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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盛文华

□通讯员 程吉长 秦志清

悠扬的古筝琴声从贵州省铜仁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行政楼传出，该校首届“阳
光女孩·男孩”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舞台
上，选手们各显其能，唱歌、钢琴、古筝、舞
蹈、剪纸、简笔画、朗诵、讲故事……他们用
丰富的才艺表演展示着自己作为 “阳光女
孩·男孩”阳光般的气质和青春活力。

“阳光女孩·男孩”评选活动是铜仁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加强德育工作、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 为全校学生搭建的一个
展示自我的平台， 同时也是为打造魅力幼
专、激情幼专、和谐幼专开展的一项学生综
合技能大比拼活动。

首届“阳光女孩·男孩”活动自开展以
来，受到了全校同学的积极响应。根据学校
的德育工作现状，学校学生处将“健康、爱
心、文明、智慧、责任”作为此次“阳光女孩·
男孩”评选的 5 大标准。全校 386 名选手经
过 16 场激烈的台上台下大展示，100 名阳
光女孩和 10 名阳光男孩脱颖而出。此次活
动，为学校德育工作注入了正能量。

健康 展示靓丽青春

健康的体魄、 健康的心灵、 健康的思
维、健康的交往、健康的心态是当代大学生
靓丽青春的标志之一。围绕这一标志，学校
在“两操”工作、体育课、体育运动会、社团
体育活动、心理健康教育、逻辑思维训练、

人际交往与沟通等方面开展了以班级、年
级和系部为主要组织者的系列活动。 特别
是在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和艺术
品位方面，学校组织了“健美操大赛”、“广
播体操大赛”、“才艺大比拼”、“我锻炼·我
健康·我快乐” 等活动。 这些活动的开展，
为培养学生成为健康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获得“阳光女孩”称号的刘婧，以前身
体单薄，性格内向，不善言谈，通过参加“我
锻炼·我健康·我快乐”等系列文体活动，现
在已成为落落大方、开朗健康、积极向上的
学生会骨干， 并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开
展社团活动。

爱心�培育关爱品质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有爱心的人，学校
在关爱老人、关爱师长、关爱同学、关爱小
朋友、关爱环境等方面，分别开展了以“让
关爱常驻心灵”为主题的班会、以“关爱是
社会的和谐音符” 为主题的散文诗比赛、
以“将关爱进行到底”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等多项活动，从而使学生的爱心得到真正
培养。

今年 3 月，13 个班集体 700 余人次分
别在敬老院、孤儿院、东山小学（学生全是
留守儿童）开展了文艺演出、捐赠物品、游
戏活动、卫生清扫、洗涤衣物等多项活动。
这些活动深受老人、 小朋友和社会各界的

好评，也让参与的学生很有成就感。爱心协
会学生干部周迪说：“离开敬老院时， 老人
们握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送我们到大门
口，不停地表达着感谢的情景，让我再次对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人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文明 体现高雅气质

走进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
校园，“讲文明，懂礼貌”的风气随处可见。
尤其是围绕“内务整齐、清洁卫生、文化特
色、温馨舒适、隐患消除、团结和谐 ”六大
主题展开文明寝室评比以后 ， 原来长期
脏、乱、差的一些寝室，特别是那些男生寝
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他们起床后
从不叠被子、房间到处乱挂乱贴 ，如今不
仅被子、桌面生活用品整整齐齐 ，地面卫
生干干净净，而且寝室文化呈现出浓郁的
民族特色。

“文明无小事，事事有文明”是铜仁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常抓不懈的一项“文
明工程”。学校在“文明工程”活动中，从规
范学生的文明用语、文明举止、文明习惯、
文明交往、文明礼仪、文明上网等方面开
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 包括专题讲座、主
题班会、 班级文艺晚会、 日常行为督查、
“曝光台”、 文明寝室评比、“明日的文明，
始于今日的奉献 ” 为主题的手抄报比赛

等。 这些活动均由学生社团组织主抓，学
生积极参与性很高。

智慧�提高文化素质

去年底 ，学前 A1407 班举行了 “扎根
教育，回报山乡”主题班会。 在辅导员的组
织下，通过观看一个乡村幼儿园的教学视频
片段，对视频中高中未毕业的某老师教小朋
友读拼音的错误读法、 小学化教育方式、板
书错别字的出现、教学内容繁多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特别是学生余娜观看视频后，回想
到自己幼年的情形泣不成声的发言，给了全
班同学极大的震动。 学生们纷纷表示要认真
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并在“扎根教育，回报山乡”的横幅
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铜仁幼专为了培养“智慧型”大学
生而创设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快乐学习·成
就梦想”、“顽强拼搏·卓越人生”、“激情岁
月·靓丽青春”、“阳光心态·情满校园”四大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一。 除了主题班会讨
论，学校还举办了专家名人的专题讲座、辩
论赛、才艺大赛等活动。

责任�充满自信魅力

要培养具有强烈责任心的教师，就是
要让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提高对国家、社

会、集体、事业、学习、工作、家庭、教育的
强烈责任意识和责任感。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学校开展了“校园是我家，美化绿化靠
大家”、“爱祖国从爱家乡做起 ”、“一室不
扫何以扫天下 ”、“铜仁幼专因我光荣 ”、
“我的青春我做主”、“做无愧时代的大学
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诚信考试从
每天认真学习做起”、“争做合格幼专人”、
“我为班级添光彩”“我在阳光下” 等主题
的系列活动。

体育 A1301 班学生刘林在获得 “阳
光男孩 ”称号前 ，是一名注册的青年志
愿者 ，他长期坚持每天早上锻炼之后在
校园拾垃圾 20 分钟 。 曾经有同学对他
的行动说三道四 ，议论纷纷 ，但他从未
退却 ，无论是风吹雨打 ，还是烈日炎炎 ，
都一如既往 。 因为他的坚持 ，如今主动
拾垃圾的志愿者已经成为学校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

首届 “阳光女孩·男孩 ”评比活动结
束后 ，荣获 “阳光女孩 ”称号的学前教育
A1308 班 学 生 侯 雅 婷 在 获 奖 感 言 中 说
道 ： “衷心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次
展示阳光品质的大舞台 ，它不仅让我们
得到了真正的锻炼 ，更重要的是使我们
领悟到了在今后的学习 、工作和做人做
事中一定要具备阳光品质 。 我们要将阳
光品质传递到更多同学的言行中 ，做真
正无愧于时代的大学生 。 ”

“阳光”评选为成长注入正能量

去城里教书2 月 11 日 ，农历腊月二十三 ，是中
国的传统节日“小年”，人们都沉浸在合
家团聚的喜庆气氛里， 忙着置办年货。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中心小学教
师马崇河也在筹备属于自己的特殊的
“年货”———图书。 放寒假以来，他几乎
每天都蹬着自行车， 拿着蛇皮袋子，穿
街走巷， 在各个书店搜寻需要的书籍，
充实到自己创办的图书室中。

四处“化缘”为农村娃建图书室

马崇河 ，中文专业出身 ，是湖北省
教育学院当年唯一的“双优”学员，本来
按照他的能力和资历，完全可以到省级
示范高中做一名语文教师，但因为当地
缺少音体美教师，马崇河毅然选择做了
一名乡镇的体育教师。

2002 年， 马崇河放弃城区优越的环
境， 主动请缨到偏远的农村教学点朱湾
小学支教。 由于这里教师流动性大，孩子
们的学习普遍不好， 考试成绩常常在全
镇倒数。 马崇河来到朱湾小学时，村里的
老支部书记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村子穷，孩子们成绩普遍不好，你这个城
里来的老师一定要好好想想办法。

教学中， 马崇河看到孩子们虽然学
习很勤奋，但由于基础差，上语文课时常
常连基本的组词、造句都很困难，更别说
写作文了。

经过一番走访调查，马崇河发现：许
多农村学生家长没有阅读习惯， 更谈不
上什么“藏书”。 而学校仅有的少量图书，
还是“普九”验收时的老书，与时代脱节，
完全激不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因此，书籍
上蛛网密布，落满灰尘，无人问津。

自幼酷爱读书的马崇河， 深知阅读
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望着孩子们渴望
知识的眼神， 马崇河决定自费购买一些
拼音读物， 并从家里的藏书中精心挑选
出一批时代感强、 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
捐献出来，为孩子们建一个图书室。

马崇河说 ：“农村孩子课外阅读兴
趣不浓，关键点还是无书可读。 因此，要
让孩子们沐浴书香 ， 关键还是要拓宽
‘书源’。 ”为了让孩子们读到更多的好
书 ，他多方奔走 ，四处 “化缘 ”，从同事 、
朋友那里“淘”来一批批图书。 城区一所
学校的校长被马崇河的诚心感动，也慷
慨解囊，为图书室“添砖加瓦”。 随着图
书室不断扩大，孩子们的读书兴趣也越
来越浓，综合素质大为提升。 经过一年
努力，许多孩子的学习成绩从倒数达到
“A”标。

看到了这些农村娃的巨大变化，马
崇河深深地感到在农村建立图书室的紧
迫性。 调离朱湾小学时，马崇河把千余册
图书都留在了学校，并暗下决心：以后调
到哪儿，就把图书室建到哪儿。

2011 年秋， 马崇河再次申请到偏远
的六两河村小支教，他骑车到处采购，精
选了 1200 余本图书，手提肩扛辗转运到
学校， 再一次为孩子们办起图书室。 期
间， 他还为老家一所农村小学捐书 2000
余册，协助筹办图书室。

回到自己任教的张湾中心小学后，
有感于学校图书室图书陈旧， 马崇河把
自己 10 多年淘得的图书 4000 多册贡献
出来。 同时，担任体育教师的他又义务担
当起学校图书管理员， 在他的积极争取

和大力捐助下， 学校图书由原来的 5000
册猛增到 30000 册， 生均图书由 5 本增
加到 30 本。 每天早晚学生借阅，人头攒
动。 有一次，马崇河到市区买书，忘了通
知学生，借书的学生把门锁都挤坏了。

在马崇河的带动下，如今，这些学校
都已形成学校图书室、班级图书角、自办
图书室三级图书网络。

策划活动“诱”孩子爱上阅读

每天下午课外活动， 马崇河都会及
时出现在图书室，打扫卫生，整理书籍，
辅导孩子阅读。 图书室和阅览室总是窗
明几净，一尘不染。 温馨的环境，热情的
服务，淡雅的书香，吸引着师生，学校图
书室常年门庭若市。 尤其是节假日，图书
室更成了留守儿童的乐园。

在抓实常态化借阅的同时，马崇河
在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方面还摸索出了
一套独有的方法： 整合馆藏图书资源，
定期策划有针对性的主题活动，促进师
生深度阅读。

在主题活动中，马崇河把全体师生
分成若干小组， 制定专题阅读方案，让
各小组分工协作， 寻找相应图书资料，
在小组内阅读交流 ，相互促进 ，互相提
高 。 “喜迎世界读书日 ”、“我爱我的祖
国”、“法制进校园”、“党史资料图片展”
等主题活动的成功举办，都让师生们感

到受益匪浅。
目前，马崇河正忙着筹备“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 主题阅读展示活动，
他初步计划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国内
正面抗战、敌后抗日战争、地下情报战争
等四个部分，展品包括文献资料、名人传
记、回忆录、影视作品剧本以及相关图片
资料、实物等。 他要让孩子们全方位、多
视角了解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 牢记历
史，勿忘国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勤奋学习，发愤图强。

13 年“淘宝”购书逾万册

在图书室进行借阅登记 、 整理图
书，花去了马崇河大部分业余时间。 每
逢节假日 ，他白天选书 、购书 、驮运 ，晚
上用湿抹布擦干净 、晾干 、粘贴 、加钉 、
登订， 经常忙到深夜。 他的同事们说 ：
“周末，马老师不是在淘书，就是在淘书
的路上。 ”甚至到郑州探亲，马崇河也不
忘带上几包书。

去年暑假，天气特别热，为了避开烈
日暴晒，马崇河常常天不亮就出发，穿梭
在书市、图书超市，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两
顿饭。 那段时间，马崇河每天要往返近百
里，热得全身起痱子，疼痛难受，但为了
节省车费，好几次马崇河扛着 70 多斤的
书袋步行一公里从书市搭公交车到学
校，就连帆布背包都不堪重负，撑裂了。

马崇河购置的图书丰富多彩， 他根
据孩子们不同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
购置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 从带拼音的
寓言、童话到古典名著，从图文并茂的画
册到党史研究资料， 他收藏的书籍包罗
万象。 因为爱书、购书，马崇河在襄阳书
商圈里小有名气，大家知道他为了孩子，
所以尽量便宜地卖给他，每当新书到货，
朋友们都会及时通知他， 让他优先为孩
子选择。

13 年来 ， 马崇河从微薄的工资中
“抠” 出 10 余万元， 累计购书 11000 余
册，捐助给老家农村、任教支教的小学，
先后筹办了 4 个图书室。 而他自己的生
活却很节俭，至今仍住一间旧教室里，一
年也难得添置一件新衣服。

每当看着孩子们阅读时专注的深
情，马崇河总是备感幸福。 “阅读有许多
好处，可在实际中，有不少孩子没有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 ”马崇河说，“我最大的
愿望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 引导
更多的农村孩子热爱阅读， 用书香为他
们开辟成人成才的绿色通道， 让所有农
村娃从小与诗书为伴。 ”

马崇河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 因此，
他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农村孩子的
课外阅读， 更期待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相
关政策，让真正热爱阅读的人管理图书，
把孩子课外阅读纳入学校考核范围，用
制度保障孩子阅读。

马崇河在图书室指导学生们阅读

杨金华是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毛宝
力格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 他在这所农村
学校语文教学的工作岗位上已经勤勤恳恳
工作十几年了。城里人喜欢把教师比作“园
丁”，而杨金华觉得这样说太“文静”，他很
实在地把自己比作“庄稼汉”。对他来说，教
室就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田里的秧
苗———自己的学生健康﹑茁壮地成长，是自
己最大的职责和最值得欣慰的事。

凭着自己对教育的朴素情感和责任
心，杨金华尽心尽力地耕耘了十几年，逐渐
成为学校的一名教学骨干。然而，杨金华非
常清楚自己与城里教师的差距。这几年，风
起云涌的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从城里吹来
的教育教学思想新风， 包括新课程新教材
的使用，一度让杨金华觉得无所适从。什么
样的教育是理想的优质教育？ 杨金华迫切
地想得到答案。

机会终于让他等到了！从 2008 年秋季
开始，巴林左旗正式开始实施“百名城乡教
师对口交流工程”， 这个工程的主要内容
是：用 4 年时间，使全旗青年优秀教师普遍
到农村学校交流一年， 同时安排农村学校
教师到旗直属小学学习交流。 在 4 年工程
试点的基础上，交流工作形成常态。

2014 年 9 月，杨金华成为这个“常态”
中的一员。 带着一点诚惶诚恐的不安和一
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杨金华来到离家 120
公里外的鄂尔多斯希望小学， 开始了为期
一年的“去城里上班”的经历。与他一同“进
城”的，还有学校三位其他学科的教师。

一个学期下来， 通过全方位地参与鄂
尔多斯希望小学的教科研活动， 与城里教
师开展零距离的交流学习， 杨金华真正感
受到了现代化的教育工作方式， 加深了自
己对教育教学尤其是对优质教育的理解。

在农村教师进城上班的同时，城里的一
些骨干教师也步入了农村。 就在杨金华进城
上班的这一年，毛宝力格学校迎来了林东实
验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市级教学能手、市级
语文学科带头人王晓敏。 与以往的城乡教师
短期下乡支教不同，这次王晓敏是一门心思
地在这里扎下了营盘，不仅承担了一个班的
课程， 还主动为全校语文教师上示范课，为
学校的教研活动出谋划策，带领一批青年教
师共同搞课题研究。 毛宝力格学校的教师感
慨道：“这送来的哪里只是一个教师，简直就
是送来一个教育的智慧背囊。 ”

教师对口交流工程是近年来巴林左旗
致力于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缩
影。 旗教育局始终将优秀教师作为教育最
宝贵的资源，向内挖潜，充分开掘这部分资
源的引领辐射作用。为确保交流质量，旗教
育局还专门成立了交流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全旗教师交流工作的组织实施、 统筹协
调和监督； 旗教育局每年对交流工作表现
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交流一年且
考核合格的教师，在评先评优、年度考核及
晋升职务时，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还有半个学期“在城里教书”的生活就
要结束了，杨金华有一种归心似箭的感觉。
他的心中时常涌起一种冲动， 那就是赶紧
回到毛宝力格学校， 将自己在城里的收获
化为行动，落实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
毛宝力格学校）

马崇河：
肩头扛起图书馆

13 年他个人投入 10
万元,购书万余册,为农村
娃办 4个图书室普及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