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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记者朋友，我想先跟你合张影，
可以吗？”

面对这样的“见面礼”，我先是愣
了一下，又觉得眼前这位腿脚不便的
老师很有趣。他叫彭家卫，是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双万田小学的任
教老师。

“我在这里教书已经34年了，第
一次见到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我想用
影像记录下来，给其他乡村教师看
看！”虽然彭家卫已经52岁，说这话的
时候却羞涩得像个孩子。

“教书育人，占据了我半辈子的时
间，这件事已融入了我的血液中，双万
田小学将是我一生的牵挂。”这时，彭
家卫的脸上退去了初见时的害羞，语
气也变得铿锵有力。

1983年，彭家卫高中毕业，只身
从老家屯昌到琼中最为偏远的山区教
学点之一双万田小学任教，当时，他还
只是一位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刚来
的几个月，身边的几位老师都觉得这
里条件艰苦，选择了离开。”彭家卫说。

“那时候，我并没有想离开，只是
觉得自己的教学水平有限。”彭家卫
说，随后自己利用2年时间，自费到琼
中教师进修学校学习，考取了教师职
业资格证后，再次回到了双万田小学。

这一次回来，彭家卫怀着一颗“安
家”的心。“虽然是小学，但学校只有两
个班级，一名老师，我被动地成了‘全
能老师’，从7点半早读课到下午放
学，语文、数学、品德、美术、音乐，我穿
梭在两间教室之间给孩子们上课。”他
说。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燃烧”着自
己，彭家卫也成了双万田小学1965年
建校后，任教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

彭家卫说，这些年，自己遇到最棘
手的问题是生源太少。双万田村是个
苗族村庄，村民思想相对保守，对子女
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在八九十年
代，学校最少时只有5位学生。

为了让山区孩子都能接受到良好
教育，彭家卫在课余时间，挨家挨户地
走访，当起了“说客”，宣传接受教育的
重要性。

若是碰到“死脑筋”的家长，彭家

卫就拿生活中的例子说服他们，“孩子
以后想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
卖，不会算数，怎么办？”通过彭家卫一
次次的劝说，愿意到学校上学的孩子
最多时达到42位。

一个人的教师路，彭家卫走了20
多年。直到2014年，这种“独处模式”
被打破了，原因是彭家卫的身体实在
扛不住了，必须要去医院做手术。

原来，因为山区环境潮湿，加上常
年长时间站立，从2009年开始，彭家
卫就经常感到左腿疼痛。“我总想着学
生们还在等着我上课，疼痛忍忍就能
过去。”彭家卫说。

“记得有一次上课时间，腿部疼痛
难忍，孩子们又很调皮，当时我是含着
泪把课上完的，放学后，我赶去镇上的
卫生院打了一支止痛针。”彭家卫回忆
说，生病后，自己没有请过一天假。

因为牵挂学生，彭家卫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间，左腿骨头逐渐坏死，左腿
也在慢慢变短，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2014年底，医院诊断结果显示，彭家
卫左腿骨头已全部坏死，必须做人工
置换骨头手术，将来才能正常行走。

至此，彭家卫才第一次向琼中教
育部门请假，脾气有些倔强的他，看到
琼中教育局从中平镇中心小学调来了
一位代课老师，才安心离开学校。

“彭老师请假期间，经常打电话询
问学生情况，做完手术修养不到半年，
他就拄着拐杖来上课了，很多学生说，
彭老师坚强得像‘变形金刚’。”代课老
师王绍旺说。

“能在山区扎根，见证学校和学生
的成长变化，我感到很幸福。虽然身
体残疾，但我的内心依然是丰盈的。
学校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做，我没理由
离开。”彭家卫说。

34年间，彭家卫见证了双万田小
学从茅草房变成崭新楼房，教室里的
水泥墙改造成多媒体教学设备。彭家
卫也懂得与时俱进，学会了操作多媒
体教学软件，呈现出更生动的课程内
容。

“彭家卫是我的老师，现在我的孩
子也在他代课的班级里上课，我们全
家人都要感谢他。”双万田村村民盘秀
文说，彭家卫老师和“双万田小学”“双
万田村”这两个名字早已无法分离。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三沙的位置
在哪里吗？”去年9月1日，作为海口市
教育局首批派遣至三沙市永兴学校的
3名支教教师之一，来自海口滨海九
小支教语文教师操秀丽，开学第一堂
课上，她便将中国地图和海南地图一
字排开，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三沙，认
识永兴岛。

今年 9月 1日，虽已离开三沙，
但她以同步课堂的形式，为滨海九
小与三沙永兴学校的学生，再次讲
授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爱祖国，爱
海洋》课程。对她来说，半年多的
支教经历让她的心始终与三沙紧
密相连。

心怀责任来支教

80后的操秀丽得知海口市教育
局将派遣老师前往三沙市永兴学校支
教的消息后，便向校长主动请缨要求
去三沙支教。

“支教嘛，就是要去艰苦的地
方。”她笑称自己没想太多，就想
着为岛上的孩子尽一份力。“三沙
的孩子就像这片大海一样，纯洁、
清澈和美丽。”去年 8 月 27 日晚，
操秀丽带着 3 岁的女儿一起登上
前往三沙的客船，靠岸的那一刻，
一张张笑脸和一声声问候，让她的
心里暖流涌动，颠簸的海上旅程瞬
间被幸福和自豪溶解。

开学第一课，她精心准备了《爱
祖国爱三沙爱阅读》的专题课。“支
教在今年年初结束，今年4月份，我
又重返三沙，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录制海洋课程，这个课程能在全国
播放，能让更多的学生增加海洋意
识。”

手绘日记记录三沙生活

虽然是语文老师，操秀丽却画得
一手好插画。在三沙支教期间，她一
直坚持用手绘日记记录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这些日记后来被制作成视频动
画，操秀丽与女儿还为此配音。“我女
儿一在屏幕上看到它，就会嚷着再去
三沙。”

与女儿一样，从去年登岛的那一
刻，操秀丽就深深地爱上了三沙的孩
子，爱上了这片静谧而神奇的土地。
她是带着 3岁的女儿与 300本绘本
来的，因为做母亲的缘故，她每天都
会同女儿一起看绘本，发现小孩非常
喜欢阅读绘本，能从中点燃他们对阅
读的热爱。

“这300本绘本都是外界捐赠的，
全都是正版硬装，且很适合低年龄段
的孩子阅读。”三沙图书馆虽然藏书丰
富，却是“成人图书馆”，操秀丽带来绘
本后，便开始给学生开设绘本课，很受
学生欢迎。“我想借着绘本，让孩子爱
上阅读，在他们心里种下爱阅读的种
子就行了，让浓浓的书香浸染三沙这
个美丽的地方！”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董新明

5时15分起床洗漱；5时30分从
住处出发，步行近3公里上班；5时50
分到达学校，用10分钟左右打扫校门
区域的卫生；6时15分在校门口迎接
学生，并带领学生跑步；6时40分，早
操结束，学生回教室早读。这是儋州
市第二中学校长高澄清作息表的早上
时段。

一日之际在于晨。一年来，持续
执行这个作息表，不但使这位校长自
己全天精神焕发，而且引领师生都有
了旺盛的教学干劲。

是什么力量，促使一名校长坚持
这种独特的“早课”？

“教育是一种爱，教育的爱无处不
在。”高澄清专著《抚育心灵》中的这句
话，回答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和动
力，都源于爱。

正是对教育的爱，造就一位学者
型校长。曾在湖北从事多年教育教学
工作的高澄清，作为高级教师，业余时
间笔耕不辍，出版了《抚育心灵》《做一
个快乐的学生》《用智慧造就孩子》《成
功离你有多远》等专著，并编著了《方
法成就梦想》，主编了《推开考试那扇
半掩的门》（上下册），参编了《高中生
物步步高》等教学用书。2016年，海
南省教育厅面向全国引进中小学优秀
校长，他成功竞聘为儋州市第二中学
校长。

正是对教育的爱，推动系列创新
型改革。高澄清赴任儋州市第二中学
校长后，团结校领导班子从多方面改
革：制定30条教规，落实课堂教学改
革的中心地位；实施“师徒结对”的“青
蓝工程”，帮助青年教师进步；定期举
办“鳌头论坛”，通过“请进来”“走出
去”，对全体教师进行培训；推行“小红
（蓝）帽”自我教育管理模式，发动学生
自己维持学校秩序；成立课程资源开
发管理处，让学生在20多个社团里按

兴趣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将总
务处改为后勤主动服务处。分管后勤
工作的校长助理吴云飞说：“主动服
务”不仅仅在字面上，更是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工作人员除了经常“沉”下
去查看，还建起了“维修微信群”，住校
教师和班级发一条求助信息，就有专
人上门维修。

正是对教育的爱，引导学生把爱
母校的感情化为行动。儋州市第二中
学男生宿舍楼后的荒坡，如今被整修
一新，由2017届高三学子植上了一行
行“感恩母校”的菠萝蜜树。此举象征
母校和莘莘学子经过努力，都会收获
幸福甜蜜的果实。

充满爱的校园，初显教育教学成
果。在第18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
生作文大赛中，儋州市第二中学1人
获一等奖，10人获二等奖，30人获三
等奖，学校获“全国作文教学先进单
位”称号；在海南省第29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中，该校获二等奖3个、三
等奖5个；2017年中考，该校700分以
上成绩达 97 人，同比增长 223%；
2017年高考，该校基本实现“低进高
出”目标，11名学生获得700分以上成
绩，而他们中的半数，3年前中考成绩
在全市的1100—1600名之间；在海
南省2018届会考科目考试中，该校学
生成绩排名全市第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在变革
中蓬勃发展的儋州市第二中学，赢
得了师生、家长的广泛认可。该校
化学教师谢福才说，高校长致力于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和实践，引导教
师主动工作、学生主动学习，效果明
显。该校门卫李超宝称赞：“只要高
校长不出差，我经常看到他早上5时
50分准时到校，长期坚持不简单！”
居住在新州镇的家长肖松林说：“儋
州市第二中学校容校貌、师生精气
神和办学成绩提升很快，孩子在该
校读书，我很放心！”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同学们，今天开始，我们来接触
一门全新的学科——英语。”9月2日
上午，定安县中瑞南岭小学教学点（以
下简称“南岭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迎
来了开学第一课。讲台上，老师穿着
艳红色的上衣，笑容灿烂而大方，如同
一抹亮色风景。这是刘金凤，扎根于
此已近30年。

南岭小学位于母瑞山深处，此处
山高路远道难行，从此处驾车到定安
县城需要近两个小时。山区的教学环
境比不得城市，没有充足的教学和娱
乐场地，学生教室和老师的办工场所
全浓缩在两栋平顶砖房中。

而刘金凤最初的任教环境比现在
还艰苦许多。1987年9月，刘金凤来
到南岭小学任教，和其他老师一样住
在简陋的宿舍里。“由于学校位置偏
僻，周边十几公里都没有市场和商
店。”她回忆，最初学校没有食堂，老师
们在校园里开辟了一方小菜园，种上
菜心、地瓜叶和木瓜等几样家常菜，到
了饭点，便摘菜搭伙做饭。而每天放
学批改完作业，还得下地浇菜抓虫。

“有时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腰来。”她
说。

当时，除了生活环境艰苦，任教工
作也给了刘金凤不小的挑战。“最大的
问题就是语言，山里多是苗家孩子，来
上学时大多不习惯说汉语。”刘金凤
说，自己作为学校里唯一的汉族教师，
心里十分忐忑。由于存在语言障碍，
她即担心孩子们听不下课，也害怕他
们不愿意和我交流。为此，她在课堂
上增加互动，让孩子们更加投入听讲，
在课后常找他们聊天谈心，陪他们玩
跳绳，做游戏，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山里的孩子天性活泼自由，难以
自觉遵守课堂秩序。刘金凤总一遍遍

耐心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并及时表
扬每一个小进步。这样“恩威并施”的
教育方式，让孩子们发生极大的转
变。在该校校长盘佳呈的印象里，曾
有个叫做盘小凡的学生，很调皮捣蛋，
上课时小动作不断，一会玩玩文具，一
会揪揪同桌的头发，老师们都头疼得
很。他说：“但这个孩子被刘老师教得
特别懂事。”

盘小凡在三年级时成为刘金凤的
学生，最初在课堂上十分闹腾，总影响
别的同学听课。“看到小凡玩闹，我就
马上点他回答问题，让他意识到正在
上课得守纪律。”刘金凤一下课，便马
上找小凡谈心，给他讲名人好学的故
事，鼓励他珍惜学习机会。同时，小凡
不爱做作业，字写得潦草，刘金凤便在
每天放学后留下来陪他重新写。“最初
小凡生闷气，处处顶嘴作对，但我不批
评他，还常表扬他知错就改，久而久
之，他越来越自觉。”刘金凤说，最让她
惊喜的是，后来小凡完成作业后，如果
自认为不够认真工整，便在本子上打
个大大的叉，重写一遍后再交。

山区教育资源落后，师资不足，一
个老师兼任几门课是常有的事。
2011年，南岭小学开设了英语课，但
学校里没有英语专业的老师，甚至有
些老人从未接触过英语。读书时英语
基础较强的刘金凤自告奋勇，担任英
语教师。上课前，刘金凤总在家一遍
遍跟读磁带，并查透课文中所有知识
点，力求以最好的状态教授学生。功
夫不负有心人，近两年，南岭小学的英
语期末考试平均分在全定安范围的小
学中始终保持着前20名的成绩。

今年，刘金凤已有51岁，由于长
期教书伏案，留下了腰疼、颈椎痛等病
症，但她仍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成
为乡村课堂上一抹亮色风景。她总
说：“山里的孩子太需要老师，而我为
他们做的还太少太少。”

定安教师刘金凤扎根深山教学点30年

一抹亮色映乡村

■ 罗孝平

当时光流向金秋九月，我省12万多名人民教师将与
全国1500多万名人民教师一道，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
在第33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把崇敬和祝福献给他
们！

从来没有一种职业，能像教师一样，将个人理想、国
家未来、民族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用坚定的信
念、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德行、饱满的爱心，塑造着一颗
颗心灵，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源源不断培养生力军。

我省12万多名人民教师坚守岗位、兢兢业业，为孩
子教育、海南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来自制度的关
怀和孩子的成长，也让教师们的获得感日增；在海南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海南上下齐心，奋力走在前行的路
上，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本期海南日报《教育周刊》将走近我省四名教师，他
们是海南人民教师这个群体的缩影，从他们身上可以感
知教育的力量、坚守的力量，以及对成长和未来的无限
期待！

琼中残疾教师彭家卫34年陪伴几代人成长

为爱化身“变形金刚”

致
敬

儋州二中校长高澄清打破常规致力改革

让教育“动”起来

海口教师操秀丽带着女儿和300本绘本到三沙支教

惟愿书香浸三沙

⬅琼中双万田小学教师彭家卫教孩子
在黑板上写字。 本报记者 郭畅 摄

➡儋州二中校长高澄清从教以来一直
笔耕不辍。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操秀丽今年9月1日在海口滨海九小跟三沙
永兴学校进行同步课堂。 （图片由本人提供）

➡新学期定安南岭小学刘金凤教师在黑
板上板书。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黄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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