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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风送爽、硕果累累的秋季，我们迎来了第40个教师节。在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我们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

感谢。本期“文艺副刊”版特别分享几则或感谢恩师，或述说初为人师的教育故

事，以此向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爱心和智慧点亮学生心灵的老师们

致敬，并真挚道一声：亲爱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在这个阳光温馨恬静的季节，微风和煦轻柔
的教师节，我的思绪如纷飞的柳絮，飘向了
那段青涩而美好的初中岁月，飘向了我敬爱
的英语老师——黄秀娟老师。

初见黄老师，她如春日的微风，轻柔而
温暖。一头乌黑的长发，明亮的眼眸中闪烁
着智慧的光芒。她站在讲台上，用一口流利
的英语介绍着自己，那声音如同天籁之音，
瞬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黄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她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能把枯燥的英
语单词和语法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
事。在她的引导下，我们仿佛穿越时空，来
到了古老的英国，与莎士比亚对话；又仿佛
置身于美丽的夏威夷海滩，感受着阳光和
海浪的拥抱。她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和幽默
的表达方式，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英语，不知不觉中，我们对英语的热爱
也与日俱增。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黄老师不仅
在教学上独具匠心，在生活中也对我们关怀
备至。记得有一次，我在考试中失利，心情十
分低落。黄老师发现了我的异常，把我叫到办
公室，耐心地帮我分析试卷，找出我的问题所
在。她用温柔的话语鼓励我：“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气。只要你坚持不懈，就一
定能取得成功。”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母亲般
的温暖，心中的阴霾也一扫而空。

在黄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的英语成绩
突飞猛进。我也从一个胆小内向的女孩，变
成了一个自信开朗的学生。我开始积极参加
各种英语活动，在演讲比赛中崭露头角，在
英语角中与同学们畅所欲言。而这一切，都
离不开黄老师的鼓励和支持。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

从初中毕业多年，但黄老师的教诲却一直陪
伴着我。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站在了
那曾经让我憧憬的讲台上。每当我看到学生
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我就会想起黄
老师当年的模样。我知道，我肩负着和黄老
师一样的使命，那就是用知识去启迪学生的
心灵，用爱心去呵护学生的成长。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终于明白了黄老师的那份坚守和付出。她
就像辛勤的园丁，默默地耕耘着，只为了让
祖国的花朵绽放得更加绚烂。如今，我也在
努力践行着黄老师的教诲，用自己的言行去
影响着我的学生们。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对黄老师说
一声：“谢谢您！您是我人生路上的明灯，照
亮了我前行的方向。如今我成为了你，我会
带着您的期望，继续前行，为教育事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着教师节的到来，我的
思绪如轻盈的蝴蝶，悠悠地飘回

到1984年，那段满溢着温暖与感动
的旧时光。

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廖老师教我
们班语文。他中等身材，总是衣着整洁，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廖老师的语文课生动
有趣，他总能用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和
形象生动的比喻，让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
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在他的课堂上，我们像
置身一个梦幻般的文学王国，尽情地遨游、
探索。他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
做人的道理。他常常语重心长地说：“知识
改变命运，品德成就未来。”这句话犹如一
颗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成为我一
生的座右铭。

然而，廖老师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
的，并非他在课堂上的卓越风采，而是他在
业余时间里制作竹椅的精湛手艺。记忆中，
他的门前堆满各种粗细不一、形态各异的竹
子，那些竹子散发着淡淡的竹香。他那双满
是老茧的双手，充满了魔力，每一刀每一锯
都那么娴熟自然，每一根竹子都按照他的设

想，服帖地变成一把把漂亮结实的竹椅。
我喜欢在放学后看廖老师制作竹椅。

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额头上渗出细密的
汗珠，温暖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一
幅宁静而美好的画面。有时，廖老师会停下
手中的动作，仔细地端详着手中的竹椅，如
同欣赏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他会用手
轻轻抚摸着竹椅的表面，感受着竹篾的光
滑和细腻。发现不平整的地方，立刻拿起工
具进行精心调整，直到满意为止。他对每一
把竹椅都倾注全部的心血，力求做到完美
无缺。那认真的模样，让我懂得什么是精益
求精。

有一天，廖老师看到我又在一旁看他制
作竹椅，便微笑着问我：“想不想学？”我兴
奋地点了点头。从那以后，廖老师便开始耐
心地把制作竹椅的技术传授给我。他细致
地向我讲解每一个步骤，从选材、切割、编
织到组装，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在廖老
师的悉心指导下，我逐渐掌握制作竹椅的
技术。每当我完成一把竹椅，廖老师都会给
予我鼓励和赞扬。他微笑着说：“你很聪明，
接受新事物快，只要你肯努力，将来一定会

有出息。”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长大成人，但廖

老师的身影和教诲，仿若那翠绿的竹子，永
远镌刻在我心间。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我也曾遭遇过艰难困苦的时期。然而，正是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廖老师教给我的制作竹
椅的技艺，成为我渡过难关的希望之光。我
制作出的竹椅虽然比不上廖老师的那般精
美，但也能换来一些收入，缓解生活的压力。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每一把竹椅都是我对
廖老师深深的感恩。

如今，40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懵懂
无知的少年，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
廖老师也早已退休，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然而，他对我的影响却一直伴随着我，从未
消失。每当我看到竹椅，我都会想起廖老师
那专注的神情、温暖的笑容以及无私的教
诲。那些回忆如同陈年的美酒，越品越香，越
品越醇。

在第40个教师节，我想对廖老师说一
声：“谢谢您，老师！您的恩情我永远铭记在
心。”站在新的起点，我将带着廖老师的教诲
和期望，继续前行。

今年 7 月，我陪同几位学生前往陕西
省商洛市商南县下乡调研。我们选择在清
油河镇的一间山顶民宿落脚。那里被郁郁
葱葱的山林所环抱，清晨时分，薄雾如轻纱
般缭绕在山间。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拿着
相机四处捕捉美景，我也被这轻松愉快的
氛围所感染，任由他们自由地探索周围的
自然风光。

调研结束回校，临行前，他们神秘兮兮
地拿着手机对我道：“老师，来看看我们拍摄
的视频吧。”

我点开一看，这竟然是一段完整的清油
河镇风景民宿宣传片，摄影、取景、文案、旁
白、配乐、剪辑，皆是他们在繁忙的调研间
隙，利用休息时间完成的，不仅凝聚了他们
的热情与创意，也完美展现了他们对此次下
乡调研的深刻理解和艺术诠释。

民宿老板看到了视频，激动不已，他红
着脸、微微张着嘴，搓着手，眼神中透露着
期盼说道：“呀，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根本
不会用你们年轻人的东西……感谢你们学
生娃娃做的视频，我可以拿来宣传吗？”

“当然可以，就是帮你们宣传的呀。”学
生们笑作一团，大眼睛忽闪，没觉得自己做
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只是喜欢这
里，然后记录下来，仅此而已。民宿老板连声

道谢，又加了几个菜，说是答谢我们。
回程的车上，一名学生凑到我身边，明

亮的眼睛一闪一闪：“老师，你喜欢我们做的
视频吗？”我笑道：“喜欢。”她又像变魔术一
般拿出一张照片，小声说道：“那老师喜欢我
拍的这张照片吗？”我惊讶地睁大眼睛。那是
一张不知何时，我被拍下来的背影。我坐在
车窗边，正看着窗外的一片茶园出神，落日
的余晖透过车窗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被镀
上一层金黄的秋色。

见我没说话，学生的神色有些忐忑了：
“老师，我拍的时候没告诉你……你是不是
不喜欢啊……”我这才反应过来，笑道：“我
喜欢，这是我被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谢谢
你。”他们便也笑了。

我看着这张照片，记忆忽然回到了
三年前的夏天，我读博毕业那一天，我
悄悄地跟随在老师身后，捕捉到了一个
珍贵的瞬间——那是一张老师站在树下
的侧影照，她面带微笑，显得格外的亲
切与和蔼。

但我始终没有勇气送出这张照片。
我大抵不算一个好的学生，在读博的艰

难岁月里，让我的导师操了太多的心，我也
不如师兄师姐们优秀，怎么努力似乎也跟不
上他们的步伐。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学生，在

导师的鼓励、帮助下毕业了，又成为了一名
平凡的老师。

我不够优秀，以至于每当我面对导师
时，我总是心怀感恩，以及惶恐。教师节到
了，我摩挲着那张照片，又拿出了当年为老
师拍下的照片看又看。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编辑发送了祝福短信：“老师，祝您教师节
快乐，桃李满天下！”老师很快回复了：“你
也是个教师了，你也快乐。”我的眼眶突然
红了。

想起我读博士时，老师常常无奈地叹息
道：“你可怎么办呀。”如今这句话竟也成了
我的口头禅。我常常在面对学生时脱口而
出道：“你可怎么办呀。”今
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
句话从来不代表无奈，而
是对学生深深的爱怜与
担忧。我的导师教会了我
如何去爱学生，我在潜移
默化中竟领悟到了这份
真谛。

“叮”，我的手机响
了，屏幕亮了起来，上面
是来自学生的讯息——

“老师，祝您教师
节快乐，桃李满天下。”

那年，我初为人师
◎ 周雪凤

那是我在乡村学校任教的第一年，由于
师资匮乏，我被安排教英语兼美术科目。虽
然我很喜欢美术，但美术并不是我的专长，
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搜索课件学习，恶补美
术相关的专业知识。

显然，短时间提高我的绘画技能是不
太可能的，想让我看起来像一位美术老师
而不闹笑话，必须先用理论知识装备自己。
我要求自己牢记美术专有名称的解释、抽
象的定义、名画背后的故事等，能做到信手
拈来，随时准备让同学们长知识，提高绘画
的兴趣。

学生对美术课的期待是热切的，我还没
走进教室，就看到了几张小脸隔着教室的窗
户张望，无意中被我捕获的一个眼神，让我
知道了我的第一堂课至关重要。

如我预设的一样，课堂进展得十分顺
利。最后一个环节，我把练习的主题和要求
展示在大屏幕上，伴随着一段轻音乐同学们
便画了起来。偶尔有同学问我绘画细节如何
处理时，简单的地方，我会勾勒几笔，遇到难
题，就只能借助多媒体工具，播放视频来指
导他们。

有一个同学举手问：“老师，应该给风涂
什么颜色？”

我一下子愣住了，“风？”我从大脑里迅
速搜索答案，搜索风的样子。一下子回答不
出来的我，心里开始慌张，可表面上却装作
十分镇定。风长什么样子呢？搜索失败。我夸
奖了这个积极提问的孩子，把他的问题交给
了大家一起来讨论。从他们稚嫩的声音里，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风是棉花糖的形状，是五颜六色的。”
“风像云朵一样，是白色的。”……

孩子的想象真是丰富多彩，可似乎没
有确切的答案，于是我展示了几幅名画，
想帮助他们寻找答案，其中有一幅梵高的
《奥维尔的绿色麦田》，让我们看到了风
的形状和样子，“是麦田上的绿色波浪。”
他们齐声回答。画里的云朵在风中自由地
开合着，于是，我们闭着眼，尽情地感受
风，仿佛走进了这清新自由的麦田。接
着，我们通过其他物象看出了风的其他形
状和颜色。

显然，最后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既然
风是自由的，你们的想象也是自由的，想怎
么画就怎么画，想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
色。”我说。自由创作，让绘画回到最本真的
样子。那一天，同学们把感受到的风、想象中
的风，画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

无疑，交上来的作品都别有一番趣味。
接下来，我们举行了以“风”为主题的小画
展，把大家的画贴在黑板上，让“小画家”们
介绍自己的作品。通过科学纪录片的视频片
段，我们拓展了“风的产生”这一科学主题。
原来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
它是由太阳辐射引起的。

一次特别的美术课，给了我们充分的思
考自由，也让我们获得了从不同角度探索知
识的勇气。

每当想起风是什么颜色，我依然能沉
浸在无边无际的想象中。我相信，孩子们
也一样。

师恩如竹，岁岁常青
◎ 莫耀裾

那盏乡村明灯
◎ 刘方安

在故乡，有一位如明灯般的老师，照亮
了我懵懂无知的童年，温暖了我求知若渴的
心。他，就是我敬爱的李老师。

李老师个子不高，身材清瘦，脸上总是
带着温和的笑容，那笑容就像阳光，能驱散
我们心中的阴霾。他的眼睛不大，却明亮有
神，仿佛能洞察我们的一切小心思。他总是
穿着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虽然朴
素，但干净整洁，透着一股书卷气。

李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
那时候，乡村学校的教学资源匮乏，没有教
具，也没有多媒体设备，但李老师总有办法
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他会用粉笔
在黑板上画出一幅幅简单却生动的图画，帮
助我们理解课文；他会带着我们走出教室，
来到田野边，观察大自然，让我们亲身感受
课本里描绘的美好景象。记得有一次，上语
文课讲到《秋天》这篇课文，李老师竟然神奇
地“变出”了一把稻穗、几个红彤彤的苹果和
一小把金黄的落叶。他拿着这些东西，声情
并茂地给我们讲解秋天的丰收和美丽，我们
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五彩斑
斓的秋天里。

李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还特别关心我们
的生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同学
家里条件不好，中午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冷
饭。李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经常自己
掏腰包，买一些鸡蛋和蔬菜，在简陋的教师
宿舍里给我们做热乎乎的午饭。那一碗碗热
气腾腾的鸡蛋汤，温暖的不仅是我们的胃，
更是我们的心。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请了几天假。回到
学校后，正赶上数学测验，成绩很不理想。我
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
起来。李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
室。他没有批评我，而是耐心地给我讲解错
题，鼓励我不要灰心。他还用他那温暖的大
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孩子，一次没考
好没关系，只要努力，一定会赶上来的。”那
一刻，我望着李老师慈祥的面容，心中充满
了力量。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夏夜。学校停电
了，教室里一片漆黑。同学们都在抱怨没法
上晚自习了，可李老师却不知从哪里找来了
几盏油灯。微弱的灯光在教室里摇曳着，映
照着李老师的脸庞。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我
们继续学习，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有李老
师在，我们就觉得安心。

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片乡村，走进了
繁华的都市。但李老师的身影却时常浮现在
我的眼前，他的教诲如同一盏明灯，永远照
亮着我前行的路。我知道，在那遥远的乡村，
还有许多像李老师这样默默奉献的老师，他
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点燃了乡村孩子们
的希望之火，他们是乡村教育的脊梁，是最
值得尊敬的人。

我也成为了一名教师
◎ 田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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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如光，桃李芳菲
◎ 李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