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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双腿残疾，行动不便。
他，以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当“拐杖”，倚

靠着车轮滑动的惯性带动身体前行，每天
迎着晨曦到校， 沐着星辉回家，30 年来如
一日。

课堂上，他扶着墙壁、讲台，热情讲解，
循循善诱；板书时，他左手抓住黑板边缘，
右手写字；学生练习时，他手扶桌子，一步
一挪逐个检查； 学生搬来椅子让他歇一
歇，可他总坚持站着上课，他说这是教师授
课的要求。

他，就是福建省云霄县和平乡宜谷径
小学教师高养清。

双腿萎缩
也要“站”在讲台上

今年 58 岁的高养清在三尺讲台上已
经站了 37 年。回首当年初登讲台，高养清
无限感慨。 1977 年，高养清高中毕业，他
毅然选择回乡当民办教师， 每月只拿 16
元工资。

“山里穷，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当老师，
孩子们求学无门，我心疼啊。 ”高养清当时
就是这样想的。

1984 年， 高养清从云霄师范进修毕
业，依然不改初衷，回到家乡的宜谷径小学
任教。

然而，正当高养清准备好好地干一番
事业时，厄运却悄然而至。

1985 年的一天，高养清突然感觉腰部
疼痛，起初他没当回事。 “那时候只是感觉
腰疼，半夜疼得睡不着觉，只能整夜坐在床
上，有一天实在坚持不住了，一不小心还从
床上栽了下来。 ”高养清回忆说。 随后病情
越发严重，他常常疼得无法支撑身体，而且
从腰部疼痛发展到腿部行动不便。 “走路
的时候腿打颤，一步都不能走。 ”

高养清双腿肌肉正一天天萎缩 。 但
是，他不想耽误孩子们上课 ，一边寻医问
药，一边仍然坚持教学。 直到亲友再三催
促，他才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求诊 ，被确
诊为胸椎瘤。 手术虽然成功，但久受压迫
的神经已经难以恢复 ， 他双腿走路的功
能几乎丧失。

那年，高养清只有 28 岁。
“当得知自己双腿不能走路时，我感觉

天都快要塌下来了，我好想站着再讲一堂
课啊。 ”躺在病榻上的高养清感觉一下子
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但是一想到班里那些
可爱的孩子，高养清仿佛又找到了 “站起
来”的勇气。

“我要回学校！ ”高养清在心里对自己
呐喊。

风雨无阻
以自行车当“拐杖”

为了能重返讲台， 高养清开始尝试坐
起来，每天自己扶着墙壁练习，拄着拐杖学
走路。 在家休息两个月后， 他不顾家人和
同事的劝阻， 又主动回到了学校。 为了不
麻烦别人，高养清用一辆破旧自行车当“拐
杖”，左手紧抓住车把，右手抓住后架，随车
轮的转动， 双脚一步一挪晃动着身子向前
移动。 遇到下坡，就凭借双手的臂力，踏上
车子的脚蹬，利用惯性前行。

靠着这个特殊的 “拐杖”，29 年来，高
养清风雨无阻，从不迟到或早退，也没落下
一节课。

宜谷径村村民高建国说 ：“每天早上
六点半， 都会看到高老师扶着破自行车
走在通向学校的泥路上，一步接一步 ，艰
难得很。 ”

从家里到学校 ， 这段不到 500 米的
路并不算远，但是对于高养清来说 ，却要
走上 20 多分钟 ，摔跤更是家常便饭 。 跌
倒了，受伤了，自己爬起来，拍拍尘土 ，继
续走。 高养清记不清自己在这条路上摔
过多少跤，身上经常是老伤没好 ，又添新
伤。 但是只要一想到孩子们，他就有使不
完的劲。 每当天气不好，高养清总是早早
地出发， 从来不让自己耽误孩子们哪怕
一分钟的学习时间。

每天的教学工作 ， 对高养清来说格
外艰难 。 仅是站立这个动作 ，就要付出
常人无法体会的艰辛 。 教室的讲台也就
1 米高 ，每当他要起身板书的时候 ，必须
一手扶着讲桌 ， 一手抓着黑板边沿 ，用
双手支撑着整个身体站立起来 。 所以 ，
每一次 “起身 、站立 ”的动作 ，都让身旁
的人为他捏一把汗 。 即便这样 ，高养清
仍坚持进行课堂巡视 ，还不时走下讲台
为学生检查作业 。 尽管校长早就特批他
可以坐着上课 ，但高养清仍然坚持站着
上完每一堂课 。

“哪怕是扶着讲台，颤巍巍地把一节课
讲完，对我来说也是幸福的。 ”高养清说，
“有时候身体会有不舒服， 但只要能站起
来，咬咬牙也要把课上完，我不想耽误孩子
们的功课。 ”

下课了，高养清也不闲着。 他常常搬
张小板凳坐在教室后面 ， 给孩子们解答
些问题。 每个周末的上午，他还会专门到
学校，等待孩子们来问学习难题。 因为他
知道，山村孩子的家长多数外出打工了 ，
孩子们若遇上学习困难了 ， 连个问的人
都没有。

负债累累
却为学生垫交学费

“不管孩子的成绩多不好，我都对他们
有信心， 我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他们不读
书了。 ”高养清说，“山区就是这样，一到开
学， 总有一些孩子因家里经济困难无法按

时上学或失学。 ”每到这时，如果发现班上
的人少了，高养清就得动身，一个一个地上
门劝学。

2008 年 9 月， 二年级学生小娇和炉
生姐弟俩久久不见来报名 ， 高养清又扶
着自行车上路了。 山路崎岖，他摇摇晃晃
地走了近两个小时，到了小娇家 ，两个孩
子一见他就哭了 。 他们的父亲工伤在家
已经休养了两个月，家徒四壁 ，拿不出学
费，两个孩子只能辍学。 看到这种情况 ，
高养清说：“孩子读书太重要了 ， 学费我
先垫上。 明天一定让孩子到学校报到。 ”
孩子的父亲感动得说不出话 ， 连连点头
同意。 第二天早上，姐弟俩就背着书包蹦
蹦跳跳回到学校了。

30 多年来，高养清协助学校动员学生
返校入学 100 多人次， 为困难学生垫交学
费上千元。

作为一个四口之家的顶梁柱， 高养清
的生活并不富裕。 这些年农村教师的待遇
略有提高，眼看着日子要好过点了，不料他
腿部病情又恶化了。

2008 年的一天， 高养清在上课时，忽
然一下子瘫倒在教室里。 他被诊断患有大
静脉血栓，10 多万元的医疗费又让他一家
负债累累。

然而， 生活的艰难并没有阻止高养清
体验身为教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我生病
了，隔三岔五，家里总是挤满了以前教过的
学生，大家嘘寒问暖，关心着我。 当老师真
是很幸福的，这一辈子再苦再累也值得”。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刚刚好转，高
养清又匆忙返回学校。

说起高养清， 校长张伟平充满敬重，
“我们都觉得每天这样奔波，对于高老师来
说太辛苦，更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多次劝他
病休，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我和讲台打了 30 多年交道，三尺讲
台虽小，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舞台。要是
离开，我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儿。况且我还不
到退休年龄，只要我还能迈上讲台，我就要
坚持下去。 ”高养清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37 年的教学生涯
里，经高养清执教的班级获得了 40 多次学
期成绩学区第一。 1998 年，高养清被评为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虽然不能像健
康人一样自如行走， 高养清却始终快乐爽
朗：“我没有认为自己是残疾人， 一生都保
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残疾是后天的，人生改
变要靠自己，健全人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
到。 让这些农村孩子长大成人，走出山区，
就是我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 ”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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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高养清：讲台上最美的舞者
任课教师是否平等对待每一位

学生？ 是否有体罚、变相体罚、讽刺
学生的现象？ 是否上课时间接打手
机？是否按时批改作业？是否会利用
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无偿辅导？ 是
否经常与你进行教育教学方面的沟
通交流……

这是浙江省松阳县教育局向全
县中小学学生和家长发放的师德调
查问卷上的问题。

教师职业倦怠、敬业精神缺失、
教育方式方法简单、开展有偿家教、
向学生兜售教辅材料等有悖师德的
现象，一直备受社会诟病。

2015 年，松阳县教育局把师德
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
重点内容， 将其列为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及“一把手”领衔整改
项目。

松阳县教育局局长李文标介
绍：“我们制定了整顿师德师风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挂图作战，每月将整
顿的进度和成效在本县的报纸上向
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对违背
师德的现象绝不护短， 坚决把不正
之风压下去，把高尚师德树起来，力
争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

行风督导 量化考核

松阳县从教育局到各中小学、
幼儿园均成立了师德师风建设领导
小组，聘请了行风监督员，向社会公
布师德师风投诉举报电话， 制定了
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方案和量化考核
办法。教育局根据《量化考核方案》，
对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进行全面
细致的量化， 并将考核结果纳入校
长年度考核， 确保师德师风建设的
每项工作都有计划、 有组织、 有落
实、有监督。学校在对教师进行师德
考核时， 须邀请学生及家长参与投
票确定满意率，确保结果客观公正。
教师参评各类先进时， 必须在师德
考核中获“优”。 师德考核为“差”的
教师，不仅本年度不能评优评先，严
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还要辞退。

出台规范 守住底线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在职教师
从事有偿家教问题， 松阳县教育局
出台了 《松阳县教育局关于严禁中
小学在职教师有偿家教的通知》等
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通过松阳教
育网向社会明文公告。 同时印发了
2 万余份致家长的一封信，鼓励家
长参与对有偿家教的监督。 教育局
纪检监察室在 2014 年度共组织 7
批次明察暗访活动， 检查了 25 所
学校。 利用休息时间，暗访县城及
周边 6 个小区的家教情况，对群众
反映较集中的学校进行有偿家教
问卷调查，并对两名家教当事人进
行了处理。

职前培养 宣讲引领

为了提升师德师风建设水平，
松阳县教育局还建立了师德师风
教育和宣传机制，将师德师风教育
融入新教师职前培训。 同时，每年
暑假聘请省内外名师专家对全县
教师开展师德专题培训，利用校长
会、教师会等各种集中学习机会组
织师德师风专项学习，向全县教师
发放师德警示卡。 此外，教育局还
充分发挥县内两位德育特级教师
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入各校开展先
进事迹宣讲，创设了德育名师工作
室 ，引领年轻教师成长 ，为师德师
风建设营造出思想氛围、行动氛围
和舆论氛围。

（浙江省松阳县教育局）

□谷俊豪

□方章雄 张志民

3 月 16 日， 重庆师范大学 2013 级免
费定向农村小学全科师范生开始进行为
期 2 周的教育见习活动。 这是免费定向师
范生第一次回到定向区县实习，也是重庆
师范大学与 7 个定向区县所建立 UGIS 人
才培养联盟以来的第一次教育实习。

各地区县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此
次实习活动， 纷纷向各基地学校和相关
部门下发文件并制定相应措施 ， 保障见
习实习工作顺利高效。 为了让这些“准教
师”在见习过程中树立坚定的从教信念 ，
各基地学校也纷纷开设专题讲座 ， 并且
为他们配备最好的指导教师 ， 一改以前
高校师范生下去见习实习时往往很被动
的工作局面。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是我国教师
教育体系转型背景下加强小学教师队伍
建设的积极探索，也是重庆市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客观需求。 2013 年，重庆师
范大学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及市教委总
体部署, 围绕卓越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目标 ，组建了由 “高校 （University）和区县
政府 （Government）、 区县教育研训机构
（Institute）、 小学 （School）” 共同组成的
UGIS 协同创新人才培养联盟， 并顺利获
得教育部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计划改
革项目立项。

“二三四六”
创新人才培养理念

新时期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区
别于传统的单科型教师。 重庆师范大学根
据“两个需求”，提出“三大目标”、“四项特
质”和“六种能力”的人才培养理念。 “两个

需求” 是指卓越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
是基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缓解农村学校
教师短缺的社会需求和小学教育阶段学科
综合性发展的需求；“三大目标” 是指学校
秉承陶行知先生 “教学做合一、 手脑心并
用”的人才培养理念，提出“情感深厚、知识
广博、能力综合”的三大教育目标；“四项特
质” 是指学校培养的卓越农村小学全科教
师应具备“师德高尚，富有爱心；知识综合，
多科发展；能力全面，特色鲜明；自我成长，
示范引领”四个方面的特质；最终形成“教
育教学能力、 活动指导能力、 教育管理能
力、教育研究能力、课程开发能力、自我发
展能力”六大核心能力。

构建 PTR
� �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围绕卓越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目
标，重庆师范大学构建了 PTR 人才培养模
式。 PTR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实践-理论-
反思”这样一个全程性、开放性、循环渐进
的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是指从第三学期开
始，学生每学期开学的前 1-3 周进入联盟
基地小学开展实践学习（Practice），然后回
到学校继续开展理论学习（Theory）并反思
学习 （Reflection），每学年循环开展 ，通过
“见习-研习-实习-讲习”螺旋式上升的过
程，让学生从“拜师”、“学师”，到成为 “准
师”,直至最后“出师”。

基于 PTR 人才培养模式，重庆师范大
学重构小学全科教师课程体系， 改革教师
教育课程内容，建立起“高校主导、地方协
同、小学参与”的课程体系建设新机制，精
心设计包括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学科

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教育实践课程
在内的小学教育（全科）专业课程体系。

“四位一体”
实施协同培养机制

UGIS 协同创新人才培养联盟是重庆
市首个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联盟，成员包括
涪陵、长寿、合川、永川、大足、铜梁、荣昌
等区县政府，以及 7 个区县的教师进修学
院（校、室）和一些乡镇小学。 联盟开创出
“高校引领、政府主导、教研机构助推、小
学参与”的互动机制，有效解决了小学全
科教师培养如何实现“开放办学”和“接地
气”等老大难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区县政府、教师研训机构、小学深
度融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建立起适宜
人才培养的机制体制，包括适时的人才培
养质量反馈机制、就业机制、招生机制、职
前职后一体化机制等。 如农村小学全科教
师招生实行“计划单列、提前录取、合同管
理、定向培养”，每年由各区县根据所辖小
学的实际需求，向重庆市教委上报招生计
划，再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根据全市各区
县教师队伍整体发展情况提出招生单列
计划。 招生宣传以地方为主体，招生过程
由高校与地方联合开展。

二是区县政府提前置入学生大学培养
全过程，将考核前移至四年学生全程培养
过程，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

三是有利于多方互动，实施高校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有利于双方教师的交
流，实现同侪互助。

重庆师范大学还积极探索建立起“学

校自评、学生评价、主管部门评价、第三方
（社会）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的“五位一体”
科学评价体系。 联盟区县可实时反馈学生
培养质量，实现动态评价，学校据此来调整
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课堂整合
建立养成型实践教学体系

重庆师范大学借鉴百年中师经验，整
体设计四年一贯“全程性、养成型”实践教
学体系, 有效推动学生理论学习和实践教
学的有机结合。 首先通过整合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 开展一系列浸润学生心灵的见
习活动，增强小学教师的角色体验 ，逐渐
形成学生“一高两强”（专业理论知识水平
高，实践与创新能力强）和“五能五会”（能
说会道，能唱会跳，能写会画 ，能教会导 ，
能思会研）的能力素养 ，进而塑造学生的
未来教师气质，形成独有的职业情感和职
业意志。 其次，基于 UGIS 联盟，学校建立
起 34 个小学教育实践基地， 制定了标准
化教育实践规范。实践前通过实习动员和
实习指导教师的分组指导， 给学生见习、
研习和实习提出明确的任务；实践中实行
高校教师和小学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的
“双导师制”，加强对见习实习过程的教育
教学指导；实践结束后通过个人总结和报
告、各实习点总结和展评等形式 ，对实践
结果进行反思。

重庆师范大学为此建立了教育实习管
理平台， 全程跟踪记录学生的实践成长过
程，与各个区县和小学实时互动，实现了教
育实习信息的及时反馈和实时指导， 切实
提高教育实习的质量。

高校+地方政府+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农村小学

四位一体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老师问学生：“谁能说一下自
然界的四大元素是什么？ ”

学生：“第一是火， 第二是空
气，第三是土壤，第四是……”

“第四是什么？ 不要急，你好
好想想， 平时你洗手的时候用的
是什么？ ”

学生受到老师的启发后欣然
回答：“第四元素是肥皂！ ”

第四元素

笑会 心 一

浙江松阳县：
整顿师风挂图作战

他，是一名乡村教师，双腿残疾，行动不便。 他，30 年扶墙站立，倚车行走，用惊人的毅力践行着“师者诲人”的信仰。 虽然身躯
伛偻，双腿变形，但在教学舞台上，他却是最美的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