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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其实老师不仅只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知
识，课下和学生们做朋友，和学生一起生活成长。 学生从老师身上感受到的不仅是
言传身教，更多的是老师的关爱。

记者体验幼儿园老师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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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是孩子们入学的第一课， 而幼儿园的老
师就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 与其他老师相比，幼儿园
老师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工作内容极其琐碎繁杂。 所
以， 幼儿园的老师也常常被孩子和家长亲切地叫做
“幼儿园阿姨”。

9

月
5

日，记者来到宝石桥附近的希望之星幼儿
园， 体验幼儿园老师的一天， 也体验到了什么叫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早上
7:30

，周老师便要赶到幼儿园，与保育员一
起整理好教室，并从家长手中接过孩子。

上午
9

点，是孩子们上课的时间，周老师招呼孩
子们坐好，喊了几次，几个孩子仍旧我行我素，或在
地上走动，或举着小板凳玩，或和旁边的小朋友交头
接耳，记者在一旁帮忙哄着，却一点儿用也没有。

“立正！ ”正在记者焦头烂额之时，周老师适时喊
出了口令。 听见口令后， 小朋友大声回应道：“

One

Two

（一二）”。 这句口令是记者当天听到的频率最高
的一句话，也是约束这些小淘气们最有效的一句话。

“老师，我热！ ”刚坐好，就有小朋友跑到记者面
前喊，记者帮他脱完上衣之后，其他几个小朋友看见
了也纷纷过来嚷着要脱衣服。

10

点多，是孩子们喝水休息的时间。记者跟着保
育员老师连忙从消毒箱内拿出三十多个杯子， 一一
倒上水，然后安排小朋友分成男生、女生两队，手搭
肩排好队来喝水。

“老师，我还要！ ”“老师，老师，我喝完了！ ”三十
多个小朋友围在记者身边叽叽喳喳地喊着， 一会儿
的工夫，记者就有点晕头转向了。

上课还好，最不容易的是让孩子吃饭、哄孩子睡
觉。 记者与老师们将饭桌摆好，孩子们便搬起小板凳
纷纷涌了上来，“我要坐在这里！ ”“老师，他推我！ ”

“老师，我没有地方坐！ ”好不容易让小朋友们一个一
个都坐好了， 但小朋友们对眼前的饭菜似乎不太感
兴趣，记者与周老师连哄带劝才让他们把饭吃完。

11

点半，要睡午觉了。有些孩子却还沉浸在兴奋
中，在床上翻跟头、打闹。 记者只能跟着老师们一起
将他们一个个安排到各自的小床上，

11:45

，屋里安静
了些，有些孩子已经闭上眼睛睡觉了，但仍有几个还
是睁着眼睛到处乱看。

等到孩子们都睡着了， 记者离开幼儿园时就像
是刚打完一场仗。 尽管今天天气湿冷，但额头上却冒
出了汗珠。

“90%的学生我都家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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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吴斌老师时， 他正在讲课，

讲的是郑愁予的《雨说》。 虽然普通
话不太标准，但是吴老师朗诵起来
感情却格外真挚， 不少学生都在随声

附和， 甚至后排的几个男生都在跟随
着吴老师的速度在书上做着笔记。

下课铃声响起， 当得知记者要来
采访，吴老师腼腆一笑，并告诉记者还
要再等他一会。随后，他把教室最后排
的一位女生叫到一旁开始谈话。的确，

这个女生上课情绪不高， 记者也发现
她好几次都在看着书发呆， 这回估计
是该挨吴老师的批评了吧。 虽然跟他
们隔着一段距离， 但是记者还是隐约
听到了几句话。 “……昨天作业错了好
多， 放学了我给你讲讲……放学跟我
一块到我家吃饭吧……”

上课铃响起， 吴老师又跟她交代
了几句，这才领着记者回到办公室。拿
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下几口水， 吴老师
才闲下来。 “我就是一个普通教书匠，

当老师
15

年了，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成
就，这些年不少人都去了市区的学校，

我算是没志气的了。 ”初次见面，没想

到吴老师这样评价自己。

金牛山中心学校全校不到六百个
学生， 单从学校陈旧拥挤的教室就能
看出与中心城区的差距， 有没有志
气暂且不论，在如此清苦的环境下
吴老师从

1998

年坚持到现在，没
有对学生深厚的感情，相信很难做
到。 用吴老师的话说，一个老师好
不好， 就要看看他是否熟悉学生的家
住在哪儿。他所教的学生，

90%

都家访
过，这个纪录，相信市区的很多老师都
达不到。

“我们学校是寄宿制，很多学生
都是周边乡镇的留守儿童， 上网、打
架、孤僻、自私是这些孩子的标签，但
是哪有孩子天生是这样的， 有些是家
庭贫困缺乏自信， 有些是父母离异无
人管教， 家长和老师并不是孤立的个
体，他们是孩子成长的一双翅膀。 ”吴
老师说。

记者市郊学校见行记

吴斌：金牛山中心学校
教龄：

15

年

许家仪：二十里桥小学
教龄：

31

年

让山村里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9

月
5

日上午， 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长途跋涉， 穿过曲曲折折的山路
后，记者来到了南湾管理区二十里桥
小学。 此时正值课间休息，许家仪老

师正带着学生们做游戏。

1982

年许家仪便在这里教学了，

虽然目前学校里只有
12

名学生，但
许家仪和另两名老师却依然坚守在
这里， 孜孜不倦地教导着孩子们，让
山村里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许家仪告诉记者，二十里桥村位于深
山，又远离市区，村民住得也很分散，

如果村里没有小学，很多学生就要到
6

公里外的南湾湖风景区第七小学
上学。

简单摆放几张桌椅的教室与城
里的设施相比简陋许多，“虽然教学
设施没有城市里的学校那么优越，可
是城里孩子能上的课，我们一个也不
落！ ”许家仪自豪地说。

因为课多人少，许家仪和另两名
老师每周要上近

20

节课， “虽然很

累， 但是为了孩子， 再辛苦也要坚
持。 ”许家仪一脸坚定的说道。

在教室外的走廊上， 记者问起二
年级学生陈丽雯， 知不知道教师节
时，小姑娘略带羞涩地说，教师节是
老师的节日，大家都很喜欢老师，

老师对我们也非常好。 记者又问
道， 那教师节你会给老师什么祝福，

陈丽雯和另外几个学生拿出平时画
画的小黑板，用彩笔在黑板上描绘出
花花草草， 还认真地一笔一画地写
上：“老师辛苦啦！ ”

看着孩子们画满花草的黑板，许
家仪感动地说：“山村里的孩子都很
纯朴，教师节时能听到孩子们一句祝
福的话，再苦再累也觉得很值。 ”他说
他一定要坚持让山村里的孩子不荒
废学业，学到应有的知识。

在教师节前夕，记者分别前往市郊的寄宿学校河区金牛山中心学校和仅
有三名老师的南湾管理区二十里桥小学，感受那里老师日常工作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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