秘密》和《月亮
湾的两个世界》即将出版。

我还获得了很多“额外的奖
赏”———先后加入南通作协、 江苏
省作协，2018 年成为南通作协理
事。其间，我被评为“海安县十大最
美乡村教师”“优秀教师”等荣誉称
号，被《中国教育报》提名“推动读
书十大人物”，光荣入围“阅读改变
中国”评选活动等。

一路走来，几许尘埃。 为了成
长，我学习着，也思考着；为了成
长，我思考着，并写作着；为了成
长，我工作着，还研究着。这是我的
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知道，成长
是不需要理由的。

自我奋斗的 31 年
■徐州市侯集实验小学 杨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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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祖祖国国共共成成长长
在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历史征程中，江苏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间，一

批又一批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方式建设、见证着江苏教育的辉煌，为祖国的繁荣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期“教育人文”版推出“对话 70 年，奋进新时代·我与祖国共成长”
专题，展示我省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改革创新的良好形象。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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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话话 7700 年年 奋奋进进新新时时代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