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平时的教学工作外，李老
师还喜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到
朋友圈及同学群，让更多的人了解
新疆贫困山区学生的现状，引起大
家的共鸣，同时也希望社会上更多
的爱心人士能伸出援助之手。有一
名在江西省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学知
道她的故事之后，深受感动，立马帮
她联系上了江西省妇联及上海的公
益慈善组织及爱心人士，他们先后
以组织或个人的名义向阿克陶县梧

桐中学的贫困学生无偿捐助价值十
多万元的各种物资。

还有半年的时间，李老师就
要离开这里，但是她内心有很多
不舍。她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和远方，新疆就是一个
充满诗意的地方，希望大家有机
会多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回到
九江之后，我会不忘初心，继续推
广和宣传新疆，做一个民族团结
的践行者。”

她是首批“江西万名
教师援疆支教”入疆教
师；2018 年，也是“30 年
教龄”之年，她前往新疆
阿克陶县梧桐中学援疆
支教；2019 年，她拿出一
万元在支教学校建立“小
敏基金”，资助贫困优秀
学生。她就是当地百姓
口 中 的“ 最 美 女 教
师”——九江市田家炳实
验中学高级生物教师李
小敏。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教师李小敏

投身支教传递大爱

2018年 8月底，李小敏老师响
应党中央的号召，年近五十岁的她
毅然报名参加了“江西万名教师援
疆支教”的活动，并光荣的成为165
名江西省首批援疆支教教师的一
员，成为阿克陶县梧桐中学的16名
江西支教教师的一份子。

在参加梧桐中学的“三进两
联一交友”活动中，李小敏意外发
现有一名学生夹衣里面没有内
衣，她顿起恻隐之心，利用课余时

间上街帮那名学生买了一件内外
兼穿的 T 恤衫。当她看到有学生
的鞋底磨破了，便利用课余时间
帮这名学生买了一双新球鞋。李
老师说：“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
有关援疆支教教师的感人故事，
深受感动，内心一直希望有机会
能来新疆支教，如今美梦成真了，
在援疆支教的日子里，我就是希
望尽自己所能为这里的孩子做点
实实在在的事情。”

李小敏老师自九江市田家炳
中学 1993年建校之日起即在该校
工作，她是学校的始创者之一。在
该校工作的26年时间里，她早已对
田家炳先生博施济众、热心公益、
高风亮节的故事耳濡目染。她的
内心一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微薄
之力把田家炳先生的大爱精神传
递出去，于是她毅然加入了援疆支

教教师的行列。
在梧桐中学，她除了做好本职

的教学工作外，还常常与当地维吾
尔族学生交流、谈心，拉近了彼此
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以后开展
教学活动。她说：“我将继续秉承
和传承田家炳的奉献精神，热心基
层教育事业，尽自己所能为新疆的
教育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这群孩子做点事情

有一种奉献叫田家炳

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在家访中姜英荣发现，闵家村学
前班的闵俊熙被打伤了脸，这个孩子
家里十分贫困，父亲长期卧床不起，
母亲离家出走，他平时由奶奶照顾。
看到这种情况，姜英荣从自己的工资
里拿出了几百元捐给了闵俊熙，并每
天抽空带着他去村卫生所治脸伤，直
到伤口愈合。为了补上闵俊熙因伤
耽误的课程，他一次次上门为他辅导
补课。

姜英荣就是“雷锋”，只要附近村
上哪家有人生病，他都会带上营养品
去探望。有的农户因家里主要劳动力
住院，无力耕种，他总是乐于帮助耕
种。斗山村有个学生曹开发，父亲患
癌身亡，母亲改嫁，无人供养。他便将
该生带在身边，予以照顾。2016年他
转到鸣山乡陆庙教学点支教，又把孩
子带到了鸣山，人们以为孩子是他的
儿子，其实他对该生比儿子还要好。

他放弃条件优越的中
学，自愿到离家百里外偏
僻穷村支教；他用一颗炽
热的爱心对待每一个学
生；他自创“家访、家教、家
护”教学法，使村小教学点
的教育质量发生了质的变
化。他就是在都昌县狮山
乡斗山村小学和鸣山乡九
山村委会陆庙教学点支教
老 师 —— 姜 英 荣 。 2015
年，姜英荣被评为江西省
优秀乡村教师。2017年被
评为师德师风标兵。

都昌县大树中学教师姜英荣

爱心支教暖民心

姜英荣是都昌县大树中学一名
数学老师，2014年春季开学之前，县
教育局要抽调一青年教师到狮山乡
斗山村教学点教数学，他第一个报了
名。

在斗山村教学点，姜英荣的床铺
是架在两条凳上的门板，旁边就是办
公桌，每天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
备课，或下村家访家教。对一个外来
老师来说，最不方便的是学校没有自
来水，也没有水井，生活用水全靠姜
英荣每天到附近村民家去挑水。条

件差，生活不方便，并没有影响姜英
荣安心支教，他真的做到了爱校如
家。斗山村小负责人说：“姜英荣老
师到斗山支教二年来，从未在节假日
休息过，就是放寒假，他也在学校待
到小年才回家。去年，姜英荣的外婆
病重，妻子几次电话催他去探望，他
依然没有从工作中抽身。2016年秋
季开学，他又志愿到更偏远的鸣山九
山村委会陆庙教学点支教。大家都
说，像他这样爱校如家的老师真是少
见。”

教育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姜英荣把爱放在教学上，用真
情对待每名学生，真正做到了爱生如
子。在斗山支教初期，二年级班上有
位同学因先天发育不良，连6+7等于
多少都算不出来，每次考试都在班上
倒数第一。尽管如此，姜英荣也没有
嫌弃，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女，每
次抽时间给予重点辅导，从加减法口
诀开始，一句句教，一句句让他背，还
手把手教他数手指头，吃饭时数碗数

筷子，一遍不行两遍，直到他弄明白
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仅半年的
时间，这名学生在上半年数学统考
中考了 81 分，进入了全班中上游。
姜英荣总是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
日，逐一对学生进行家访，检查作
业，针对学生不明白的问题进行辅
导。五年来，姜英荣前后入村家教
不下 700次，在他的帮助下，学生的
成绩明显大提高。第一年全乡统
考，斗山教学点成绩名列全乡第一。

乐于帮贫解困

爱于学生成长

安于艰苦支教

从教二十年来，徐莉莉老师先后荣获“庐山区
骨干教师”“庐山区明星教师”“庐山区优秀班主
任”、九江市第四届“一二三优秀园丁”工程“学科
带头人”“‘小学语文’学科省级骨干教师”“九江市
模范教师”“九江市首届‘德艺双馨’育人楷模”等
称号，被濂溪区教师进修学校聘为培训班授课教
师。

她以课程研究作为投身教育教学研究的抓
手，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科研的能力。2007 至
2009年，徐莉莉老师参与了《中小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结构的学段特点及其培养策略选择》（全国教育
科学“十一五”教育部规划课题的子课题）的研究；
2010年至 2012年，她作为课题组长主持研究《二
元智力方向理论的教育效用研究》（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教育部规划课题的子课题）；2016年9月
至2018年9月，她作为课题组长带领团队参加“亲
近母语”儿童阅读课程化的实验和研究。

她通过开展课题研究，通过成立爱莲读书会
和点灯人读书会，努力辐射能量，带动青年教师的
成长，打造出了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正积极地开
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为创建书香校园、创建文明
城市贡献力量。并积极投身课程改革，在教育部

“国培计划（2015）”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项
目研修中被评为优秀学员；所授《长城》一课在
2016年江西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
获市级一等奖；所授《学会看病》一课在 2017年江
西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市级一
等奖、省级三等奖。所授《威尼斯的小艇》一课在
2017年全国读讲精练教学法研究会上获特等奖。

多年来，徐老师致力于儿童阅读课程化的实
验和研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多种途径开展儿童
阅读的推广活动，同时积极投身到儿童阅读的公
益活动中，助力乡村阅读教师的成长，助力乡村
儿童阅读。徐老师作为主要成员，组织编写的校
本教材——经典诗文读本《鹿鸣》，自 2011年 9月
起一直作为校本诵读读教材。2016 年 9 月至
2018年 9月，徐老师带领团队参加“亲近母语”儿
童阅读课程化的实验和研究，被评为亲近母语优
秀种子教师，先后几次在“亲近母语”种子教师研
习营上演讲、分享，并成为网络研修平台上的导
师；2018 受聘成为“星星点灯”公益培训师；2019
年 1月加入“亲近母语”整本书研发项目组，参与
整本书课程的研发工作；同年 7月在濂溪区小学
班主任培训班上为学员作《发展自我 相互成就》
主题讲座。

她在板凳、轮椅上默默坚守讲台 32年，自创了“板凳
教学法”,让我们看到一个老师所爆发的力量，让我们看到
一个老师对孩子饱含生命重量的爱。她，就是荣获 2007
年度“十大感动都昌人物”、九江市“十大杰出母亲”提名
奖，2008 年“感动九江十大人物”“2008 年度巾帼建功标
兵”、九江市优秀教师、江西省“最美乡村教师”、第二届“感
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提名奖等荣誉称号的肖丽华老师。

1984年10月，肖丽华考入都昌师范学校就读，17岁的
她，聪明、活泼，怀揣着一个梦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
师。毕业后，她成了家乡土塘镇的一名人民教师。第一次
站上讲台，她虽然还有些羞怯，但充满着激情。面对着讲
台下的孩子们，她说：“当一名人民教师，是我从小的愿望
……”儿时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然而，无情的病魔却悄然
向她袭来。肖丽华患上了一种叫做强直性脊椎炎的罕见
疾病。该病使人逐渐失去活动能力，给病人的身体和精神
带来巨大的灾难。从此，肖丽华成了一个需要双拐才能走
进教室的人。这年她二十三岁。

1992年夏天，肖丽华身上的多处关节已经大部分变
形、错位、僵硬了。她已无力撑起那副支撑她人生的拐
杖。她的两只手，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左手已经弯
曲得不能伸直，只能稍微上下摆动，唯一能做的就是压住
备课纸这件事；右手只能在十度的角度范围之内平行移
动，唯一能做的就是两根指头捉住笔艰难地备课，批改作
业，再也不能弯曲了。要上课，只能是坐在板凳上让同事
和学生帮着抬进教室。这年她二十四岁。

虽然肖丽华的身体残疾了，但她的心理没有残疾。失
去行动自由的肖丽华毅然写下：“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贴
在床头，激励自己。肖丽华班上曾经有名视力先天低下的
学生，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走道时经常撞到人或柱子上，
更不用说写字了。由于家庭拮据，这名同学上不起特校。
肖丽华便把教育这名学生的重任承担了下来。她自己的
手脚尚且不听使唤，还手把手教她写字。在肖丽华的悉心
教育下，这名学生不仅学会了写字，还从老师身上学会了
坚强，让自己走出了自卑的阴影。

凡是肖丽华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忘得了她那如春
风沐浴般的母爱。肖丽华的无私付出，赢得到了同学们的
真情回报。他们只要一到学校，就围绕在她身边帮着做
事。冬天，她们抬老师去晒太阳；夏天，她们抬老师去乘
凉；课余，她们抬着老师去操场边看同学们做游戏。每当
这时候，肖丽华的脸上总是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从教30多年来，抬肖丽华的板凳用坏了多少条，没有
人为她计数，今后的日子里她还要一直用下去。肖丽华
说：“我将在板凳上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如今，我不能
没有学生，也离不了板凳，这板凳已成为我实现儿时梦想、
到达理想彼岸的航船。”

2019年高考当天的早晨，市民徐女士通过
九江交通台，向九江同文中学高三零班班主任
陈晓珊表示感谢，因为她对孩子的学习实在是
太上心了。

从高一开始，陈老师每年都送给孩子们礼
物，比如红袜子、围巾，还有制作毕业相册，录制
加油视频等，记录三年学习历程，以激励他们。

今年高考正值端午节，陈老师事先给高三
毕业生每人都准备了红包，里面有十元钱和棕
叶，十元表示“十全十美”，棕叶上写上了祝福的
话语。

一点一滴，春风化雨，滋润着学生的心田，
体现出一名师者传道授业的良苦用心。

1992年，陈晓珊从江西师大外语系毕业，
随后来到九江市同文中学教高中年级英语。她
所干的不仅仅是一个用以谋生计的工作，而视
之为一项毕生追求的事业。她把教育工作当做
人生最大的乐趣来做。她说：“别人老觉得当老
师辛苦，我则乐在其中。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27年来，她浑身有着使不尽的劲，一口气
带出了十二届毕业生。并连续十多年跨年级
授课，还担任英语教研组长和班主任。在她带
的 2016 届学生中，有在高二年级获得全国物
理竞赛一等奖的罗明迪（英语 149分，总分 682
分被录取北大）；高考英语分数 140 分以上的
有 13人之多。而她任教的班级英语均分高达
133分，600分以上 18人，全班皆上本科。2019
年高考又创佳绩，60 人高考，32 人上 600 分。
作为班主任，她一直以“爱生为子”为教育理
念，并时刻牢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身
作则。在带班期间，非常注重学生品格的培
养，做一个思想饱满，感情丰富，积极上进的好
青年，为他们步入社会，成为栋梁之才打下良
好的基础。

在教学中，陈晓珊老师以主题班会为思想
阵地，加强思想教育。她先后以爱国教育、感恩
教育、审美教育、爱心教育等为主线，并采用不
同形式，如辩论赛、演讲、小品、班会赛课等，既
培养了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又培养了学生的表
达能力和组织能力。她还不断探索教学方法，
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2019 年高考已经结束，陈晓珊又接到了
新一届班主任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她马不停
蹄地往前奔，去迎接更加喜人的新的地平线的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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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县土塘中心小学教师肖丽华

轮椅上坚守讲台32年
九江同文中学教师陈晓珊

一颗真心为学生
濂溪区第一小学教师徐莉莉

一个身上有光的人

躬耕园圃不辞苦躬耕园圃不辞苦 只待来年桃李香只待来年桃李香
“躬耕园圃不辞苦，只待来年桃李

香。”在我市教师队伍中，有的用大爱、
真情、阳光一般的温暖滋润着学生的
心田;有的用“燃烧自我、照亮他人”的
牺牲精神照亮学生的成长之路;有的循
循善诱、谆谆教导学生做人做事的道
理和方法。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
师职业的内涵，言传身教，感化学生的
心灵，让学生看到世界的美、生活的美
和良知的美。他们的行为展示了师德
之魂，成为良好道德风尚的推动者，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日前，
我市姜英荣、李小敏荣获全国模范教
师称号；肖丽华、陈晓珊及徐莉莉荣获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九江市特殊教育
学校和修水中等专业学校荣获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他们用一次次坚
守、一次次创新、一次次奋力前行诠释
了什么是模范和优秀。

核心提示

□ 浔阳晚报记者 张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