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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四代从教，亲历教育变迁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高红广

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也是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成长史。政府制定一系列尊师重教的方针政策，在振兴教育的同时，也使教师的社会
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上个世纪 40 年代至今，汉寿县熊仲彬一门四代，前后共有 7 人（第一代：父亲熊昭伯，第二代：熊仲彬、妻子李汉
民、弟弟熊厚彬，第三代：儿子熊因、儿媳妇管子娟，第四代：孙女熊彧）从事教育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这一教师世家的亲身经
历，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变迁。

链 接
改革开放 40 年， 湖南的教

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初步建立
各类型、各学段、各学科教师培
养全覆盖的地方公费定向师范
生培养体系， 年招生规模 1.1 万
人，为全国各省之最。 深入实施
教师培训工作。2010年以来，“国
培计划”为我省培训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校（园）长 80.4 万人次。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1978 年以来， 共评选出 2462 名
特级教师，共遴选 104 名芙蓉学
者特聘教授和 28 名讲座教授。
师德师风建设不断加强。 涌现出

“三个代表”忠诚实践者胡昭程、
“最美校长”杨建一、“葡萄教授”
石雪晖、“轮椅上的院士” 金展
鹏、“妈妈老师”胡遂、时代楷模
段江华等一大批在全国有重大
影响的优秀典型人物。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当教师
早已年逾古稀的熊仲彬先生，是汉寿县一中的退休教师。 回

首一幕幕往事，好似翻动一张张陈年旧照。
熊仲彬的父亲熊昭伯出生在长沙。 1921 年，熊昭伯考入

岳云中学，与易礼容同班。 后因家庭变故，熊昭伯举家搬迁到
了常德汉寿县，并于 1947年在豫章小学担任校长和老师。

那时教书没有工资，以发几斗米作为俸禄。 一家五口人，
全靠熊昭伯一个人支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熊家虽然清贫，
但熊昭伯对学生十分慷慨。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差几块钱学
费，面临退学，他知道后悄悄给学生垫上了。

熊仲彬说，战乱时期，父亲选择教师职业，是为了让更多
的学生学习文化知识，让他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
家的命运。

熊昭伯为人师表， 影响了他的子孙
后代继续选择教师职业。

1957 年，熊仲彬从湖南省立第四师
范学校毕业后， 来到一所小学担任语文
老师。熊仲彬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份
工资是 29元，这笔钱有一部分用于帮助
贫困学生。

熊仲彬 1976 年来到汉寿一中任教
后，便与该校有了不解情缘。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在汉寿一中担任班主任的熊仲
彬发现学生普遍没有远大抱负， 对红色

基因文化也不感兴趣。 他决定用红色革命人物来弘扬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 他给学生讲述革命家的事迹，发动学生给
革命家写信。 熊仲彬将学生的信一一检查修改后，再交由学生
寄出去。 半个月后，学生们收到了第一封回信———是帅孟奇从
北京寄来的。 这封信，让熊仲彬和孩子们欢欣鼓舞，也大大改
善了学生们的精神面貌。

爱钻研的熊仲彬会花几个月时间写一篇有深度的教育教
学论文。1988年，熊仲彬因其爱岗敬业的精神和突出的教育教
学能力，在湖南省第一批教师职称评定中，被评为中学高级教
师，这一年，他的职称工资达到了一百多元。2018年 7月，教育
部、财政部研究制定了《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以充分利用
退休教师优势资源，而早在 2000 年，退休后的熊仲彬就被汉
寿一中返聘任教至 2006年。 2006 年，汉寿县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组建“五老”宣讲团，熊仲彬受邀参加。 他拿起笔，撰写
出了一篇篇激情四溢的励志报告来教育青少年。

熊仲彬从教的经历和故事， 不仅深深感染了汉寿一中的
教师，他也成为湖南教师的楷模。“我从 1978年被评为常德市
模范班主任开始，先后获得过全国优秀班主任、湖南省优秀教
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常德市拔尖人才等荣誉。 是改革
开放把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加大了对教师的培养培
训表彰力度，让想教书的人有了更好的教育环境，让有作为的
人脱颖而出，才成就了我的今天。 ”熊仲彬表示：“我除了做老
师什么也不会，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当教师。 ”

“时代楷模”段江华
段江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也是知名油画家。2015

年 3 月 4 日，52 岁的段江华， 发现儿童坠湖后不顾个人安危，舍
身跳入湖中施救。 事迹经网友传播后引发全社会热烈反响，被誉
为“最美画家”“最美老师”。从教以来，段江华资助学生逾百人，挽
救了多名寒门学子的艺术生涯。“学画先学做人”，段江华念念不
忘的这句恩师教诲，说明了教师应把师德美育放在首位。

“教育世家”熊家全家福

“最美校长”杨建一
2013 年 1 月 15 日，为了保护学生，新化县北渡小学校

长杨建一与翻墙进入学校行凶的歹徒殊死搏斗， 不幸以身
殉职。人们称他为“最美校长”“英雄校长”。教育部追授杨建
一同志为“全国优秀教师”、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杨建一同
志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共湖南省委追授杨建一同志
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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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的冬天，我国
恢复高考制度。

因高考改变命运的除了熊仲彬的儿
子，还有熊家的儿媳妇管子娟。 从高考考
场走出后，管子娟选择了常德师专（如今
的湖南文理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汉寿
县西竺山中学（现叫龙阳中学）担任语文
老师，至今已有 19个年头。

工作的第一个月， 她领到了 223 元
工资。 谈起现在教师的福利待遇，管子娟
显得很满足：“现在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绩效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
积金等福利待遇也由政府全额发放。 一
年下来我的总收入有 7 万多元。 ” 她表
示，教育部门设立了教育基金会，用于奖
励优秀教师，扶助贫困师生，教师们享有
快乐、体面和尊严，职业幸福感超强。

40年来， 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已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管子娟介绍，她
公公那一代教师主要靠自主学习， 领悟
教学规律状况， 工作后很少接受专门的
培训，“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 一节
课从头讲到尾”，课堂教学精不精彩完全
由教师的教学风格和水平决定。 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以前， 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
的业务培训很少， 也不成体系。 然而，
1978年以后，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
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教师培训力度一
年比一年大。“上岗之前，我参加了岗前
培训，上岗后，像普通话、教育技术能力
培训、网络研修、‘名师工程’等，几乎每
年都要参加一两个。 近几年，教育部门实
施了教师‘补血计划’，还有国培、省培、
县培。 采用‘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的方式，邀请教育专家讲学，创建名师工

作室等， 教师教研水平得到了迅速提
升。 ”管子娟说，以前培训多少要贴点钱，
现在不但培训费用全部报销， 而且还有
生活费、出差补助，老师们学习的积极性
更高了。

近年来， 随着教育信息化工程的实
施，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有了“好帮手”，以
“鼠标、键盘、大屏幕”为代表的一系列远
程教育设备正为学校带来勃勃生机。 管
子娟表示：“信息化教学设备， 成为老师
们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率的利器。 ”

2017年 9 月， 管子娟响应国家教育
扶贫“三区支教”的号召，去张家界武陵
源中湖中学支教一年。 在这里，管子娟接
受了一个“刺头班”，她以专业的精神和
用心的态度，使这个班级的成绩和学风都
得到了改善。 问其秘诀，她回答：“育人比
教知识更重要。”虽然现在已经支教回来，
但管子娟仍然牵挂着那边的学生，她会跟
家长在微信上跟进学生的学习情况。

由于工作繁忙， 管子娟直到女儿熊
彧读初中时， 才把她从爷爷奶奶家接过
来，放在自己班级就读。

幼时， 熊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人
民教师。 这个梦想起于耳濡目染教师家
庭的氛围，起于爷爷的“桃李满天下”,也
起于爷爷来到她学校给师生作德育讲座。

“爷爷是名人，我长大后，要和他一样成为
好老师！ ”她回到家骄傲地告诉妈妈。

2016年，熊彧初中毕业，她纠结过是
读高中还是读师范。 不过最终，她还是选
择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就读师范学校，成
为了一名免费师范生， 而这个选择意味
着，她毕业后去偏远的农村学校任教，扎
根乡村。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1984 年 11 月 27 日，帅孟奇（中）从北京回乡，
专程来到汉寿一中会见了熊仲彬（左一）和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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