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上，她
是孩子们的老师；生

活上，她是孩子们的保姆；
校园里， 她又是孩子们的妈妈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拨动
孩子们心弦的“多功能”女人，就是东港
幼儿园园长，47 岁的蓝志香。

1995 年，20 岁的蓝志香从幼儿教育
专业毕业，由于家乡缺乏师资，她成了举
村乡中心学校的一名小学老师。 山里孩
子苦，乡里没有幼儿园，五六岁便要离开
父母去上学。 由于山区家离学校普遍距
离较远， 百分之九十的孩子从学前班开
始就要住校。那时的蓝志香，每天都和孩
子们同吃同住。在 9 年的小学教育中，蓝
志香感受到了幼儿教育对于义务教育的
重要性。然而，彼时我区学前教育相对薄
弱，想起自己学习的专业，2003 年秋，在
所有家人及亲友的反对声中， 蓝志香毅
然从小学转入学前教育行列。从此，蓝志
香用所有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凝香学前
教育。

记得一年盛夏， 蓝志香偶然从别的
家长口中了解到幼儿园周边有一位叫小
伊的孩子，出生时因难产大脑受损，导致

智力、 语言发育迟缓，肢
体活动不协调。蓝志香就带着园内

的资源教师一起到他家里去走访慰问，
看到了令她心酸的一幕： 小伊的爷爷奶
奶年迈多病，妈妈离家多年未归，爸爸沉
默寡言……经过多次沟通， 爸爸终于打
开心扉，哽咽着说了很多……

自那以后， 小伊一家的情景总在蓝
志香眼前浮现， 得空蓝志香就会带上玩
具、零食去看望小伊，教他唱歌、画画，给
他讲故事。三个月后，马上就到幼儿园开
园的日子了， 小伊爸爸问小伊愿不愿意
跟蓝老师一起去幼儿园，没想到，小伊眼
中瞬间有了光彩，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拼
命点头，步履蹒跚地跑向蓝志香，把一颗
大红枣送到蓝老师嘴边， 勾着蓝老师的
脖子说：“老师，抱抱！ ”奶奶看到小伊和
蓝老师紧紧相拥， 忍不住老泪纵横：“老
师，孩子长这么大，除了家里人还没有人
愿意抱他。 边上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
孩子，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谢谢蓝老师
对小伊的关心。 ”一份真心付出，让这个
苦难的孩子找回了笑容。

对孩子们， 蓝志香的爱犹如春风暖
阳；对教职员工，她又像一位“大家长”，
和风细雨般地化解大伙的心结……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蓝志香觉
得这是职责所在，尽管没有轰轰烈烈，却
在一步一步践行初心，她说，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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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恰逢中秋佳节， 不少在外
支教的浙江老师无法与家人团聚，来
自衢江的几名援川教师在第二故乡四
川平武，收到了孩子们赠送的“最喜爱
的老师”手绘画作。 来自区第一小学的
支教老师陈颖拿出了家乡的桂花饼与
孩子们共享，一起欢度这个特别的“双
节”。

上午，陈颖捧着刚刚收到的快递包
裹， 走进四川省平武县北山小学五（4）
班，包裹里装着家人寄来的桂花饼。 陈
颖作为我区第 8 批援川教师来到北山
小学，在“双节”来临之际收到孩子们精
心准备的礼物，她觉得特别暖心。

陈颖说， 孩子们画的漫画虽然夸
张，可一看就知道是自己，她打算把这
些充满童真的画作放在办公桌上，见证
自己与孩子们的共同进步。

活泼开朗的陈老师不仅为北山
的孩子们带去了先进的教学理

念， 还成了孩子们无话不谈
的知心姐姐，是孩子们心

目中“最喜爱的老
师”。

四 川

省平武县北山小学五（4） 班学生王语
说：特别喜欢陈老师生动有趣的上课风
格，所以要画陈老师。
虽然在外支教无法与亲人团聚，但是贴
心的家人时刻都在牵挂她，陈老师在跟
孩子们分享家乡味道的同时，还告诉孩
子们桂花饼的制作技艺以及它衢州“非
遗”的“身价”。

孩子们拿着圆圆的桂花饼，闻着淡
淡的桂花香， 感受着桂花饼的脆甜，萌
生出了想去老师家乡去看看的念头。

从 2018 年开始， 我区与四川省平
武县开展了东西部协作交流，先后派出
多名教师前往平武县北山小学、七一涪
江小学等地交流学习，为当地带去了浙
江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法，架起了
衢平一家亲的桥梁。 今年“双节”，陈颖
将与其他四名援川老师一起在第二故
乡过节，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次采访为两
地老师送上教师节的祝福和中秋节的
乡愁。

杨睿

一家三代人， 同守
三尺讲台。 区实验小学教师何妤
婕是一名“00 后”，成长在教育世家的她，
从小有个教师梦。 今年大学毕业后，她如
愿走上教师岗位， 实现了书香之家的教
育传承梦想。

在区实验小学的现代空中农场，退休
教师何从玛正在给学生们介绍农作物的
种植及生产过程， 站在一旁的是她的孙
女，今年 9月刚走上教师岗位的语文老师
何妤婕。何从玛退休前是衢江的一名乡村
教师， 任教于原衢县大川乡中心小学，他
用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教育事业
的挚爱、用一生的坚守践行自己的教育初
心，也因此成为孙女的终身偶像。

何妤婕至今都记得，小时候家里条件
艰苦，爷爷何从玛却常常用微薄的工资去
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有一年冬天天气非
常寒冷，看到有些学生没穿厚衣服，何从
玛就从家里捧来棉袄让学生穿上。

为教育奉献一生的何从玛是何家第
一代人民教师，如果说爷爷的一言一行对
何妤婕产生了积极影响，那么何家第二代
人民教师———妈妈的言传身教，则在年幼
的何妤婕眼中“闪闪发光”：妈妈教学经验
丰富，带学生有自己的一套小“妙招”，学
生跟她相处得即像师生又像好友，这也成
为何妤婕最向往的师生关系。

耳濡目染，不学以能，家中两代教育
人成为何妤婕从教道路上的榜样和目
标。 虽然到区实验小学的时间不长，但是

何妤
婕一入职
就担任了一年
级的班主任兼语文
老师，她在教学中想方设
法创新教育模式，不断摸索适
合低段孩子的上课方法， 她固执地
认为， 爸爸和妈妈虽然是自己要学习的
榜样，但自己更要超越他们。作为“00 后”
教师， 必须要有一套符合新时代的教育
理念，为孩子们打下知识基础的同时，更
要与孩子们在思想上共同成长， 这样才
能赋予这些祖国的未来无限可能。

课堂上， 何妤婕充分发掘学生潜能，
鼓励每一个学生学有所得。 课堂外，何妤
婕主动融入学生的小世界，和他们交心做
朋友。学生谭瑾熙从不掩饰自己对何老师
的喜欢，因为何老师上课经常会带大家做
游戏，像姐姐一样，平时碰到什么事情都
会第一时间想着去找何老师“帮忙”。

一家三代教书育人， 薪火相传桃李
天下。 虽然三代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每
代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追求是相同
的，女儿和孙女都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这
让老爷子倍感欣慰，他说，三代教书的意
义， 是看到始终有人在一点一点为我们
的教育蓝图添色， 这也是一代更比一代
强的根本所在。 杨睿 郑孙妙奇

参加工作 38 年，扎根农村教育 38
年，连续 38 年担任班主任。 38 年，从少
女步入老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挥
洒在了农村教育这方沃土上， 勤勤恳
恳、无怨无悔，她就是高家镇中心小学
教师邵金妹。

从走上三尺讲台的第一天起，邵金
妹就有一个纯朴的愿望： 教好农村孩
子，支援农村、报效家乡，做一个好老
师。从村教学点复式班三个年级教学到
村完小，再到镇中心小学，38 年在农村
教学第一线的坚守，邵金妹用汗水抚育
了一批又一批的“好苗子”。邵金妹始终
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位学生，在她眼
里，学校无小事；在她心里，班级无差
生。对于后进生、留守儿童，不歧视不漠
视，始终耐心、细心：学生生病缺课了，
补上；犯错了，就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
……如今终是桃李满天下。

从教以来，邵金妹坚持一边抓好课
堂教学，一边抓好教学研究，将教学经
验和体会进行总结、凝练、提升，努力做
“两专”型教师。她曾先后主持参与多个
市区级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颇丰。 所
撰写的论文，多次在市区级获奖，并在

区级课堂教学评比中屡获佳绩。守望初
心奖、红烛奖、优秀班主任、先进教育工
作者等荣誉，邵金妹几乎样样不落。

在众多荣誉面前， 邵金妹没有骄
傲，没有懈怠，更没有放松自己，始终凭
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教育工作的执
着一路默默地前行，她说，桃李满园就
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

来源 | 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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