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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辛述光 文/图

□春江水 文/图

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传统， 早
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 就
提出 “弟子事师 ， 敬同于父 ”。
教师节， 旨在肯定教师为教育事
业所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教育
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 “五一
劳动节” 也是 “教师节”， 但实
际上并未如愿。

1985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
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 会议决定
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

1985年9月10日， 全国各地举行
隆重的庆祝大会， 迎接第一个教
师节。 国家主席李先念发出 《致
全国教师的信》， 勉励教师为祖
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更大
的贡献。

这幅图片拍摄于1985年9月
10日， 当时地处山西省绛县的国
营红山机械厂子弟学校全体教职
员工， 他们欢聚一堂， 在庆祝第
一个教师节的联欢座谈会之后，
又一起合影， 留下了这个神圣的
幸福瞬间。

母亲是在94岁高龄时离开我
们的。 老人家当了一辈子小学教
师， 她教过的学生无数， 可以说
是桃李满天下。

记得每当教师节来临前夕，
她教过的学生一拨又一拨来看望
她， 这个与她拥抱， 那个跪地磕
头， 这个送上自己获得的劳动奖
章， 那个递上在国外获得的荣誉
证书。 老人家与她的 “孩子们”，
共同回忆曾经的甜蜜时光： 一个
学生因淘气摔坏了腿， 母亲亲自
骑着自行车将他送医院医治； 一
个女孩子的母亲因病去世， 母亲
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照顾她的生

活； 孩子们做 “老鹰捉小鸡” 的
游戏， 母亲当上 “小鸡妈妈” 全
力保护它的孩子们； 母亲下班不
回家和孩子们一起排练舞蹈 “喜
鹊与小孩”。 母亲如同孩子们的
第二个妈妈， 和他们整天处在一
起， 孩子们都说： “老师除了教
我们知识， 更教我们如何做人。”

当年的学生们， 如今也都成
了爷爷辈、 奶奶辈的人， 他们有
时也会带着家人、 隔辈人来探望
老母亲 。 老母亲临终前曾跟我
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就是
当年我教过的学生， 至今没有忘
记我， 他们爱我， 我更爱他们。”

□刘国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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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稿

教师节前夕， 我又收到学生
们的祝福短信。 虽然我已经离开
教师岗位多年， 但我教过的那些
学生们每年都会祝我节日快乐。
看着那一条条饱含深情， 情真意
切的短信， 一阵阵温暖和幸福涌
上心头， 我再次感到了教师这个
职业的神圣和伟大。

学生们的祝福短信让我回到
了34年前，我初登讲台，在乡村中
学当实习老师的难忘岁月 。1981
年4月， 我们6名师范学生到上村
公社曹洼中学实习。 实习是师范
学生的必修课， 它不但能够锻炼
我们的教学实践能力， 还能够提
高我们对教育工作的认知力。到
了曹洼中学， 学校的辛校长把我
们6人分到不同的班级，安排指导
老师对我们进行一对一指导。

我们去学校实习， 有两个任
务： 一是听指导老师讲课， 然后
走上讲台讲课； 二是学习做班主

任工作。 在听课过程中， 通过学
习指导老师的授课方式， 从中汲
取宝贵的教学经验。 我的指导老
师是一名姓卢的女老师。 听了她
的课， 我深深的佩服她在课堂上
的应对自如。 她通过深入浅出的
引导， 幽默风趣的语言， 让课堂
气氛非常活跃。

听了一周的课后， 经过充分
准备和指导老师的帮助， 我开始
试讲课。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 看
着台下那一张张陌生而又好奇的
眼睛 ， 那么多人齐刷刷的望着
我， 我心里充满了紧张。 我感觉
腿在颤抖， 声音也发不出来。 卢
老师坐在教室后面微笑地看着
我， 那眼神满是鼓励。 我平复了
一下自己的心情， 开始按事先准
备好的导语讲课。 慢慢的， 我适
应了课堂气氛， 讲课开始从容淡
定。 45分钟很快过去， 下课后 ，
卢老师对我的讲课给予了充分肯

定， 同时也指出了 “讲课重点不
突出 ， 师生配合不默契 ” 等问
题。 一个月的实习课， 拉近了我
与学生们的距离。 也许我和他们
年龄相近的缘故， 他们既把我当
作老师， 也把我当作朋友， 许多
心里话都愿意和我交流。

整个实习期间， 班主任的工
作最让我难以忘怀。 这些中学生
不失去童真， 善于思考问题， 他
们有自己的思想和逻辑， 遇到问
题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办
法。 这个过程中， 我始终以朋友
的角色与他们倾心交谈， 尊重他

们的意见， 并适当给他们合理的
建议。 我以身作则， 从早读、 课
间操到晚自习， 我都亲历亲为，
陪伴在他们身边。 我用自己良好
的素质和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使他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转眼间， 两个月的实习生活
结束了。 短短的两个月， 我们早
已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个环境，
融入了这个集体。 临别时， 我们
依依不舍 ， 洒泪挥别 。 那段经
历， 已经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笔财
富 。 每当想起它 ， 就会心神荡
漾， 倍感温暖。

赵老师， 从分别到现在， 已
经31年了。 在这11300多个日子
里， 我忘却了许多原以为刻骨铭
心的创伤和更多值得怀念的东
西， 但我却从来没能忘记您， 您
的谆谆教导， 您洁白无瑕的高贵
品质。

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 您很
少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样， 不应
该怎么样 。 然而 ， 您的一言一
行， 一颦一笑， 似乎都在意味深
长地说 ： 要这样 。 初中3年来 ，
我就是在您柔和的笑容里， 懂得
许多做人的道理。 您教语文， 但
有一句与数学关系密切的名言却
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两点
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 修身以正
直为基本。” 这句朴朴素素的话，
一直被我奉为座右铭。

忘不了分别时的茶话会上，
当时还是那般幼稚的我， 憋在心
中好久的一句话脱口而出： “赵
老师， 您对生活像朋友， 为什么
生活有时对您那般苛刻。” 瞬间，
您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我知道自
己的问题太残酷。 您兢兢业业地
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 付出了与
同事一样多甚至更多的精力， 但
仅仅因为是民办教师， 您每月却
只能领来别人二分之一的薪水。
即使是这点微薄的工资， 您还要
把其中的大部分用来照料多病的
母亲， 属于您自己的那样的少。
我曾为这种不公正而愤愤不平，
您却大度地笑了：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知足常乐。” 尽管您
这样说， 我仍困惑不解。

前不久， 我曾经打电话问您
为什么一生都钟情人民教师这个
清贫的职业？ 您非常严肃地告诉
我： “教师是个清贫的职业， 又
是极高尚的职业， 我就是因为舍
不得离开自己的学生， 才一直没
有放下教鞭。” 我被深深地震憾
了 ： 许多年前的困惑 ， 顿时解
除 ， 这是怎样的一种敬业精神
啊！ 您又告诉我， “虽然每个人
都有美好的理想， 但同时又要做
好准备， 在理想破灭的时候， 敢
于嘲笑它， 要理智地对待挫折。
坎坷的路上， 也要迈步。 跌倒并
不可怕， 可怕的是从此失去站起
来的勇气。 当然， 在平坦的路上
更不能飘浮， 因为飘浮同样会令
你摔跤。” 听了您的话语， 我的
泪水夺眶而出。 老师呵， 老师！
您放心吧！ 不管是沉重的雾霭朝
我压来， 还是荣誉将我推向激烈
动荡的浪尖 ， 我绝不会停下脚
步。 因为， 我的前方有一个明亮
的灯盏。

师恩如灯

我当
实习老师的日子

实习结束时本文作者 （第二排左一） 和学校老师合影

桃李满天下的母亲

□陈玉霞 文/图

庆祝第一个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