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这个新班已经一个月了。 上课时我告
诉学生想订报纸的同学可以报个名， 谁知道
刚说完，一个学生就举起了手。我对他说：“报
给语文课代表吧。”结果，周围的同学告诉我，
他就是语文课代表。

我很尴尬，他已经去办公室给我送过几
次作业了，可是班里换了座位，我就不认识
他了。 快下课时，我公开给学生们道了个歉，
为我已经犯了的错误和以后还可能犯的错
误。 我告诉我的学生，我有三笨：一、记不住
人，见的次数少很难记住；二、记不住路，到
了不够熟悉的地方从来分不清东南两北；三、
记不住英语单词，放在文章中我能读得懂，一
个一个拿出来，我就不认得了。 学生们听了，
开心地笑了。我知道，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谅
解。

我记得我读高中时的那件往事。 那是个
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学习，
数学老师想让我们帮他改一下考卷的选择
题。 当时，数学老师喊着名字让他们去，而轮
到我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如今，我和老师犯了一样的错误,我用语
言给学生道了歉。以后，我会用更多的行动来
弥补我的过失。

“百年名校又来了个名校长，这
下我们学校的压力更大了。 ”当舒清
红走马上任溆浦县警予小学校长一
职时， 怎么都没想到会听到这样充
满焦虑的声音。

作为校长，舒清红获得过“怀
化市十佳支持少先队工作校长”、
“溆浦县优秀校长” 等诸多荣誉，按
理说，这样的人到这样的学校，再正
常不过。 但教师们所说的压力，指的
又是什么呢？

上任一周后， 舒清红总算了解
个大概。 社会充满竞争，名校更如是。 有太多的教师想往名校挤，挤进来后又有太多地
方需要证明自己。 在警予小学，教师的各项工作都有评分，每月所得工资按分数发放。
教师间收入相差悬殊，分数最高的比最低的老师收入相差 2000 多元。“怪不得教师都
说压力大。 ”舒清红感慨。 他知道，保持教师的竞争意识，这是警予小学一直强大的原
因，但他不太喜欢。 他不喜欢自己学校的教师们，顶着竞争的压力，面带焦虑的去给孩
子们上课。“如果教育开始焦虑，那么世界将陷入焦虑。那小孩子们怎么办？小学生们，
不需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

上任后舒清红开始琢磨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制度。 他首先缩减了各项评分的分
值，减小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然后把教师的奖金从工资总额里单列出来，不拿工资奖
教师。他这样做，也有一些同事对他提出过友善的建议：“以前一直是这样，不也挺好的
么？ 何必再加重学校经费的负担，给自己添压力。 ”

这话让舒清红笑了：“学校里谁都可以没压力，但校长一定要有。 ”他明白一个道
理，作为领导者，“以人为本”的概念说起来容易，但要落实到行动上，是需要承担更多。

舒清红消除教师焦虑情绪的第二招，就是改革教师培训制度。 当了校长后他才发
现，其实教师中也有“重点班”的存在。因为每次教育系统组织培训，各个学校都把这当
作一种荣誉，选送的都是一些优秀教师。“这样做有个很大弊端，就是优秀教师愈加优
秀，工作能力较弱的教师则更加焦虑。 ”舒清红说，“其实很多校长有一个误区，认为工
作能力较弱的教师出去学不到东西，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平台。 ”

张平洋，从溆浦县一个农村学校调来的教师。 刚来时，学校正好学习“岳阳许市中
学”经验，全校实施课改。 由于一直在农村教学，张平洋自然对这种新课堂模式分外陌
生，年度教学评比，张平洋的业绩可想而知。

但年末的教育系统培训， 舒清红把学校仅有的两个培训名额分了一个给张平
洋。 不但学校其他老师看不懂，就连张平洋自己也很意外。 而舒清红只丢下一句话

“不出去学学，自己一个劲闷头苦赶，是赶不上的。 育人是个费心思的活儿，得把眼界
打开。 ”

培训的效果自然是出奇的好。 张平洋不但完全了解了新教学模式，而且有了自
己的创新认识，以往他感到陌生的电教化仪器、PPT 课件制作等现代化教学工具，通
过培训已完全掌握。 第二学期年度评比，张平洋所带的班全年级第一。

“只有把最需要培训的人送去培训，才能效果最大化。 ”对于这样的成效，舒清红很
是满意，他一直主张推行制度化下的人性化管理，“严谨，但不严苛，是最好的管理氛
围。 ”

上学期小学会考，警予学校再次全县第一。 不过，这还不是让舒清红最开心
的。令他最高兴的是，这所百年名校的教师们取得了和以往一样优秀的成绩，却少
了一份焦虑的心情。“教师们做了和以往一样甚至更多的工作，却感到舒心快乐，
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 如果只把目标定位于成绩，那么标准就实在是太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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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杏坛

本报记者 任凭 潘高伟 通讯员 向延金

通讯员 龙志先

通讯员 胡富元 陈远志

在海拔 1300 余米的隆回县金石桥镇冷
溪山上的白云深处， 有一座四面环山的乡村
小学，叫中银学校 。 现年 52岁的郑秀娥 ，在
此默默耕耘了整整 33年。

高中毕业后，作为村里极少的知识分子，
她留下来任教复式班一、二、三年级，几十名
小孩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旧小木房子里上
课， 她每天忙得团团转。 教师一个月才近 10
元钱的工资。由于这里地处群山丘陵之间，常
年干旱少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当初同行的
老师们因为条件艰苦，薪资微薄，都逐渐离开
了大山。

“我丈夫是邵阳城里的，我曾经也想过离
开。”郑秀娥坦言。1994年，一位在邵阳市教育
局供职的亲戚已联系好接收学校， 要她去看
看。 思来想去， 她毅然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
会。

真正让郑秀娥决定“留在山区执教一辈
子”的，是发生在 1985 年第一个教师节当中
最感人的一幕。 那天，她进教室上课时，发现
讲台上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热水瓶， 全班同
学齐声：“祝老师节日快乐！ ”并送给她一个崭
新的热水瓶。

“大山里的孩子都没钱，热水瓶是学生
每人凑了一点钱买的。 ”虽然礼物不贵重，
但是想到这是学生们几天来饿着肚子将不
吃午饭的钱节省下来买的礼物， 郑秀娥至
今回忆起来还眼含泪水，“当时收到礼物，
我的眼泪瞬间掉下来了， 它感动我下定决
心留在这里一辈子， 和山里的孩子在一
起”。

“一看到那个热水瓶，喝着暖暖的水，我
的心就暖了”。郑秀娥感慨地说，“我热爱这里
的孩子们， 最大的收获就是和孩子们之间有
了这份难舍的真情！ ”

———隆回县金石桥镇中银学校教师郑秀娥

园丁

飘在云端的师爱

都说凤凰县两林乡岔河村的乡村教师隆
九斤很“傻”。

学校倒塌，他不惜背负巨债，在自家院里
盖了间“教室”；小河涨水，他背着学生过河
上下学；学生贫困，他以微薄的代课收入主动
垫付多笔学费；乡邻病痛，他背着药箱星夜入
户去探望；乡亲遇到困难，他主动伸出援助之
手……

因为学生少，学校只能采取隔年招生，复
式教学。一间十几平米的老屋设有两个班级，
摆上 16 套课桌椅，坐上 30 来名学生，拥挤不
堪，加上光线不好，长久下去，势必影响学生
的健康成长。 于是，隆九斤托亲戚找朋友，东
挪西借，凑足了 1 万余元，准备在自家院里为
孩子们盖一间教室。村民们得知消息后，自发
组织全村几十个劳动力前来帮忙修建。 房子
建成后，他把最大的一间作为教室，还有一小
间作为村里的医务室， 自己一家仍然住在老
木屋里。

岔河的孩子住得比较分散， 许多孩子年
龄很小，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上学还得
穿过一条河。 隆老师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早早地跑到河对岸， 把学生一个个背
过河，放学了，再把学生一个个背到对岸。 若
遇雨天，还得亲自把 10 多个年龄最小的学生
一一护送到家里，他才放心离开。回来还要做
家务、改作业、做功课、写教案，等到忙完，已
是深夜。“当生活需要你承受痛苦的时候，除
了坚强，你别无选择。 ”逆境中的隆九斤坚毅
而坦然。

———凤凰县两林乡岔河小学隆九斤老师

一个“傻傻”的乡村教师

———记溆浦县卢峰镇警予学校校长舒清红

让校园不再焦虑

“你是清新的君子兰，盛开在彤红的朝阳
中。 你那蓬勃的生机，芬芳了家乡的土地；你那
如火的赤诚，燃烧了深山的贫瘠。 你在希望工
程中获得成长， 你在茁壮成长中播种新的希
望。 ”这是城步县儒林镇中心学校教师兰朝红
2008年获得湖南省第二届“喜来登农村优秀教
师奖”的颁奖词。

放弃省城优厚待遇
1995年，兰朝红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 品

学兼优的她被分配在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农
场中心小学任教，然而身在省城的她却时刻牵
挂着家乡教育的发展。

为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1997年暑假，兰
朝红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放弃省城工作的优
厚待遇，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并扎根在条件
艰苦、偏僻边远的清溪小学（现为儒林镇中心
学校）任教。2008年下学期，为了支持县城内边

远地区的教育事业， 已成为副校长的兰朝红，
还主动请缨到条件更艰苦、交通更偏僻的金水
学校轮岗支教， 而她自己的小孩此时年仅 7
岁。

矢志教育教学改革
兰朝红回到家乡后，始终没有忘记改变

家乡落后教学的重任。 1997 年，兰朝红担任
清溪中心学校教导主任后，大胆带领广大教
师积极投入教研教改，全校教育教学水平大
幅提高。 10 余年来，她先后在省市县教研论
文比赛中获奖 20 余次， 她所教的班级也有
近百名学生在市县各项比赛中获奖。 她所在
的学校也有近 300 篇教研论文在国家、 省、
市、县获奖。

涌泉相报滴水之恩
兰朝红年少时由于家庭贫困，曾多次面临

失学，双亲 1992年相继去世后，在相邻和希望

工程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 近 10年里，
她先后为 20名贫困学生垫付学杂费至少 3000
元， 使学校无一学生因贫困而流失。 而她家
2004年购买的面积不到 80平方米的二手房，
直到 2011年才偿清欠款。

而她在自己负债的情况下，把获得“喜来
登农村优秀教师奖”的 4万元奖金全部捐出，2
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其余的给清溪小学和金水
学校各买了一台打印机， 并开通两条宽带，给
学生买回 160个高级书包和无数文具。

辛勤的付出换来丰厚的回报。 2009年，她
被团中央授予“希望工程 20年特殊贡献奖”，
同年被推荐为“感动中国教育十大新闻人物”
候选人；2012年， 她又光荣地成为湖南省出席
党的十八大代表初定人选。

“为了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我愿一
辈子扎根家乡，无怨无悔！ ”兰朝红说。

扎根苗乡无怨无悔
通讯员 吴本智 杨冬华

名师

这堂课，我成了配角
浏阳市一中 胡辉

大学毕业，怀着无限的憧憬和满腔的热
情，我回到了中学校园，当了一名老师。

一次，教研室来检查教学，我讲的课文
是《欧也妮·葛朗台》，课前我做了充足准备，
反复研究教材，设置了十个问题。 学生看到
有人来听课，争着、抢着回答问题，课堂气氛
非常活跃，我在一边暗自高兴。 课后，我去找
听课的老师交流，他问我为什么要设计这十
个问题，是要留给学生什么。 我一时语塞。

吸取上次的教训，再次讲《欧也妮·葛朗
台》时，我先让学生进行品读，然后，让一个
语文成绩不很好的学生谈感受。 学生说，他
不喜欢这篇文章，理由是葛朗台这个人太小
气了，不像话。 教室里笑成一片，这名学生顿
时涨红了脸。 在笑声中，我引导学生思考为
什么觉得葛朗台小气，在他说的过程中引导
他明晰人物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此时的
表情，其他同学纷纷进行补充，有的同学还
联系时代背景作分析。 最后，这个同学说他
喜欢上了这篇文章，理由还是葛朗台太小气
了。全班又是一阵大笑。我也会心地笑了。一
堂课下来，我没有主动抛出一个问题，对比
多年前的热闹，少了几分喧嚣，多了几分思
考。

博客

我给学生道个歉
□ 吴芳芳

舒清红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