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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孩子都有出息是最大的欣慰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张海庆
密云区河南寨中学教师

高秀琴
延庆区下屯中心小学教师

肩头上担着孩子们的希望

低调，儒雅，这是密云区河南寨中
学教师张海庆给人的第一印象。他跟很
多普通的中学教师一样，以立德树人为
己任，以根植乡村为自豪，怀着对教育
事业的执着追求，站在三尺讲台上激情
挥洒、辛勤耕耘。34年的一线教育工作，
让张海庆懂得用爱和责任诠释信仰，播
撒希望。“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站在三
尺讲台上，陪伴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张海庆说。

1985年， 高中毕业就走上教学岗
位的张海庆曾在密云山区工作了8年时
间。 “山区条件艰苦， 路途遥远， 交
通不便， 吃水困难。 爬山梁， 越沟坎，
常常是上山一身汗 ， 下山一身霜 。”
张海庆告诉记者， 寒来暑往， 他落下
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但即使这样，
他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调到密云平原地区工作， 张海庆
依然选择战斗在乡村中学。 “我本身
就是河南寨镇人 ， 到镇中学来教书 ，
也算是回馈家乡。” 在34年教师职业生
涯中， 他已经不记得教过多少学生了，
看着一批一批学生带着希望走出校园
走向成功， 他倍感欣慰。

有一次走在街上， 张海庆接到了
一名学生的电话， “张老师， 我刚刚
看到您了， 您别走， 我开车掉头回去
找您。” 并不知道电话那头是谁的张海
庆原地等了一会， 过来一辆车， 车上

下来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他几
乎认不出那是谁。 只有学生回忆的故
事， 让他依稀记起一些往事。 “张老
师， 您对我的影响有多深， 您可能自
己都不知道。” 学生说， 当年， 他用几
天的生活费在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买了
一盒烟， 想以此炫耀， 看到这一切的
张老师没有责怪和批评 ， 只对他说
“把烟退了， 换成面包”。

让张海庆没有想到的是 ， 自己
小小的善言善行， 能让学生感恩一辈
子。 “这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 对每
个孩子的教育都应该更细致， 更有爱
心。” 他说， 身为班主任， 他有责任带
好每一名学生， 用爱和责任托起明天
的太阳。

张海庆刚刚送走毕业的那个班里
有个叫做小涵的转班生， 她父母离异，
浑身痞气， 在校园里算是十足的 “小

霸王 ”， 一言不合就打架 。 面对这个
“烫手山芋”， 他多次找她谈心做工作，
并帮她交饭费， 为她买校服， 动员班
上其他同学来帮助亲近她。 同时， 他
多次家访与家长沟通， 请家长一起不
要放弃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满身戾气的女孩 ，
面对张海庆老师的爱心与耐心受到了
感化， 向老师敞开心扉。 “她承认无
心学习， 要放弃自己， 甚至离家出走，
用逃学来逃避问题。” 张海庆回忆。 那
段时间， 即便是初三的教学任务和功
课非常紧张， 他也从没有放弃过寻找
这名学生， 并不断给学生和家长反复
做工作， 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小涵终于重
返校园， 张海庆与其他任课教师和同
学商量， 共同帮助和鼓励小涵努力学
习， 利用最后的机会冲刺中考。

孩子是腼腆的， 她不懂如何表达对老
师的感谢， 就等在办公室门口， 看着
张老师吃完饭后争着给他洗碗， 并悄
悄地说 “我要把 ‘老大’ 的碗， 洗得
干净点”。

“老大” ———这是学生们给张海
庆老师起的 “外号”， 带点江湖气， 但
也彰显了孩子们对老师的爱戴与信赖。
他们把班主任看成是班集体里的带头
人， 他们崇拜并敬重这个站在三尺讲
台上给予他们希望和爱的人。

从青丝到白发， 经历过多次教育
教学改革的张海庆， 依然活跃在三尺
讲台上， “教师这个职业， 就是要不
断学习和进步， 这样才能教育出适应
新时代需求的人才。” 他希望可以一直
站在这里， 肩挑一份责任， 心怀一份
希望。 因为教室里， 永远有那么多发
光的眼神在看着他。

1986年， 从延庆师范学校毕业后，
21岁的高秀琴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美好
憧憬， 站在了乡村学校的三尺讲台上。
这一站就是33年。

高秀琴是延庆区千家店镇人， 从
小她就有一个当教师的梦想。 “我初
中的数学老师写板书特别好看， 讲课
清楚明白。” 高秀琴说， “我就想成为
像他一样的教师 ， 多培养一些孩子 ，
让农村的孩子走向外面的世界。”

“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 高秀琴
如愿成为一名教师。 在33年的教学生
涯中， 她一大半时间担任着六年级的
语文、 数学的教学， 同时一直担任班
主任工作。 这期间， 她走进了无数个
家庭， 定期召开家长会， 与家长及时
沟通。

她曾经带过的一个班中， 有一个
男孩子总是不写作业 ， 也不爱说话 。
通过家访， 高秀琴得知， 孩子妈妈身
体不好， 家里也很穷。 从那以后， 高
秀琴就对这个孩子特别关注， 课堂上
督促他积极发言 ， 生活中关爱备至 。
慢慢地， 孩子开朗了很多， 学习进步
也很大。

“教书是个良心活，无论如何，都不
能亏待了学生。 ”高秀琴说。 在从事乡
村教育这么多年来，高秀琴教出的学生
有千余人，“有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了教
师，而且很优秀。 ”高秀琴开心地说。

在少先队工作方面， 高秀琴用心
组织队员参加各项活动， 丰富了大家
的业余生活， 使孩子们的素质得到了
很大提高。

为了让农村孩子登上各种活动舞
台， 展现才华， 开阔眼界， 她耐心辅
导孩子们参加各种活动， 包括全国校
园手抄报、 各级各类征文、 小学生模
拟法庭、 地面粉笔画、 汉字听写、 摄
影、 科幻画等， 孩子们在活动中得到
锻炼， 在收获中成长。

在高秀琴的手机里， 存的全是孩
子们的照片， 包括在各种赛事中获奖
的、 学习中的、 活动里的， 还有孩子
们的生活照。

作为教师， 她知道只有爱是远远

不够的， 还需要教师精湛的教育教学
技艺。 在课程改革的号角声中， 她不
断地学习新思想 、 新理念 、 新方法 ，
让教学方式保持新鲜感。

她将现代教育技术融入课堂， 虚
心向有经验的年轻教师学习， 不断改
进自己的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充
分发挥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 使同学
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目前， 她在
延庆区下屯中心小学带毕业班， 在历
年的区级教学监测中， 她带的班级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

因工作踏实勤恳， 她所带的班级
多次被评为市、 区级先进班集体， 她
也先后获得过北京市少先队 “金质奖
章”、 北京市 “学生喜爱的班主任” 等

荣誉称号。
多年来 ， 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 ，

高秀琴根本不休息。 “看不见孩子就
着急， 总惦记他们是否认真听课， 认
真完成作业。” 前几年， 高秀琴的眼睛
里长了一个东西 ， 因为怕耽误上课 ，
她硬是忍了一个学期， 到暑假才去动
了手术。 开学回来后， 因为还不能见
光， 也怕沾上粉笔末， 那段时间她一
直戴着墨镜上课， 这成了课堂上的一
道风景线。

当被问到对从事乡村教师这个行
业有没有动摇过时， 高秀琴坚定地摇
摇头 ， “从来没有 。 把孩子们教好 ，
让每个孩子都有出息， 就是我最大的
欣慰。” 高秀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