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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山区学校， 他一干就是24年； 面对多次晋
升的机会， 他婉言谢绝； 在他的心中， 与学生在一
起的日子特别快乐， 能用知识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山
是他的梦想。 这， 就是平谷区黄松峪学区教师史春
旭。

史春旭是平谷本地人， 1991年从平谷师范学校
毕业后， 来到黄松峪小学任教， 把青春和心血都奉
献给山里的孩子。 作为农民的儿子， 他继承了双亲
朴实、 善良的优点， 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 多次被
评为区优秀共产党员， 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市级师
德标兵、 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1995年， 学区晋升他担任教导主任， 可是他舍
不得学生们 ， 一年后选择回到魂牵梦萦的课堂 ；
2000年， 他再次婉辞领导岗位； 随后的十几年， 他
几次婉谢领导的好意， 坚持在一线工作， 即使面对
当校长的邀请， 也毫不动心。 他喜欢每天走出家门
就能看见学生和家长的感觉， 他喜欢逢年过节和学
生一起吃饭的感觉， 他喜欢在村里教一辈子书的感
觉。 他用行动证明， 他是真的热爱教学工作， 热爱
山区学生。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 用真心去对待他们 ，
这是史春旭身体力行的想法。 他的班里曾经有一个
学生小涛， 饱受继母的虐待， 继母甚至要把这个孩
子送给他人抚养。 为了帮助小涛， 自己也不富裕的
史春旭主动去和县里的啤酒厂联系， 为孩子解决学
习的费用。 小涛升入初中后， 他一如既往地关心 ，
带着小涛一起去山上挖草药， 去铸造厂捡铁砂， 品
味生活的艰辛， 锻炼坚强的意志。 如今， 小涛长大
成人， 有了一份工作， 还成了家， 懂得感恩的小涛
每年春节都会给史春旭发短信， 感谢老师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

学生东东3岁时失去父亲 ， 从小养成偏激的性
格， 稍微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 就会引发不良情绪，
谁也劝不住。 史春旭没有丝毫厌烦， 总是耐心地对
待， 东东发脾气的时候， 他就成了东东最大的靠山，
还替东东去和同事沟通 ， 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 。
“我觉得教师就是为了弥补孩子人生的缺憾而存在
的， 让所有的孩子能享受到成长的幸福与快乐， 是
教师工作的全部意义。”

每到下雨天， 他都会送家远的学生回去； 学生
父母有事外出， 他就招呼到自己家吃饭， 妻子对此
已习以为常。 “他经常拿出钱， 贴补家庭生活困难
的孩子。 他教过的学生如今都和他保持联系， 经常
来家里做客。 虽然家里的事情常指望不上他， 但我
理解他对教育的热爱， 我支持他。”

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是史春旭最简单的愿望；
能用知识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山， 是他的梦想。 在山
区学校， 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 面对一颗又一颗
感恩的心， 他却说，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 是他们
让我体会到作为教师的幸福。”

24年扎根基层
真情守护山里娃

史春旭 平谷区黄松峪学区教师

走进丰台一幼， 你就会被它的特色所吸引。 无
论是 “红杉树精神”， 还是吉祥物 “小蚂蚁”， 它们
都向记者呈现了一种团结的力量。 这里的每位老师
都在不断超越自己， 传递着教育的正能量； 这里的
每位孩子都像小蚂蚁一样， 不惧困难， 健康成长。

说到这一切的缔造者， 朱继文给出的答案却很
简单： “我只是红杉树林中的一个。 红杉树的成长
方式就像幼儿园的发展一样， 需要的不是单一个体
的强大， 而是大家紧密团结， 把手拉在一处， 把根
扎在一起， 以团队协作求得发展。” 23年的教学历
程， 朱继文被称为奇迹的创造者， 在童话的世界里
演绎着幼教的神话。

采访的一天中， 朱继文身边的每个人都被她的
快乐感染着。 “我见不得幼儿园任何一个人不开心，
因为只有教师都开心， 才能教出活泼开朗的孩子 ，
只有孩子们都开心， 才能体现幼儿园的教育意义。”
她就是这样以情动人、 以情聚人、 以情感人， 微笑
面对工作， 积极化解生活中、 工作中的难题。

2012年的7月， 在幼儿园的年度体检中， CT显
示朱继文的脑部有一个小肿瘤， 医生建议立即进行
深入检查。 而她却总乐呵呵地说没事。 其实大家都
知道， 当时正是一幼的第五所幼儿园开园， 如果不
能准备好， 就会耽误当地小区的小朋友上幼儿园 。

老师们知道何时开园其实并没有硬性规定， 于是纷
纷让她住院观察治疗， 可朱园长像没事一样， 继续
坚持每天早来晚走， 周六日还和老师们一起到新园
进行环境创设。

6个月过去了， 直到放寒假， 朱继文才住进医
院。 在医院里， 她还不忘园里的事， 每天打电话询
问， 在病房里召开班子工作会。 每天晚上的日记中
记录的也是她对教育的新思考。 2013年1月底朱老师
做了脑部开颅手术取出了脑瘤， 2月中旬， 朱老师带
着欢声笑语又出现在幼儿园， 和老师们一起进行开
学准备， 谁也没看出来她精神的新发型其实是假发。

朱继文不喜欢呆在家里没事干。 “前几天可能
是着凉了， 手臂疼， 来到幼儿园居然就好了。 要是
生点小毛病了， 来幼儿园准能好得快。” 朱继文笑着
说。 她对工作的这种激情， 不但使她始终保持着高
昂的工作热情， 同时还影响着周围的其他同事， 她
们将自己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所有的宝贝。 “与朱
园长一起工作虽然很累， 但快乐着、 幸福着。” 这是
丰台一幼教职员工的心声。

这就是朱继文， 她和一群有奉献、 博爱的教师
妈妈， 正在培育着有幸福、 快乐的儿童宝宝。 在这
所洋溢着 “和” 与 “美” 的园所文化的幼儿园里 ，
它俨然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老师开心才能教出开朗的孩子
朱继文 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提起师德， 从教17年
的数学老师郭勇依然记得当年的校训。 校训说的师
范， 即是一要学术高， 二要讲究师德。

郭勇是199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 教高中
数学， 当过多年班主任。 在他的教学生涯中， 他认
为， 德育教育从长远看要胜于知识的教学， “每带
一个班级， 学习最好的总是那么几个， 大多数成绩
都是中等， 还有少数学生成绩比较差， 不能因为学
生成绩差， 就忽略德育。 教书育人， 除了教学知识，
还要教做人的道理。”

韩愈曾说，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老
师， 是用来传授知识、 教授学业、 解答疑惑的人 。
老师， 不只是简单的教书匠， 还要教授学生为人处
事的道理与主动学习的可贵品质。 这一点， 郭勇在
17年的教学生涯中领悟很深。

郭勇说， 师德， 除了教学生做人， 老师还要讲
究奉献精神。 在北京教书很多年， 郭勇一直有一个
愿望， 就是去边远地区支教。 四五年前， 郭勇便申
请去新疆支教， 但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成行， 他觉得
非常遗憾。

今年， 郭勇得知朝阳区要派教师进藏援教后 ，
虽然家里幼子刚刚1岁多， 但他还是毅然主动提出申
请援教， 终于如愿以偿。 今年8月， 郭勇从北京来到
西藏拉萨北京中学担任数学教师。

虽然不是班主任， 但郭勇还是注重德育。 “教
书， 还要了解学生， 我得去学生家进行家访。” 郭勇
有了这个想法后， 很快就付诸行动。

8月下旬的一个周末， 郭勇和学生一起坐车到
学生家家访 。 “从拉萨的最东边坐汽车到最 西
边 ， 坐了近 3个小时 ， 到学生家已经是中午了。”
郭勇说。

到了学生家后， 郭勇了解到， 学生家原来在山
区， 原来住的房子很一般， 刚刚盖了新房， 家具还
是从亲戚家临时借用的。 在和家长聊天中， 郭勇得
知这名学生学习很不容易， 也很刻苦， 希望能考上
大学， 出人头地。

在学生家里， 郭勇仔细了解影响学生的各种因
素， 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 在学生家呆了几个小时，
郭勇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车返回学校。

“这是我第一次到藏族学生家中家访， 收获颇
多。 第一次坐了近3个小时公交车从拉萨最东边到最
西边。 第一次近距离与藏族同胞交流， 了解了他们
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 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
真是不虚此行。” 郭勇说。

郭勇告诉记者， 他将在西藏援教两年。

有教无类
倾心培育每个学生

郭勇西藏拉萨北京中学教师

朱继文与孩子们做游戏

郭勇与学生合影

史春旭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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