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和平 冯旭

申波，朝鲜族人，先后就读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获
得硕士学位。 2013 年，申波怀揣着教书
育人的梦想， 来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咸丰县清坪民族初级中
学，希望尽自己所能，让大山的孩子也
能像自己一样， 感受到知识和科技的
力量。

学校四面环山，交通闭塞。 大山的
孩子淳朴、善良，但同时也自卑、羞涩。
申波至今还记得，刚来的时候，孩子们
看自己的那种眼神，他们不说话，只是
默默地打量。

无论申波怎么鼓励， 孩子们从不
主动回答问题，只是满脸通红，低头不
语。 那时， 申波觉得这些孩子似乎很
难沟通。

申波决定去家访。 他认为，家访是
教师与孩子最好的沟通桥梁。

任教近两年来，作为班主任的申波
和科任教师风雨无阻，翻山越岭，走访

了许多学生家庭，了解了许多课堂之外
的学情：

有一对姐弟是留守儿童。 爸爸妈
妈常年在外地打工， 只有爷爷陪伴在
身旁；

有一个女孩品学兼优，但性格极其
内向。 父亲只顾着忙木匠活，母亲还要
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一次又一次的家访， 家长和孩子们
感受到关心，教师和学生之间不再陌生，
开始变得不一样。面对教师，孩子们渐渐
变得自信大方，不再胆怯，不再忧伤。

有一天晚自习， 申波走进教室，发
现不知什么时候桌椅被搬得精光，孩子
们正嬉闹成一片……这让申波有点恼
火。 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害怕，还主动
迎了上来。

没有想到的是，孩子们来到申波的
面前，唱起了生日歌，还自编自演起了
节目。 原来，细心的孩子们私下打听到
了申波的生日。

望着孩子们真诚的面庞，申波流泪
了，这突如其来的祝福，让申波措手不
及，已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这时，小纸片如雪花一般飞到申波
的手上 ,孩子们用心裁剪 、折叠出了各
种小礼物。 这些精心剪出的小纸片，满
满的都是爱……

一个孩子说：“申老师， 没有蛋糕
吃，我给你画个蛋糕解解馋吧……”

两个留守孩子说：“申老师，您就是
我们 702 班永远的爸爸……”

一个孩子说：“申老师，我的礼物是
无价的，请你不要扔掉哦！ ”

一个孩子说：“申老师，您是多么辛
苦啊，左手举着责任，右手举着 702 班，
双手都有重担！ ”

那天，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申
波真的感觉到，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这大山再高，也挡不住照耀万物的
阳光。 这土地再贫瘠，也挡不住爱心与
知识的清泉，流进师生彼此的心房……

多年前，陈滢随爸爸到乡下，看到一
个孩子趴在破旧的板凳上，用一盒所剩无
几的蜡笔在画画。 他画得那么认真，一支
蓝色的蜡笔涂完了，还在使劲描，仿佛要
把天空描绘得再蓝一些……

那一刻，陈滢被深深地触动了。 乡村
的环境可以不美， 学生的衣着可以不美，
可是孩子们都有一颗纯洁美丽的心灵，都
有向往美、描绘美的权利。

从那时起， 当教师就成为陈滢的梦
想。 毕业之际，陈滢看到了湖北省招募农
村教师的海报。 那一刻，她决定要回到家
乡去当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

经过岗前培训，陈滢来到赤壁市神山
镇红旗小学。这里只有 96 名孩子，16 名教
师。90 后的陈滢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小的教
师，也是唯一的美术教师。 在她到来之前，
学校一直没有开设美术课，也没有美术用
具。 最开始教孩子们绘画时，陈滢只能用
铅笔作画，那时，孩子们所描绘的世界是
黑白的。 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对美术投
入了相当高的热情，一笔一笔，小心翼翼。

为了让孩子们笔下的世界能够变得
五彩斑斓，让他们眼前的图画能够充满生
机，陈滢买来画笔，孩子们很高兴，一笔一
笔地上色，生怕涂坏了。

陈滢还带着孩子们去捡冰棒棍，让大
家涂上色彩，做成蜻蜓、蝴蝶、坦克……孩
子们非常兴奋，他们第一次发现，只要心
中有美，就能用双手创造美……

一个制作了木飞机的孩子，悄悄地对
陈滢描述他的梦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以后要制造出真正的飞机……”

看到孩子们如此好学， 陈滢一直在
想，怎么才能为孩子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
中争取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滢看了中央电
视台的节目《开门大吉》，其中的“梦想基
金”吸引了她。陈滢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寄
去了报名表。没想到，陈滢希望为孩子们
实现梦想的想法打动了节目组，2014 年
4 月 17 日，陈滢参加节目，连闯 6 关，幸
运地获得了 15000 元的“梦想基金”以及
许多好心人的关注。 领到梦想基金的那
天， 陈滢还收到全国各地邮寄来的书籍
和文具。

陈滢与孩子们兴奋地跑去买来了美
术用品，与孩子们一起精心布置了一间属
于自己的美术教室，让这样一所村小的师
生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两年来，陈滢与孩子们一直在进行
美的发现 、美的学习 ，讨论关于美的话
题……陈滢发现，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里，原本就有一片美丽的天地———

他们画出一条飞出池塘的鱼；
他们画着一只美丽的小羊；
他们画着一个正在劳动的小刺猬；
他们裁剪出美丽的瓢虫、金鱼和猫咪；
而当他们戴上自己制作的王冠和眼

镜，你会发现，乡村的孩子一个个也可以
显得如此神气。

两年来，陈滢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
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贺卡。 他们用自己的
灵气，给了陈滢一个又一个惊喜……

陈滢：梦想与美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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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村去当好老师教在乡村

乡村学校，作为中国教育的最基层，她的生命力和活跃度直接印证着中国教育的强健程度。 为了保障这个体系的健康发育，湖北省人民政府创立“省级统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补充新机制”，输送了 3 万余名大学生到农村学校任教，让很多村小、教学点第一次有了大学生老师。 这些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为湖北省的乡村教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
动力，不仅缓解了农村教师短缺、优质师资匮乏的窘境，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整个乡村教育带来清新之风，给一批批农村娃带来了现代教育的梦想和希望。 本期特编辑 3 位湖北“新机制
教师”的故事，以此领略和感受这批热血青年“到乡村去当好老师”的风采与智慧、激情与理想。

陈玉平来自枣阳大山深处。 在她小时
候，爸爸搬石头，被滚石砸到腿上，造成残
疾。 但为了陈玉平三兄妹，爸爸和妈妈硬
是咬紧牙关，供他们上学。

爸爸曾对陈玉平说，“你爸爸没什么文
化，全凭一句话，‘坚持下去’。 ”陈玉平深
深记住了这句话，从小到大，无论经历多少
风雨，遇到怎样的困难，她都对自己说“坚
持下去”。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子劲，做任何
事情她都不轻言放弃。

2006 年，陈玉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
京体育大学。 2010 年，她被保送在本校攻
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她刻苦学习，每
年都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各类荣誉。

陈玉平是大山的孩子，她深知大山的
孩子需要什么。 2013 年，陈玉平研究生毕
业，她放弃了北京一所有正式编制的中学
教师岗位，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帮助那
些更需要帮助的乡村孩子们。

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当陈玉平从北京回来，来到鹿头镇的吉河
小学，简陋的住宿条件和教学环境 ，还是
让她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陈玉平内心有些犹豫，自己真的能够
坚持下去吗？

但是，看到那排破旧的平房上“发展体

育运动”的鲜红标语，陈玉平的心被深深
震撼了，这是多少年前写的字啊，时代在
发展，这些字多么需要像自己这样的年轻
人回应和参与！ 陈玉平决定留下来。 她对
自己说，“坚持下去”！

运动场太小站不下，陈玉平就把林荫
路当成操场。 她安慰自己：“没关系，这也
能教学，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了让孩子们
喜欢课间操， 陈玉平发挥自己的优势，在
课间操中穿插了武术训练与课间游戏。 看
着孩子们在林荫路上认真整齐地比画着，
她别提多开心了。

除了体育教学，陈玉平还兼任小学一
年级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 为了能与孩子
们深入地进行沟通， 她使出浑身的解数。
学校缺少活动用具，陈玉平就用一根简单
的毛线绳或一个小小的拍手游戏来拉近
与孩子们的距离。

陈玉平和另外一位新教师为孩子们组
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运动会。 没想到，运动
会上孩子们表现得非常棒，6 个集体合作项
目，陈玉平的班就拿到了三个第一！

陈玉平班上的学生涵予，在参加“抢种
抢收”项目时，因为鞋带松了摔了一跤，让
班里的这个项目与第一名失之交臂， 她哭
着责备自己，大家都围在一起安慰她，好几

个同学还给她擦眼泪。 那一刻， 陈玉平非
常欣慰，因为孩子们懂得了团结更重要，也
学会了珍惜友谊！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书可读 ， 陈玉
平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 ， 费尽周折地从

北京为孩子们募集了 1500 余册课外图
书。 图书运来的时候，看着孩子们那求知
若渴、兴奋不已的眼神 ，陈玉平觉得一切
都是值得的。 就像歌里唱的 ，“你是快乐
的，我就是幸福的”。

一年来， 陈玉平和孩子们一起快乐成
长，留下了难忘的“成长的足迹”，看着班里
的墙报日渐丰富，孩子们渐渐变得大方、自
信，陈玉平坚信，“选择这里，我不后悔，我
会坚持下去！ ”

陈玉平：坚持下去

申波：温暖你我

陈滢参加“湖北省新机制教师”岗前培训

陈玉平利用林荫道，带领孩子们开展课间武术训练

申波和学校教师利用周末时间去家访

孩子们为申波制作的生日贺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