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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因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选择留
在镇雄县芒部中学，从青春年少到年过
半百，27 年来，他和同事们默默耕耘，为
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如今，芒部中学
已从籍籍无名成为当下昭通乡镇中学
中的耀眼新星。他，就是芒部中学教师
谭茂桥。

9 月 6 日，记者电话采访谭茂桥时，
他正在昆明市参加云南省庆祝第 40 个
教师节暨优秀教师颁奖活动，作为昭
通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以上优秀教师代
表参加表彰。面对这项荣誉，他感慨
良多：“从教 27 年来，荣获诸多荣誉，首
先，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和与我并肩战
斗的老师们，是他们的优秀成就了我；
其次，要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肯定和
无限关怀的历届学校领导，是他们的
鞭策和鼓励让我成长；再次，要感谢我
的爱人，是她这么多年来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的付出，才让我决心扎根芒部，
扎根乡村，是她把我‘嫁’给了芒部中
学。”

在谭茂桥的履历中，写满了各项荣
誉。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
主任”“教学能手”，在年度考核中多次被
评为“优秀”，入选“昭通市首届优秀骨干
教师”“兴昭人才支持计划”“镇雄名师”

“镇雄县委联系专家”……这些成绩的取
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
中不断努力的结果。

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对于谭茂桥来
说是一件必然的事。学生时代的他，很
喜欢语文，也有着极高的天赋。大学毕
业后，他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回到母校芒
部中学任教。站在三尺讲台上，他引导
学生要敢于做梦，更要勇于追梦。“我也
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与农村孩子更能
共情。”他希望家乡的孩子都能通过好好

读书走出大山。
谭茂桥不断创新教学方式，通过情

景导入、拓展知识等方式让学生爱上语
文课。他坚持讲练结合的方式，培养学
生的写作能力，并提出在全校每周开设
一节书法课和一节阅读课，全面提升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2020 年，他
担任语文教学工作的 68 班学生王乔松，
除了语文外，其他科成绩优异，只是字
写得不太好。为了帮助王乔松补齐短
板，谭茂桥对他进行重点帮扶，监督他
练字，对每次的模拟考卷进行分析总
结，指出存在的问题。“这个孩子很聪
明，教一次进步一次。”最终，王乔松以
全县语文最高分 126 分、总分 691 分的
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创造了昭
通市乡镇中学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奇
迹。面对学生取得的成绩，谭茂桥只
是谦虚地说道：“我只是尽我最大努力

将每位学生送达梦想的彼岸。”
位于乌蒙深山的芒部中学，学生在

学习和生活上都需要更多的鼓励和支
持。谭茂桥在做好课堂教学工作的同
时，也全力关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他为
贫困学生购买过学习用品；自掏腰包请
学生吃饭；端午节给学生买过红糖、粽
子。临近高考，他常常守着学生在教室
午休；下晚自习，又到宿舍督促学生按时
睡觉……一件件具体而实在的小事，如春
风般温暖着学生，他犹如父亲般陪伴着
一届又一届学生。

如果说教好学生是守护好祖国的
未来，那带好年轻教师就是筑牢学校
和 祖 国 未 来 的 基 石 。 作 为 扎 根 芒 部
中学 27 年的老教师，谭茂桥在教科室
的一项教研活动就是负责学校的“师
徒结对”帮扶工作。芒部中学从 2017
年开始实行“师徒结对”帮扶计划，通

过 以 老 教 师 带 年 轻 教 师 的 方 式 帮 助
年轻教师快速成长。他说 ：“其实这
是个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的过程 ，年
轻 教 师 身 上 也 有 很 多 值 得 我 学 习 的
地方 。”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
传 授 给 年 轻 教 师 ，帮 助 他 们 适 应 岗
位 ，快速成长。这些年 ，他带过的很
多年轻教师已承担起教学重任，成长
为 学 校 的 中 流 砥 柱 。 对 于 谭 茂 桥 来
说 ，他从没想过离开芒部中学 ，一是
因为他和妻子的家就在芒部集镇上，
离他工作的地方很近。二是 27 年的
坚 守 让 他 对 芒 部 中 学 有 了 深 厚 的 感
情 ，他希望尽自己所能 ，为乡村的教
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如今，那些奋斗在各行各业的学生
每逢节假日总会回母校看望谭茂桥。对
于谭茂桥来说，当老师的幸福感在这一
刻油然而生。

谭茂桥：点亮乡村教育的希望
记者 田朝艳

从教27年来，威信县旧城中学高级教
师魏勋友嘴边总是挂着两句话，一句是“教
师这个职业是个‘良心’职业”，一句是“舍
不得、放不下”。因为这份牵挂与坚守，课
堂上，他是学生们喜欢的好老师；课后，他
是孩子们乐于倾诉的好朋友。

用执着述说教师的职责
1997 年 6月，魏勋友从云南广播电视

大学数学系毕业，同年 8 月份被分配到
旧城镇中学任教。为了让学生们上课不
觉得枯燥、乏味，他把日常生活中的情境
与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以爱激
趣、以趣促学”的教学风格。比如，讲百
分数，他就把商场打折的例子融入进去；
讲循环小数，孩子们可能对定义没有概
念，他就把它形象地化为有颜色的小彩
旗间接呈现……

魏勋友既是学生们眼中有耐心的老
师，又是孩子们贴心的“大朋友”。小刚
（化名）是魏勋友教过的一个很特别的
学生。小刚的父亲、伯父、叔父都相继
去世，妈妈再婚，他是家里的独苗，更是
爷爷“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
了”的“宝贝”，在家“要风得风，要雨得
雨”。每个假期，爷爷都要把小刚叫回
老家去。开学时，小刚都是满载而归。
小刚有 3 部手机，他整天沉溺在手机游
戏中，性格变得暴躁，很难沟通。小刚
的妈妈每次给魏勋友打电话，都哭得稀
里哗啦：“小刚从小就听你的话，你叫站
着他就不会坐着。我在外地打工，管不
到他，请你多费心管教一下。”任务很艰
巨，为了小刚，魏勋友一次又一次不厌
其烦地找他聊天，耐心地与他交心谈
心。在魏勋友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小刚
的学习态度最终有了改变。

“放不下，根本放不下。”问他为何
竭力帮助小刚，魏勋友说，“站在小刚家
长的角度，他们已经把我当作整个家庭
的救命稻草，你说我怎么能放得下？对
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
真的能够把他拉回正轨，我感觉比培养
10 个优秀学生还有成就感。”十一二岁
的孩子已有逆反心理，越训斥他，效果
可能越适得其反，倒不如跟他们交朋
友，让孩子们先喜欢你的人，然后自然
而然就喜欢听你的话。教优秀学生，每
位老师都有能力，但要把优秀学生教得
再上一层楼，这就更考验老师的能力

了。如果能够将误入歧途的学生拉回
正道，让其转变成一个好学生，就需要
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27 年了，你怎么还能保持着这样的
情怀？”有同事问魏勋友。

“因为我舍不得、放不下。作为教师，
应该转变观念，从那种高高在上的教师转
变成为为学生服务的教师。他们需要什么
样的教师，我们就要尽量往那个方向努
力。因为，只有秉持教育初心，才能用爱心
启迪每个孩子的心灵，做好这份‘良心’职
业。”魏勋友说。

做年轻教师的指路人
魏勋友擅长引领年轻教师钻研教学，

乐于与年轻教师交流教育管理经验和教学
方法技巧，并随时走进他们的课堂，观课、
议课，倾听他们的心声，毫无保留地分享教
学心得。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很多年轻
教师已成长为学校骨干。教学之余，他不
断总结和反思，撰写经验文章，其中《家访，
一条温暖灵魂的育人之路》《寓情于景，寓
教于乐》《关于月考质量分析的三个层次》

《给农村年轻班主任的五条建议》《2013年
中考复习指导意见》《浅谈新课标下数学有
效导入》《理清思路 增强自信 赢在中考》
等10余篇文章登载于《昭通教育》《威信教
育》上，在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用奉献书写无悔的青春
在教学中，魏勋友与同事诚信交往、

愉快合作，每当同事遇到困难，他都会主
动帮助。27 年来，他用优良的品德赢得
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27 年 里 ，魏 勋 友 用 耕 耘 收 获 着 成
功，用行动兑现着承诺，用执着述说着
人 民 教 师 的 职 责 所 在 。 2007 年 、2010
年、2013 年，魏勋友被评为旧城镇“优
秀教师”；2012 年，被评为威信县“优秀
教师”；2022 年，被评为昭通市教育工
作成绩突出个人；2023 年 9 月，被评为
威信县“骨干教师”；2024 年 8 月，被推
荐为“云南省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以上
优秀教师”。

问及今后的打算，魏勋友说：“今后，
我将继续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积累经验，
不断前行，用我的余生为乡村教育事业贡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让旧城镇的教育之花
越开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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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巧家县小河中学，有一位默
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他用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乡村教育事
业的忠诚与热爱，他就是高级教师
刘德银。

自投身教育事业以来，无论是
在山区小学，还是在农村中学，不
管在什么岗位，刘德银总是以一名
合格党员、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在工作中勤勉尽责、率先
垂范，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
爱的赞歌。

勤学之路，永不止步
1996 年，刘德银被分配到巧

家县原六合乡马店村完小教书。
当时，学校条件极为艰苦，大部分
农村家庭供子女读书的意识不
强，学生流失多。于是，刘德银与
其他教师翻山越岭，到辍学学生
家 中 家 访 ，常 常 深 夜 才 返 回 学
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部分
学生重新回到课堂。

2002年，刘德银被调到巧家县
小河镇六合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初
中数学教学岗位上。他意识到，自
己所学的知识已无法满足教学需
求，毅然踏上了进修之路。2005年
8 月，他顺利取得函授专科学历；
2010 年 1 月，取得函授本科学历。
通过系统学习，他的知识水平得到
全面提升。刘德银始终把学习视
为终身目标，坚信只有不断提升自
己，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他虚心
向同事学习，汲取他人的教学经
验；善于向实践学习，在教学中不
断总结反思。他始终保持着与时
俱进的精神，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分组
教学、合作探究等方式，使课堂更
加生动有趣。

德育为首，志智双扶
“要是没有刘老师，我连初中

都不能毕业，更不要说考入大学、
参加工作！”一个曾经上课经常打
瞌睡的学生感叹道。

用自己的学识搭起“农门学
子”成长的阶梯，是刘德银扎根乡
村教育的初心。因此，每一届新
生入学时，他的“开学第一课”讲
的都是“立志”。他通过生动的事
例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充分激发
学生励志勤学、敢于挑战、勇于争
先的动力。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里，刘德银
始终坚持“教书育人，德育为首，志
智双扶”的教育教学理念。他深

知，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培
养学生的品德和意志。长期担任
班主任工作和数学教学工作的他，
通过系统总结，积累了丰富的教学
方法和班级管理经验。

历尽艰辛，不忘初心
2022 年 10 月 15 日，刘德银到

巧家县教育体育局开完会，时间已
经很晚了，但考虑到第二天的教
学，他决定连夜返校。“既然选择了
教师这个职业，我便无怨无悔！”他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
当。他想要培养更多的孩子，让他
们走出农村、走出大山。

岁月在刘德银的脸上留下了
痕迹，却未曾磨灭他心中的教育热
情。28年的辛勤付出，换来的是成
绩斐然。他所任教的班级有五届学
生中考成绩位列全县第一名；他被
巧家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3 次，获得乡镇级“优秀教育工作
者”称号2次。然而，刘德银并没有
沉浸在这些荣誉中。他深知，成绩
和荣誉只代表过去，作为一名乡村
教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让他
欣慰的是，有许多他曾教过的学生
也和他一样走上了教育岗位，把汗
水挥洒在教育这片热土上，真正做
到了薪火相传。

刘德银，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
乡村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扎根乡村教育的真谛。他就像
一盏明灯，照亮了乡村孩子们前行
的道路；他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
默默培育着祖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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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茂桥给孩子们上课谭茂桥给孩子们上课。。

魏勋友给学生讲解数学题魏勋友给学生讲解数学题。。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刘德银给学生讲解作业刘德银给学生讲解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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