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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茅坪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孟贤亿，以
23 年如一日的执着与奉献，在乡村教育的田野上深
耕细作。 他以心灵为烛，以知识为光，照亮了山区孩
子们的未来之路。 自 2001 年起，他便将青春与汗水
洒在了这片希望的土地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乡
村教育的热爱与承诺。

自踏入乡村教育这片热土以来，孟贤亿始终情
系深山，矢志不渝。 从普通教师到学校党支部书记，
他不仅在教学岗位上勤勉耕耘，提升自我，更在管
理工作中展现出卓越的能力。 他坚持站在三尺讲台
上，用心备课、上课，所教班级成绩斐然。 他凭借其
卓越的教学成果和深厚的德育情怀，先后荣获了包
括 “安康市德育先进个人”“安康市乡村好教师”在

内的多项殊荣。 他不仅在学科知识上精益求精，更
将学生的全面发展视为己任，在德育、安全教育等
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通过每学期转化后进生、每
月家访、每日安全检查等细致入微的工作，他让“以
爱动其心，以严导其行”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茅坪小学不仅荣获了“省
级平安校园”“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先进单位” 等荣
誉，教学质量也实现了稳步提升。 孟贤亿以身作则，
展现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展望未来，孟贤亿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
定的信念，继续扎根基层，为茅坪小学的教育事业
添砖加瓦， 为乡村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
望。

在 8 月下旬推出的《关于 2024 年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
象的公示》中，来自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
石门镇铁佛小学的教师包芳，入选了全国
优秀教师拟表彰对象名单。

在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记者和
包芳老师聊起山区教育 、 心理健康等话
题，从她的言语中，能够看到，作为一名从
事教育行业 30 年的“老”教师，她依然充
满了对工作无限的活力和冲劲。

记者：您是什么原因选择成为一名乡
村教师，尤其是在山区农村？

包芳：我今年 49 岁，1994 年毕业于安
康师范学校。 我的父亲是一名长期在边远
农村学校教书的小学教师，他关心爱护学
生，是学生家长尊重的好老师。 受他的熏
陶，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农村学校的好老
师。 初中毕业我选择了安康师范学校。 在
就读师范院校时，我给自己定下了“干一
行，爱一行，精一行”的处事准则。 自参加
工作以来，我不断地在教育教学上研习和
创新。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互动式教
学，并立足校本教研，形成了一套日趋成
熟、扎实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完成学校安排的教育教学任务的
同时，我还关注到农村留守儿童，兼职承
担了住校生管理工作，在日常工作中给予
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

把孩子们培养成身心健康 、 热爱学
习、热爱生活、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是我
不变的奋斗目标；孩子们能把我当成最亲
的人， 让我感受到满满的职业幸福感；孩
子们的笑脸， 家长和社会各界的认同，是
我人生价值的一点点体现。 我深知教育对
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 教育不仅是知识
的传递， 更是心灵的启迪和人格的塑造。
在乡村，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为这
些山里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知识和希望，
帮助他们走出大山， 实现自己的梦想；其
次，我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情怀。 我
来自农村，深知农村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
境。 我希望能够回到农村，用自己的所学
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

我也被乡村淳朴民风所吸引，那里的人们
勤劳善良、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和亲切；我选择成为乡村教师 ，一直
扎根乡村，也因为留守儿童那一双双渴望
爱的眼睛。 工作 30 年，一直在关注留守儿
童的生活，我知道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我去
关爱、去陪伴。 看到他们的点滴进步，我都
会感到很欣慰。 所以，我舍不得离开他们。

记者：在山区农村教学有哪些特别的
挑战？ 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是在提
高教育质量方面？

包芳： 山里外出务工的家长很多，这
样留守儿童也比较多，从而导致孩子缺乏
父母陪伴和关爱， 特别是家庭教育不足，
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由于父母长期
不在身边，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可能不
足。

在我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一部分孩
子由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照顾，孩子是家
庭中心，给予的都是爱，甚至是溺爱；一部
分孩子没有祖父母的照顾，寄养在亲朋家
甚至是远亲家，这部分孩子家庭教育严重
缺失；还有一部分孩子寄养在留守儿童管
理中心， 在这里老师作为临时监护人，不
可能对每个孩子做到面面俱到的教育，这
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习惯。
所以学校老师的工作不仅要传授知识，还
得关注他们生活。

因此，我觉得一方面要不断提升个人
的教育教学水平，在课堂 40 分钟里让孩子
轻松地学到相关知识、 掌握相关技能，培
养出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另一方面要
勤跟细导、因材施教。 老师利用学生在校
时间， 尽力帮助他们当天的任务当天完
成；同时，加强家校沟通，做好家庭教育指
导，让监护人掌握一些科学教育的方法和
技巧，及时关注学生情感需求，进行心理
疏导， 解决他们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努力战胜困
难。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在乡村学校开展
心理教育尤为重要？ 在心理教育方面有哪
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

包芳 ：首先 ，乡村学生尤其是留守儿
童面临着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心理压力，由
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们可能缺乏足够
的关爱和陪伴，导致情感缺失和心理上的
孤独感。 同时，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
源相对有限，也可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学
习压力和挑战。 因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有助于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调节情绪
状态、增强心理韧性；其次，心理健康教育
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
生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 学业成绩、人
际交往等方面密切相关。 一个心理健康的
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学习和生活环境的
变化，更积极地面对挑战和困难 ，更自信
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因此，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
品质，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最后，乡村学
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也是实现教育公平
的重要举措，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为乡村学生提供与城市
学生相同的教育资源和机会。 这不仅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助于促
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觉得孩子
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 、社会的共
同教育。 老师要想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首
先要摸清每个孩子家庭情况；其次要时刻
关注孩子的各种反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三是做好特殊孩子的个性化
教育，和孩子交朋友，用实际行动解决他
们生活中的困难，物质上给予帮助 ，心灵
上给予安慰，用信任的眼光看他们 ，相信
他们，多鼓励，少用粗暴的言行去刺激他
们，用爱心去感化他们。

记者：您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在您的
教学中有哪些具体体现？ 您如何结合当地
文化和实际情况，创新教学方法？

包芳 ：我的教育理念是 “以学生为中
心，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尊重学生个体差
异，努力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及时鼓
励，让孩子轻松健康成长。 ”这一理念贯穿
于我的教学实践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以学生为中心：我始终将学生的需求

和兴趣放在首位，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差异。
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交
流，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同时，我也注
重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变化，及时发
现和解决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 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用爱心温
暖每位学生。

全面发展：我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授，更是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因此，
在我的教学中，我不仅注重学生的学业成
绩，更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兴趣爱好、人
际交往等方面的发展。 我通过组织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让学生得到全
面的锻炼和提升。 对孩子多一点赞扬，让
他们找到自信。

关注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
二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学习风格、兴趣
爱好和成长背景。 在我的教学中，我注重
因材施教，让学生做到今天的自己比昨天
优秀就行。 同时，我也鼓励学生发挥自己
的特长和优势，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得
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您对乡村教育的未来有何展望？
您认为如何进一步改善乡村教育，特别是
心理教育方面？

包芳：国家各种针对乡村教育的优惠
政策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乡村教育未来可期
的信心：营养改善计划让孩子有了健康的
体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增加了老师收入，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让
农村教育的软硬件缩小了和城市的差距。
社区和家校合作更紧密，形成了良好的教
育生态。

对于改善乡村教育，特别是心理健康
教育，我认为：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一方面要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
老师，另一方面要对现有老师搞好专业培
训；二是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改善学校的硬
件设施，特别是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要保持
与信息时代更换的速度，充分利用远程辅
导，强化心理健康资源库建设；三是优化育
人环境，依法保护教师，让教师安心育人，
让他们对学生敢管，还戒尺给老师。

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 他们能享受到
的教育资源和城里的孩子相差无几， 但是关
爱关怀和心理健康却是他们人生成长中缺失
的一环。

而包芳一直做的事， 就是给予山里孩子
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让他们在学习、生活中
焕发少年儿童的青春活力和阳光开朗。

从 1994 年到 2024 年，30 年间， 包芳始
终扎根在大山深处， 在这片被自然温柔拥抱
的土地上，她先后在岚皋县石门镇小沟小学、
立新小学、铁佛小学任教，用心用情哺育着一
届又一届的学生。

包芳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 更是孩子们
心灵的灯塔，用无尽的耐心和智慧，关注着每
一个山区孩子的心理健康， 让爱的阳光洒满
每一个角落。

她知道山区教育的艰辛， 但是她也始终
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闪亮的星星，只
要用心去关爱，他们就能发出耀眼的光芒。 ”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健康阳光的学生，
包芳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 制定合适的教育
措施，用爱心点亮他们的心灵之光。

有一个故事一直感动着我们， 一个周五
的下午， 包芳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小女
孩在集镇东头的十字路口茫然张望， 那个小
姑娘她认识，在她任教学校读一年级。看到孩
子的慌张，包芳顾不上吃饭，拉开家门冲了出
去，她找到了孩子，也收获了一个“女儿”。

小姑娘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无人照顾，孩子住进了学校，成
了生活只能“半自理”的寄宿生。 和她情况类似的，还有一百多人。
包芳自觉承担起照顾这些学生的责任， 成了一至三年级一百多个
“半自理”学生的“包妈妈”。

她的行动得到了学校的热情支持，在她的牵头下，学校里的老
师纷纷加入进来，采用“大手拉小手、结队献爱心”的办法，为“半自
理”学生解决整理内务、个人卫生等问题。这些学生的离、返校安全
问题，她也按照伙伴同行的方式，落实了帮扶责任。 “妈妈们”在铁
佛小学也越来越多。

这些山里的孩子，在她的因材施教下，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和
潜在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她鼓励内向的孩子勇敢表达，帮助自
卑的孩子找回自信， 引导调皮的孩子发现自身潜力。 在她的课堂
上，没有“差生”的概念，只有等待被发掘的宝藏。 她常说：“每个孩
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正确的引导，他们
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

在包芳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者的责任与担当，更感受到
了爱的力量。 在这片被爱滋养的土地上， 每一个孩子都在茁壮成
长，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照亮他们前行之路的，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光”。

2010 年 9 月，张远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怀着对家乡教育事
业的热爱， 毅然选择距石泉县城 40 余公里的石泉县喜河九年制
学校，开启了神圣的从教之路。

面对学校优质资源短缺难题，她在承担信息技术教学任务的
基础上，主动担起了学校地理、英语的教学任务。 在她的辛勤耕耘
下，学校信息技术和地理成绩每年位居全县前列，她本人先后获
得石泉县十佳人民教师、石泉县师德标兵、县市级教学能手等荣
誉称号。

她在自身成长的同时，还担任学校电教兼教研主任，积极指
导帮助学校老师成长进步，制定学校教师梯队培养计划。 截至目
前， 在她的带领下共培养了 8 名县级教学能手、1 名市级教学能
手，多名教师在县市教育教学活动比赛中获奖，为学校储备了大
量优秀教育人才。

她以“给予爱，享受爱”为教育信条，将对学生的尊重与爱融
入日常教学的点点滴滴。 孩子们与她亦师亦友，有什么“悄悄话”
“小心思” 都愿意告诉她， 校园里能经常看到她和学生交谈的身
影。

如今，作为学校的副校长，她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创
新，推动“备教学评”一致性教学改革，坚持承担学校教师信息化、
校本研修培训的主讲者，由她牵头的学校多项教育教学成果多次
获得省、市、县级奖项，引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遇遇 见见 光光 ，， 追追 逐逐 光光
———与包芳老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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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琴：
以爱为灯点亮他人

通讯员 孟少猛 汪明志

孟贤亿：
把青春与汗水洒在乡村学校

通讯员 刘桂英

张张远远琴琴带带领领学学生生学学习习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包包芳芳和和学学生生交交流流

包包芳芳在在课课堂堂上上

孟孟贤贤亿亿指指导导学学生生阅阅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