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3 岁教师的桃李情

今年 73 岁的王修德是浚县一位退休教

师，他在讲台上站了 53 个春秋，先后任职于 9

所中小学， 现在仍在一所职业中专任高三化

学老师。 他教过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 74岁，

最小的不到 20 岁。 每逢教师节，他都会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短信祝福、来信问候。 王修德

说，他有一笔财富，那就是师生情。 王修德保

存了教过的每一届学生的名单、 座次表、合

影、成绩单……记下了几乎所有学生的名字、

联系方式以及现在的工作生活状况， 并整理

成册。

9 月 9 日，记者来到王修德的家，他正坐

在沙发上翻看学生们给他发来的教师节祝福

短信。 记者看到，在他的面前，摆满了装订成

册的学生来信、贺卡、影集……“咱没啥资本，

就这些东西，没事就翻翻，我觉得这就是我最

宝贵的财富。 ”王修德告诉记者。

说着，王修德拿出他的十几本“宝贝”让

记者看。“这几本是桃李篇，记录了学生们的

成就；这几本是杏坛篇，记录了教学点滴以及

学生的评价；这几本是鸿雁篇，是这些年来学

生们和我的通信……”王修德如数家珍。 作为

全国优秀教师，王修德从 1959年到现在，共教

了 102 个班级，6475 个学生。 王修德记录着

1959 年到现在每一届学生的姓名、成绩单、相

片等以及 53 年教学生涯中的点点滴滴，都整

理成册，并分为杏坛篇、春晖篇、鸿雁篇、荣誉

篇、雅集篇、桃李篇、远足篇、天伦篇等 10 个

篇章。

王修德还保存了学生送给他的 400 多张

贺卡，325封来信，60多页信息，保留了 500 多

份学生写给他的教学评价，758 张学生照片

等。

“学生送给我的东西，我都留着，哪怕是

一片纸、一个字，都是对老师的一番情谊。 学

生的事情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王修德告诉

记者。

“寿龄修至圣上人，师德当铭史册中。 您

的年龄和培养的学生都超过了孔子。 师德更

是有口皆碑。 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9月

9 日，王修德收到了学生朱彦民（现为南开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祝福短信。

一位学生在给王修德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见过的老师中，您是我最敬佩的一个。 我

很想再听听您那语重心长的话语， 再一睹您

那慈祥的面容，再感受您热情的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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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老师是这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情绪。尊师

重教是传统美德，所有的教师都应该受到尊敬与祝福。

做个好老师

不简单

□晨报记者 杨阳

9 月 7 日晚上 8 时，淇

滨区第二中学的初二年级教

师杜欢欢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 杜欢欢今年 25 岁，到淇

滨区第二中学任教刚满一

年。

杜欢欢告诉记者， 班主

任大概是最小的主任， 但要

做好也不容易。“没当老师

时，感觉老师很好当；可真当

了老师， 才发现当一个好老

师实在不简单。有个笑话说，

教师可以当警察， 因为整天

在班里破案； 教师可以当主

持人， 因为整天为公开课想

游戏和花招； 教师可以搞工

艺美术，因为整天写黑板、布

置教室；教师可以当作家，因

为整天写计划和论文； 教师

还可以到市场上叫卖东西，

因为练出了高音和厚脸皮。”

杜欢欢说， 只有真正做了教

师， 才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

重。

作为一名教育界的新

人，杜欢欢表示，他也曾经有

过困惑、委屈，但在教学的过

程中，他逐渐成熟。“真心对

学生， 才能换回学生对你的

真心。 有爱，才有教育。 ”

有时会觉得累

□晨报记者 贾正威

9 月 7 日，记者见到姜燕鹤时，她正坐在

办公桌前批改作业。

2011 年， 姜燕鹤从信阳师范学院英语专

业毕业后， 一直在某学校代课。 2012 年 8 月

份，她从市直教师招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兰

苑中学七年级的一名英语老师。

刚刚正式参加工作， 带七年级两个班的

英语课，姜燕鹤觉得有些不适应，有时候会觉

得累。“七年级的孩子比较贪玩，上课挺活跃，

我不仅要讲课，还要注意维护课堂秩序。 ”姜

燕鹤笑着说。

“做学生时，总觉得和老师是上下级的关

系，可现在自己当了老师，才深深体会到了这

份责任，我会把学生当做家人一样看待，在教

学中表现出更多的亲和力， 和孩子们成为真

正的朋友。 ”姜燕鹤说，“能把学生们的功课教

好，能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付出，就是我最大

的喜悦。 ”

与孩子们一起成长

□晨报记者 韩文雪

她叫呼丹，25岁。今年 9月 1日刚刚

成为鹤翔小学的一名教师，9 月 10 日是

她的第一个教师节。

“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现在，我

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感觉特别开心。 ”

眼前的呼丹，文静大方，说起话来柔声细

语。 9月 8日，谈到短短一周来的工作感

受，记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快乐。

“我现在担任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兼

班主任。 接待新生、 开家长会、 备课、

上课……一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

行着， 虽然忙碌， 但很充实。” 回想起

上的第一节课， 呼丹说， 她并没有紧张， 更

多的是激动， “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活泼，

会积极地和老师沟通互动， 课堂氛

围轻松而活跃。 每次站在讲台上，

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和一

张张微笑的小脸， 我的心里都会升起一种神

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些是我之前体会不

到的。 ”

谈到当老师的原因， 呼丹笑了起来：“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就对老师这个职业

有好感，觉得自己将来也应该成为一名老师。

所以，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师范专业。 和孩子们在一起真的非常快乐，

每天的心情都非常愉悦。 ”

“当然， 也有部分家长担心我们缺乏经

验。 但我想说的是，作为年轻教师，我们也有

很多优势———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工作热情

高涨、更易于和孩子沟通交流等。 一年级的孩

子，除了学习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对自身行为

的规范和良好习惯的培养。 相信在孩子们的

成长过程中， 我们这群年轻的教师也能一起

成长。 ”呼丹说。

开学第一周，

有些Hol d不住

□晨报记者 席适之

9 月 7 日，记者来到了淇滨区金山街

道办事处金山明德小学内，探访今年刚刚

通过招教考试上岗的青年教师贺春玲。

“学校有些偏僻，连校长在内，一共

14个人。 由于交通不便，教师们都是在学

校吃午餐。 但学校还没有食堂，大家一般

会煮些面条，有时会吃方便面。”贺春玲告

诉记者。

贺春玲既是语文老师， 又是班主任，

谈到做教师的感受， 贺春玲说：“心累、身

体累、嗓子疼！ 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不适

应，有的上课时要找妈妈，有的去厕所还

会管我要厕纸，有的总是跟我对着干。 实

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一边批评一边哄，真

有种Hold不住的感觉。一天下来，我总是

被‘折腾’得晕头转向，晚上睡觉时满脑子

都是孩子们吵闹的声音。 ”

“我才教课一周，所以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贺春玲说，她一定会努力做一

名称职的教师。“另外，希望公交公司能为

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可以增加公交线路

或是让 102 路在学校附近停靠， 这样，我

们上下班可以方便一些。 ”

想对恩师说谢谢

□晨报记者 李鹏

“老师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次语重

心长的教诲，一个饱含深意的动作，都会

改变学生的一生。 ”9月 7日，鹤壁育才学

校高二年级教师李素芳告诉记者，她想对

她的中学老师王铁明说一声“谢谢”。

“1990 年，我上初中一年级，那一年，

王铁明老师大学毕业后来到我们学校任

教。 因为成绩不好，我开始自暴自弃。 ”李

素芳说，“初一下半学期，王铁明老师开始

教我们政治。就在他给我们上第二节课的

时候，我带着班里的 3 名同学逃课了。 第

二天，王铁明老师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

里，询问逃课原因。 我对他说：‘我想出去

玩，班主任都没说我什么，你凭啥管我？ ’

我的态度激怒了王铁明老师，他气冲冲地

走到我面前， 给了我一耳光。 瞪着我说：

‘凭什么？ 我是你老师，有责任教育好你。

看看和你同村的张静、杨娟、马

晓飞，他们年龄比你小，成绩都

比你好。 ’”

李素芳告诉记者：“后来，

每当我想在学习上偷懒的时

候， 我总会想起王铁明老师高

高举起的手。 1996年，我考上了

大学，毕业后也做了政治老师。

遗憾的是， 王铁明老师在 1999

年因车祸去世， 我再也没有办

法跟他说声‘谢谢’。 ”

□晨报记者 马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