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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大老远来小山村任教

丰庄小学地处大田县北部，距离县
城70多公里，距离广平中心小学20公里。

“从省道进来，还要再走 2 公里的
村道，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也不便。”
苏颖玲刚来到丰庄村时，很难适应这里
闭塞的环境。和家乡南安比较，丰庄小
学的生活环境、教学环境、学生素质，
都有很大的差距。学校的住宿条件差，
一家人挤在半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生
活。周末，学校食堂停业，苏颖玲自己
买了电磁炉，再搬来一张旧桌子，夫妻
俩在房间里自己动手煮饭做菜。山村小
学的教学设备有限，学生们的学习方式
单一，苏颖玲感到迷茫。

苏卿宝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到丰
庄小学任教之前，从事过外贸工作，又在
南安市康美镇的小学当过两年代课教师。

“我爸爸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
共产党员。”苏颖玲说，父亲得知他们的
情况后，时常在电话里鼓励：“工作和生
活中总会遇到困难，但你是一名党员，不
要忘了当初的选择和初心。”

父亲的嘱咐让苏颖玲感到温暖，来
自学生、家长和同事们的关爱，也让她
重新找回了自信。苏颖玲介绍，学生们
经常把自家做的好吃的食物拿到学校与
她分享，自己在教室批改作业时，学生
们还会围在她身旁。

“感谢您，大老远的来到我们这个
小山村教书。”有一次，苏颖玲由于加

班错过了饭点，她到村里的小吃店吃
饭，遇到一位学生家长，这位家长紧紧
握着她的手说。

苏颖玲开设英语兴趣小组和阅读兴
趣小组，丰富教学形式，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她介绍，孩子们很天真，他
们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上这个老师
教的课。想让孩子喜欢学习，要设法让
孩子喜欢自己。苏颖玲主动融入到学生
中去做朋友，通过日常聊天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她培
养学生的管理能力，让学生“结对
子”，在互相帮助的同时巩固课堂所掌
握的知识点。在她的努力下，所带班级
的学生学习成绩进步明显。

她在批改作文的时候这样写：
妈妈换了方式在保护你

新学期开学后，苏颖玲担任丰庄小
学毕业班的语文和英语教学，同时兼任
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此前，她连续3年
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英语教学
工作。

“这学期虽然没担任班主任，但她
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了解班里每位学生的
情况。”丈夫苏卿宝介绍，丰庄小学毕
业班共有学生 27 名，其中留守儿童 16
名、单亲家庭学生9名。这些孩子往往
缺少爱，夫妻俩平时会多留意他们，给
予更多的关爱。

苏卿宝还说，妻子苏颖玲像关心自
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学生，帮忙整理书

包、指导做作业、手把手一起打扫卫生
……一点一滴，无微不至。

2021年秋季开学后，苏颖玲发现班
里有个学生经常不写作业，上课趴着睡
觉，还时不时和同学发生冲突。她了解
情况后得知，小男孩的母亲去世早，他
和爷爷奶奶生活，父亲几乎不管他。没
有了母爱呵护，男孩因而从小性格孤
僻。苏颖玲给他送文具，买生活用品。
一次，她在批阅小男孩的作文时，看到
作文里写着：“我 7 岁时，亲眼看到母
亲离开人世间……” 苏颖玲在边上写
下一段话：“孩子，你不能自暴自弃，
你的妈妈只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在身边保
护着你。”

男孩喜欢打篮球，因为不善沟通，
有一次在打球时与同学发生矛盾，抓破
了对方的脸。苏颖玲把他叫到办公室，
没有马上责备他，温和地跟他说：“老
师知道你也想和同学友好相处，只是你
和同学的相处方式很冲，我们以后换一
种方式好吗？”

她发现男孩每次打球都很投入，并
且很愉悦，就和丈夫苏卿宝在周末陪他
打篮球。慢慢地，孩子脸上出现了笑
容，与同学关系融洽了，学习成绩快速
提高。

用心对学生，也收获爱和肯定

“苏颖玲和苏卿宝老师，两人在学
校里多待一年，就为我们多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学生。”丰庄小学校长罗通达对

这对夫妻工作充分肯定。罗通达介绍，
丰庄村经济欠发达，村民的收入主要靠
种地和经营竹林，劳动繁重、收入少，
许多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留守儿童
多，还有不少单亲家庭。学生思想波动
大，行为习惯不太好，学习态度不端
正。

苏颖玲夫妇给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家的温暖，使这些孩子乐观向上。

学校有一名学生父亲不务正业，母
亲离家出走，爷爷对他放任不管，导致
孩子叛逆和不爱学习，动不动就躺在地
上。苏颖玲每次见到都和颜悦色地把学
生扶起来，帮他拍掉身上的灰尘。孩子
上课趴在桌上睡觉，苏颖玲用手摸他的
额头，问他有没有生病……在苏颖玲的
关心下，孩子渐渐懂事了，也爱干净
了。

苏卿宝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班级的陈富联同学性格内向，不敢和
其他同学一起玩。苏卿宝发现他乒乓
球打得好，就教陈富联训练乒乓球。
今年5月，广平镇举办中小学生乒乓球
比赛，陈富联取得个人第4名、团体第
2名成绩。

“苏老师他们对学生用心，学生和
家长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罗通达
说，学生们毕业了，经常会回母校找他
们夫妻聊天。应季蔬菜出产，家长们也
时常送一些给他们。对于同事和家长的
肯定，苏颖玲认为：教育是一项双向互
哺的事业，老师在教给孩子们知识的同
时，也在感受孩子们带来的爱和触动。

9月9日，宁化县曹坊中心学校教师
马朝华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惊喜地
发现办公桌上多了 3 束鲜花和 10 多张

“心”形卡片。他知道，这是孩子们提前送
给他的教师节礼物。

曹坊中心学校创办于1919年，是一
所地处偏远山区的百年老校。马朝华今年
47岁，现担任曹坊中心学校六年级数学
教学。1995年8月，他被分配到曹坊镇根
竹小学，后辗转下曹、罗溪、双石等村级小
学，2012年8月调往曹坊中心学校。

当了21年班主任
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朋友

从教27年，马朝华一直扎根乡村教
学一线，先后担任班主任 21 年。根竹小
学属村级小学，学生不多，教学设施简
陋，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因家贫交不起学
费，马朝华就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即便有
个别学生因辍学拖欠不还，他也从无怨
言，一待就是三年。“我是农民的孩子，我
爱山里的孩子，我善待他们，从不放弃任
何一个孩子。”马朝华坦承，面对所谓的

“问题学生”，他乐于当他们的朋友，用心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和学习兴趣。

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多年来，马朝
华踏遍曹坊的山山水水，走村串户深入
家访，心中早有了一幅山乡活地图。1998
年9月，马朝华接手三年级数学教学时，
发现男生小黄性格内向，有点自卑，厌学
情绪严重。经多次家访后，他发现小黄的

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小黄长年与奶奶生
活，生活十分艰苦。马朝华多次与他谈
心，利用“赞赏”的方式不断鼓励他，让他
变得自信，成绩也进步很快。

口袋中总会装着几颗糖果
随时可以拿出来与小朋友们分享

每个生命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有
温度。2013年9月，马朝华接手担任五年
级的班主任工作。面对全年级 3 个班中
最难管的班级，他发现学生调皮捣蛋，很
有个性，喜欢拉帮结派。他知道用传统方
法根本管不住这群顽皮的孩子，便试着
上网查找解决方法，开始接触心理教育
课程。他做好学生的安抚工作，单独找孩
子们谈心谈话，不断化解班级小团体，很
快扭转了班风。

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和终身发展的重要途径。2020年，曹坊中
心学校六年级女生小邹因患有狂躁症，
隔三差五拿东西砸同学。马朝华多次找
她谈心，安抚她，动员学生多照顾他。小
女孩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直至平安毕
业。为了让孩子成长得更健康，马朝华也
慢慢地自学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因父母离异，学生小曹与年迈的爷
爷相濡以沫，生活困难。2021年10月，马
朝华联系爱心人士曹荣香，为小曹圆梦
求学路。“学生信任我，我要尽力帮助他
们，不敢辜负他们。”为了跟踪学生成长，
马朝华建立学生“成长档案袋”，里面装
满孩子们的小秘密和对他的信任。多年

来，他口袋中总会装着几颗糖果，随时可
以拿出来，与学生一起品尝糖果的甜蜜、
生活的美好。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是我最大的收获与幸福”

自古忠孝难两全，男儿有泪也轻弹。
2020年1月，70多岁的母亲不慎摔倒骨
折，急需住院进行手术，年迈的父亲手足
无措，焦急地打电话催促儿子快点回家。
无奈那时他正忙于指导孩子们迎接期末
考试，觉得关键时刻不能扔下孩子们不
管，只好交代妻子回家照顾住院的父亲。
一个星期后，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医院，

看到病床上憔悴的母亲时，禁不住泪如
雨下。

多年来，马朝华指导学生参加各级数
学、绘画比赛，屡次获奖，他先后获评“优秀
班主任”“优秀共青团员”“优秀辅导员”“优
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今年9月，他获
评宁化县“十佳”班主任荣誉称号。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我最大的收
获与幸福。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平淡而
充实。”马朝华笑道，他很喜欢唐朝诗人
李商隐《无题》中的名句“蓬山此去无多
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他说，愿化作一只
青鸟，用爱托起孩子们的明天，托起大山
里的希望。

他口袋中总会装着几颗糖果，随时可以拿出来与小朋友们分享

“孩子王”马老师：愿化青鸟，用爱托起孩子们的明天
●本报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通讯员 徐亮兴 文/图

和家人一起包饺子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三年（1）班 陈洛伽

今天是周末，爸爸、妈妈没有上班，于是
我们决定一起包饺子。 说干就干，一家人立
刻忙起来。妈妈围上围裙，卷起袖子，拿来
碗、面粉，开始揉面。爸爸也没闲着，起身跑
进厨房剁肉，不到十分钟就拿出剁好的肉，酱
油、醋等调料，开始调馅。我和妹妹一会儿帮
着递水，一会儿帮忙拿面粉和盐巴，忙得不亦
乐乎。

准备工作做好后，包饺子就正式开始
了。只见妈妈把揉好的大面团切成好多的大
小均匀的小面团。我和妹妹负责把一个个小
面团压扁后给妈妈擀皮。在妈妈灵巧的双手
下，一张张面皮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望着
一张张漂亮的面皮，我觉得妈妈棒极了！

爸爸开始包饺子。只见他拿起一张面皮
放在手上，接着把少许肉馅放进去，然后对
折，捏拢边缘，很快就包成了一个漂亮的饺
子。我和妹妹看着爸爸包的漂亮饺子，表示
我们也要学习包饺子。爸爸同意了。妹妹因
为年龄太小了，拿不稳饺子皮，所以只能帮忙
递饺子皮。

我本想，包饺子还不容易，不就是把馅
放在饺子皮里，用手捏一下，不就成了吗？
于是，我照着爸爸的样子，拿起一张饺子皮，
像模像样地包起来。没想到，由于贪心，放
了好多的肉馅，结果饺子皮的边缘不但没法
合拢而且有的肉馅都露了出来，弄得整个饺
子都湿漉漉的，难看极了。第一个饺子我包
失败了。

“包饺子不能放太多的馅。”爸爸看见了
笑着说。“那应该放多少啊？”我虚心地问
道。“来，我教你吧。”爸爸拿起饺子皮，手把
手地教我。在爸爸的指点下，这次我只放了
一点点馅，轻轻地把饺子对折，小心地把饺子
边缘捏拢。终于，我包出了一个完整、漂亮的
饺子。在爸爸的鼓励下，我认真地学。一个、
两个、三个……包了一个又一个。越包越好，
越包越漂亮。望着自己包的漂亮饺子，我高
兴地喊：“我终于学会包饺子了。”

在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动下，不到一个
时辰，所有的饺子都包好了。望着桌上那一
排排漂亮的饺子，我们都开心地笑了。我想，
今天的饺子一定格外香甜，特别好吃。因为
这里有我和妹妹的辛勤劳动啊！

我们的图书馆
●三明市实验小学三年（1）班 钟萱言

我们学校里有很多迷人的地方：有高大
的教学楼、有宽阔的操场、还有美丽的花坛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宁静的图书馆。

清晨，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此时
图书馆早已敞开大门，管理员把这里打扫得
干干净净，迎接着老师、同学们的到来。整个
图书馆显得特别宁静。

“叮，叮叮……”课外活动时间到了，同学
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图书室读书。哇，来图书
室里读书的人可真多啊！有我们敬爱的老
师，有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有中年级的同
学，连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也来了。大家
安静地走进图书室，认真地挑选自己需要的
书籍，坐在座位上津津有味地阅读着。

瞧，书架上摆满了图书，有天文类的、有
地理类的、有文学类的，还有童话类的……
真是应有尽有。大家像辛勤的小蜜蜂一样在
图书室里吸收知识的养分。一些同学还认真
地记好自己要领悟的知识和要点。整个图书
馆充满了书香的气息。

窗外小鸟悄悄地探头为我们喝彩，大树
也默默地赞许点头，花儿也为之倾心。我们
在这里认真阅读，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
知识，感到无比快乐。

这就是我们学校优雅、宁静的图书馆，一
个充满魅力的图书馆。我喜欢她！

小作者能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
序，有条理地写出了包饺子的全程。重
点抓住全家每个人如何包的全过程叙
述。巧妙运用点面结合的方式，把自己
如何学的过程写得特别详细，这一点难
能可贵。最后抒发自己劳动后的感受。
全文语句通顺，文笔流畅，值得推荐。

（张少萍）

山花、手工折叠裁剪
的贺卡……9月9日，离教
师节还有一天时间，在大
田县广平镇丰庄村小学的
教室里，年轻女教师苏颖
玲收到学生们自己制作的
礼物。

苏颖玲是泉州南安
人，今年 34 岁，2012 年从
广西大学本科毕业，2019
年和丈夫苏卿宝一起考上
教师岗位，来到丰庄小学
任教。夫妻俩带着两个年
幼的孩子，在大山里安家。

小作者通过自己到图书馆认真阅
读的亲身感受，给我们描述了校园图
书馆的迷人之处。通过对清晨图书馆
干净、整洁环境的描写体现了图书馆
的宁静。又通过课外活动时间大家在
这里认真学习的情景描绘，把图书馆
的作用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最后用
赞美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喜爱图书馆的
感情。这样的图书馆确实迷人，充满
魅力。 （占宏珍）

马朝华在辅导学生

◀ 2022年，丰庄小学春季毕业
生与班主任苏颖玲（右）

▼ 苏卿宝（右）带领丰庄小学
学生参加学区乒乓球比赛合影

大学毕业，夫妻俩来到距离大田县城70多公里

的小山村任教、安家，他们在付出，也在收获——

教育是一项双向互哺的事业
●本报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林生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