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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1996 年 2 月，在工作 10 年后，周春微被

调至平阳县海西镇西湾中心小学。小学位于

山区，一个山头连着另一个山头。周春微通

常在周日吃完中饭出发，到达学校时就该吃

晚饭了。由于路途遥远，两周才回一趟家。

那时，女儿才刚会说话。有时候心疼女

儿，便多在家留一晚。这样做的结果是，周一

的凌晨四点出发往学校赶。

“步行 20 分钟，坐 40 分钟三轮车，再步

行20分钟到车站，再坐一个半小时的车才能

赶到学校。”周春微回忆当时去学校的路，有

时候没有车，她只能一路步行，整整要走5个

小时。乡村的道路偏僻，一个女子孤身一人

走着，难免提心吊胆。

周春微在山区呆了三年，1999年8月，她

到了西湾乡海滨小学（现在叫西湾小学）工作。

去上班的路依然如“囧途”。从家到学校

的车半小时一班，且很不准时，每次都要提早

好久去等车，末班车在下午 4：30。学校 4 点

钟才放学，她只好每天小跑着去赶车。有时

候错过了末班车，只能在路边招手搭顺风车，

拖拉机、货车什么的都坐过。

3 年前，周春微用积蓄买了辆二手小汽

车，上班就方便多了，还能顺便载上同事。“现

在是水泥路，特别宽敞。”周春微说。

学校的条件也在慢慢变好。一开始是一

块木头做的黑板，用白粉笔。后来是半面墙

的大黑板，再后来就是现在的磁性黑板了，可

以用水笔写。

“幻灯机和投影仪几年前就装上了，这学

期还用上了一体机。”周春微开心地说。一开

始，新设备装上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我

比较有探索精神，慢慢摸索，学会了再一个个

教给老师们。”

西湾一带近几年建设海涂，建新城，发展

工业，吸引了一大批外来人员，这也使周春微

的课堂多了许多外地学生。

“上学期转来两个外地学生，语文考试只

能考几分（满分 100 分），我真的着急。”周春

微一有空就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读课文，听写

生字，有时也让同学们帮助他们。

一个学期过后，虽然他们的考试成绩还

是不好，但认识了很多新词语。

“有个学生小学毕业后回到老家贵州，突

然不想读书了，家长劝不听只能给我打电

话。”周春微给那个孩子打去电话，和他讲了

知识的重要性和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这个

孩子总算被劝回了教室。

“被家长和学生这样需要着，真的很幸

福。”周春微说。

她不是没想过离开乡村。32 年来，外调

的机会也有不少，但每次要走，家长和孩子们

总是来恳求，想要她把一届学生带到毕业。

周春微每次都心软，不知不觉就在这所

乡村小学待了32年。

“出身于农村的我，深刻地知道乡村比城

里更需要好的老师。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期望

都是一样的，孩子们对于好老师的期盼也是

一样的。”

“以前眼界窄，只埋头于自己的班级，想

着把自己班的孩子教好就好了。现在目光长

远了，不单想教好自己的学生，还想全校的孩

子都好。”周春微现在有空就会和年轻教师聊

聊天，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

年轻教师总是来了又走。周春微就是学

校里那个“铁打的营盘”，她打算一直待在这

里，坚守那份乡村情绪，坚守对孩子的爱。

“一切都在变，校舍变新了，人变老了，只

有一颗心仍然那么执着⋯⋯”周春微说。

张仕凯今年30岁，而他已经在温州瑞安

市塘下镇下林小学当了七年乡村教师。

2010 年，张仕凯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

决定回家乡当老师。当时有许多镇中心小学

可选，而他却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一所村小学。

很快，张仕凯便获得了小学高级教师的

职称，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教学相关

的论文。

乡村小学狭窄的平台的确给他带来不少

烦恼。评职称难、发展优质课难、出去上公开

课难，教师个人的发展机会少之又少。“有时

候我真想有个专家指导我，说不定一句话就

让我豁然开朗了，有些问题靠一个人想想，真

的很无助。”

“你怎么还待在这个学校啊？”面对别人

的询问，张仕凯有时也会迷茫，深深地为得不

到外界的认同而烦恼。

他说，去年“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奖教师

杨燕燕的事迹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杨老师虽

然在乡村学校工作，却取得了骄人的教育成

就，我也想成为专家型教师，继续服务乡村教

育。这是我走上三尺讲台第一天就立下的志

向。”

张仕凯做了一个决定，考北京师范大学

的在职研究生。这个决定他现在想起来仍心

潮澎湃。

“给自己一个争取进步的机会吧，哪怕苦

一点，这个目标值得我去付出和追求。”在走

上教师岗位五年后的那个暑假，张仕凯拼命

地学习，而在之后的日子，他则不放弃每一分

钟的空余时间。那次考研，张仕凯打败了全

国 99%的考生，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北京师范

大学在职硕士的录取通知书。

他读的，是北师大小学教育专业，同专业

的 19 位同学全部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不过

他们都来自一些全国知名学校，比如北大附

小、海淀实验小学等等，只有我一个（来自乡

村小学）。”

“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我从不放过任何

一个学习的机会，学到了许多前沿的教育思

想和教育理念。”张仕凯说，这是他读在职研

究生的重要收获之一。

接下来，张仁凯还有个目标，就是考华东

师范大学的在职博士，继续用最先进的教育

理念武装自己。

“我想，哪怕在乡村学校，自己也能做出

一番成就。”张仕凯认为，求学深造让他获得

了外界的认可，不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要

趁年轻的时候，做一些无悔于青春的事情。”

张老师说，自己班级里有很多很有天赋

的孩子，很聪明。

班上有个女孩，作文功底不错。有一次，

经过细心指导，女孩的一篇作文在报纸上发

表了。“小姑娘兴奋地跑到办公室，跟我说收

到一封报社写的信。看到她那样高兴，我自

己也很欣慰，感觉付出没有白费。”

在采访中，张仕凯一再地强调说，“这些

孩子真的都很优秀，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未来会发展得很好。”

通讯员 吴荃雁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张仕凯 温州瑞安市塘下镇下林小学

读完硕士还要读博士，不放过任何进步机会

今年50岁的温州平阳县海西镇的乡村教

师周春微，将自己比喻为“渡船人”：把学生接上

船，教给他们知识，然后再送到更美好的彼岸。

她就这样撑着船，扎根乡村，一待就是

32年，“根扎下去，拔不出来了。”

当周春微从校长处得知，当地教育局推

荐她报名“马云乡村教师奖”时，还有些不情

愿。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些平

凡的事，只想做一小块默默孕育种子的土地。

周春微 温州平阳县海西镇西湾小学

32年坚守乡村，不忘初心

通讯员 吴荃雁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周春微老师和学生。 周春微老师所在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