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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敏

今年 10 月份，从教 35 年的孙晓
明就要退休了。这个教师节，是她在
岗位上度过的最后一个教师节。“想
到即将离开校园，心里有很多不舍。”
回忆起多年的从教生涯，孙晓明感慨
不已。

1987年，孙晓明初登讲台。当时，
她带二年级，教数学。

翻看教材时，孙晓明感觉二年级
的数学太简单了。但是，第一节课讲
完，她心中却有一种满满的挫败感。

当时，老师们按照传统的教学模
式教学，经常“满堂灌”。孙晓明是一
个爱学习的人，她开始探索先进的教
学方法，做到自己尽可能地少讲，让学
生多练。

孙晓明是教育改革的见证者。“现
在的教学模式是，提倡小组学习、合作
探究，虽然老师讲得越来越少，但对老
师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当老师多年，
孙晓明一直走在学习的路上，后来她
在东关民族小学担任业务副校长，仍
坚持订阅各种教育类刊物，她阅读完
这些刊物后，会将上面刊登的好的教
学方法分享给学校的年轻老师，“年轻
老师更有朝气和活力，更适应信息化
教学”。

作为主抓教学质量的业务副校
长，孙晓明特别重视对教师的培养。
为让年轻老师尽快成长起来，孙晓明
经常带领他们备课。

孙晓明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从
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她心中就一直

担着一份责任。“和孩子们相处很简
单，他们总会给老师带来一些意想不
到的惊喜。这是我在岗的最后一个教
师节，想到很快就要退休了，心里挺不
是滋味。”孙晓明说。

用心对待每一名学生的孙晓明，
如今桃李满天下。每个教师节，她都
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年龄段学
生的祝福。作为一名教师，这是她的
高光时刻。

回忆起30多年的从教生涯，孙晓
明感觉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在岗的
最后一个教师节，对她来说，既是结
束，也是新的开始。

“每天上班都匆匆忙忙的，退休
后，我将开启一种新的生活模式。”退
休后，孙晓明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
人，含饴弄孙，教育孩子，期望他们能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岗的最后一个教师节

孙晓明：即将退休有很多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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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是教师节，也是中秋
节。因为是假期，校园内安安静静的。

当日上午，在聊城三中北校，贾斐
雪在宿舍内专心准备开学后的班会内
容。刚毕业走上讲台，贾斐雪感觉自己
要做的功课比较多。

“秋季开学后，老师们都很忙，批改
试卷、备课……如今放假了，老师们的
工作依旧挺忙。”贾斐雪说，于是她就借
口放假时间短，告知父母不回家过中秋
节了。

贾斐雪，东阿人，今年24岁，研究生
毕业，今年秋季开学后成为聊城三中北
校的一名地理老师，还担任高一十班班
主任。

初为人师，忙是真的。贾斐雪过节
不回家的理由，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原来，开学第二天，贾斐雪中午出去
修手机，在回学校的路上被一辆电动三
轮车撞伤了，医生诊断为骨裂。下午打
完石膏，贾斐雪就立即返校了。当时，学
生正在军训，贾斐雪不想错过这个和学
生相处交流的好机会。“军训就这么几天
时间，让我待在办公室休息，我放心不下
我带的学生啊。”就这样，贾斐雪每天都
带伤到操场看着学生军训。

其实，贾斐雪受伤后，学校安排了
其他老师帮助处理班级的各项事宜，不
过，她还是觉得和学生待在一起最安
心。

贾斐雪说，在她多年的求学生涯
中，有一位老师一直让她感到十分温
暖。如今，自己也走上了三尺讲台，那

位老师依旧是她心中的榜样。
读初三时，因学习压力大、作业多，

贾斐雪累病了。当时她的班主任田文
华知道这件事后，对她说：“睡眠比学业
还要重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田文
华还告诉学生，如果到休息时间了还写
不完作业，可以给她说，她会和任课老
师沟通。

“这件事儿不大，却让我感到很温
暖。”贾斐雪也想成为可以温暖学生的
老师。

贾斐雪说：“最开始拄着双拐走路
很慢，接我去教室的学生跟着我一步一
步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现在，是
学生等着我，陪着我慢慢前进，以后，我
也要耐心陪着他们慢慢进步。”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师，贾斐雪比学
生只大八九岁。她希望，在课堂上自己
是严师，在课下学生能把她当成朋友，
有困难和成长的烦恼多和她沟通。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对贾
斐雪来说有些特别，在这个教师节，她
收获了温暖和感动。高一年级主任井
秀芳见贾斐雪行动不便，帮她解决了所
有难题，不在学校时，井秀芳就托付其
他老师照顾贾斐雪。

中秋节当天，李秀芳老师给贾斐雪
送来了螃蟹，还不忘带一个电饭锅。“细
心的李老师还帮我打满了开水，而之前
我们都没见过面。”贾斐雪说，正是有大
家的帮助，她才能继续工作。

备好一节课挺不容易，但贾斐雪对
自己有信心。“准备充分了，上课就不会
紧张。”追求完美的贾斐雪，希望自己能
成为一名好老师。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教师节

贾斐雪：收获了温暖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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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20多年的王玲，是茌平区第二
实验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她获得过
多项荣誉，今年教师节前，还被评为山
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只
是一名踏踏实实培养学生成长的‘点
灯人’，点燃学生的生命之灯。”王玲
说。

1999年师范毕业后，王玲带着满腔
热情走上讲台。课堂上，她全身心地投
入，却没有换来预想的教学效果。此
后，王玲开始广泛阅读名师的教育专
著，并想方设法争取外出观摩学习的机
会。

2006年，山东省优质课评选在泰安
举行。王玲为了能前去观摩，忍痛给当
时只有9个月的女儿断了奶。学习结束
后，王玲回到家，看到女儿瘦了一圈，她

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当老师多年，对女儿，王玲很愧疚，

对学生，她却投入了很多爱，学生的冷
暖和喜怒哀乐，她都放在心上。

王玲曾在农村小学任教16年。“记
得班里有名男生辍学了，当时我怀着8
个月的身孕，骑着自行车奔波了五六公
里路去他家，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返校就
读。”2022年9月8日，回忆起那条坑坑
洼洼的乡村小路，王玲记忆犹新。因为
过度劳累和情绪紧张，当时王玲险些早
产。

2020 年初，疫情暴发，全市开启了
线上教学模式。一开始上网课，王玲就
牵挂着班里一名叫岩岩（化名）的孩子。

原来，几年前岩岩的父母离异，母
亲远嫁，父亲离家出走多年没有音信，
他跟着多病的奶奶一起生活，全靠姑姑
接济度日。

有一年中秋节刚过，岩岩去办公室
交作业，王玲见他的作业做得不错，就
奖励给他一块月饼。看到月饼，岩岩两
眼放光，兴奋地说：“谢谢老师。”

这一切王玲看在眼里，顿时感到阵
阵酸楚。

后来，王玲常常以奖励为由，送给
岩岩一些文具和零食。考虑到岩岩家
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智能手机，无法上
网课，王玲就把一部智能手机和一些文
具、书籍送到岩岩家中，并手把手教岩
岩如何上网课。

“也许我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
运，但是我想尽可能地去照亮他的童
年。”王玲的理想是成为学生人生道路
上的一盏灯。

为了让自己迅速成长，王玲不放过
任何一次锻炼的机会。她积极争取讲公
开课，每次执教，都一遍遍地试讲，一遍
遍地修改。经过无数次磨炼，王玲不断
进步，她的课堂教学也更加高效。

工作中，王玲还帮很多青年教师点
亮了一盏盏心灯。

2016 年，学校新入职一批青年教
师，看着他们虽激情满怀，却对如何教
课茫然无措的样子，王玲感觉自己有责
任引领他们尽快成长。于是，第二年，
王玲组织学校22名青年语文教师成立
了“菁菁语文”工作室，组建了“趣味识
字”“诗词教学”“创意写作”“单元整合
与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5个创新团
队。

王玲带领青年教师练习教学基本
功、深度解读教材、研究名师课例、进行
同课异构，并走进他们的课堂，对他们的
教学质量进行点评。每学期，她都会听
几十节课，在听课记录中逐字逐句地点
评每名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在她的帮
助下，一批青年教师很快成长起来。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意味着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追逐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王玲
说，她愿意做一名温暖的点灯人。

王玲：做一名温暖的点灯人

王玲参加学习培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