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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没休过
完整双休日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 领着一
群小鸟飞来飞去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才知道那间教室 ， 放飞的是希望 ， 守巢
的总是你 。 ” 一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的深情礼赞 ， 道尽了人们对乡村教师坚
守讲台、 甘为人梯的崇高敬意。

在北京的乡村 ， 就有这样一个教师
群体 ， 他们坚守在乡村教坛已经超过了
30年 ， 他们以自己平凡的守望 ， 谱写出
了一首首让人回肠荡气的园丁赞歌。

教师节前夕 ， 午报记者兵分多路 ，
深入到延庆 、 密云 、 平谷 、 门头沟 、 通
州 、 顺义的偏远乡村学校 ， 走进这批从
教超过 30年的乡村教师的课堂 ， 记录他
们的光荣和梦想 。 并借此向所有乡村教
师表达敬意 ！ 向所有坚守教坛托举祖国
希望的人民教师致敬！

老师们，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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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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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东
通州区漷县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三十年驻守乡村课堂

张学立
平谷区刘家河中学校长

“我要穷尽自己的一切， 无愧于教师的称号，
无愧于自己的学生。” 他叫张学立， 平谷刘家河中
学现任校长， 已经扎根山村三十载做教育。 三十
年来， 张学立带领全校师生创造了近10年中考成
绩全区前三的教育奇迹。 他被全国教师教育协会
评为 “优秀校长”； 连续四届当选 “平谷区标兵校
长”， 连续六届当选 “平谷区教育先进工作者”。

1988年， 年仅19岁的张学立迈进平谷区刘家
河中学的大门。 由于刘家河中学是一所山区寄宿
制中学， 班级中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在校住宿， 张
学立便长期住在学校。 那时的学校没有围墙和操
场， 时常停电， 低矮破旧的平房四面透风。 他便
带着学生平整河套， 建造活动场地； 用旧报纸糊
门封窗， 抵御严寒； 手执蜡烛， 照亮那黑漆刷成
的黑板。 就这样他日夜操劳， 带着一批又一批的
孩子， 一起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时至今日， 他的学生这样回忆： “迄今为止，
张老师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 。
‘长大后我成了您， 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
望， 守巢的总是你。’ 这首歌描写的就是张老师这
样的人。”

二 （4） 班原来整体比较散漫， 学生综合素养
又差， 尤其是期末成绩较其它三个班相差60多分，
没人敢接……教学副校长李怀庆愁眉不展， 一时
间整个办公室陷入沉寂。 学校领导班子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答话。 “这算个啥， 化学我
来， 如果中考进不了前三， 我自当受罚。” 张学立
却笑着回应。 所有人不禁怔住了， 正职书记、 校

长要教课， 能行吗， 那还不忙翻天？ “物理我来，
班主任也就是我了， 校长都不怕， 我怕什么。” 团
书记王志诚似乎受到极大的鼓舞。 “英语就是我
了。” 李怀庆笑了。 那一年中考， 这个班的成绩直
追其它三个班级， 没有被拉下， 尤其是化学居然
取得 “高分率、 优秀率、 及格率” 全区第一的优
异成绩。 “有困难张校长上， 我们什么都不怕。”
似乎从那时开始， 这样的思想悄然扎根于每一个
教师的心中。

有时， 同事朋友会开玩笑： “当校长， 还教
课， 光显你了？” 每当这时， 他总是一笑， 淡淡地
答道： “这算什么。 当德育主任时， 我除了教化
学当班主任， 还要兼任年级组长、 教研组长呢 ，
这都不是事儿。” 虽然说着轻松， 可只有他自己心
里清楚， 随着近几年学校人员流动， 结构性缺编
严重， 人员安排不开，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 自己
必须顶上。

三十年的教育生涯， 张学立没休过一个完整
的双休日。 除了住校， 他每天都要五点半起床，
六点多到校， 晚上七点离校。 三十年的坚守， 已
然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再苦再累都毫无怨言， 因
为他说这是一名乡村教师应有的担当。

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到知天命的学校骨干，
三十多年过去， 她教过的学生一批批毕业， 讲台
下， 不觉间坐着的已是学生的孩子。 有过进城区
的机会， 也有过更好的发展前景， 但通州区漷县
中学语文教研组长郭卫东还是选择守着乡村孩子。

从事语文教学， 源于郭卫东对学科的热爱；
扎根漷县中学， 透着她对这片土地的痴情。 静静
地捧起书本钻研思考， 那是郭卫东人生的惬意与
享受， 读王荣生， 读于漪， 读钱梦龙、 余映潮…
…纸张翻阅间， 滋润了自己的心性， 盘活了教学
的思维。 围绕激发学生兴趣和创造力这一核心，
郭卫东结合学情和文本特色创设情境， 深入开展
“品读” 教学， 给学生提供开阔的活动空间， 让他
们积极动脑思维， 开口表达， 动手写作。

农村的学习环境不比城里， 学生学习习惯往
往不好， 这让郭卫东操碎了心。 “这些孩子的家
长受学历水平、 教育程度等限制， 对孩子的教育
和管理都不到位， 乡村教师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
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上。”

郭卫东说， 近几年学生受手机影响较大， 家
长又指望不上， 想要教出成绩， 老师们更要依靠
在校时间。 “面对严峻的教育形势， 我认为教师
必须改变自己， 努力钻研教学， 提高课堂45分钟
教学效果。 关键一环是做好课堂教学设计， 而学
生的需要是教学设计的基点。 由于学生课下自觉
学习习惯差， 预习效率不高， 因此， 我把预习环
节安排在课上， 培养、 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阅
读课的第一节安排学生自主预习， 通过书面调查
等方式， 采集学生问题， 以此为突破口， 设计教

学过程， 努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以学定教’。”
很多学生因为学习习惯不好， 一首古诗背下

来， 转眼间便忘得一干二净。 她认为， 孩子学习
能力有， 灵性也不差， 最需要的是老师持续的鼓
励与支持。 “掰开了揉碎了， 让他去理解领悟诗
词的要义， 一次背不下来便辅导他两次， 甚至更
多次。 孩子不怕背不下来， 就怕你放弃他。”

每当那些平时总不及格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
及格了， 郭卫东心里除了成就感， 还有安全感。
她说， 这样能让自己觉得无愧于家乡， 无愧于人
民教师的名号。 “家乡想要振兴， 想要建设发展，
想要跟上副中心的步伐， 这代孩子肩负着使命。
让他们学有所成， 哪怕是今天超越昨天， 都是一
名乡村教师在此坚守的理由。”

教过的学生的孩子又成了自己的学生， 郭卫
东笑言， 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 “轮回” 了。 “我
教的孩子长大了， 成家了， 立业了， 如今又要教
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证明我还在这个学校里， 没
离开过他们， 没放弃过他们。”

郭卫东说， 城市需要好教师， 乡村更需要好
教师， 这里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牺牲更多的时
间， 教师应当拥有自己的信仰。 她认为， 这份信
仰既是平凡， 如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里那份执
着一样， 扎根乡村三十年， “风雨不动安如山”，
只等学子功名就， 师生相拥 “俱欢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