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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在一村小读书。
村子前有一条小路，一下雨就
很泥泞，要去上课，就必须踩着
这条泥泞的小路，很多同学经
常滑倒。

小学五年级时，村小来了
位小李老师，教我们语文。小李
老师看上去不怎么言语，每天
唬着个脸，好像很不喜欢这儿
的环境。后来才听说，小李老师
是镇上人，本来想留在镇上教
书，但阴差阳错来到了村小，兴
许还没适应。

小李老师不好交流，同学
们似乎也不太喜欢他，时常有
人开小差逃课。有一个下雨天，
小李老师上课发现旷课的学生
不少，表情有些挂不住，卷起课
本就想离开。打开教室门，却看
见同学们三三俩俩赶来，每个
人身上都湿漉漉的，一问才知

道，因为村路泥泞，这些同学都
摔进了泥沟里，最后是用井水
冲去稀泥后才赶来的。

小李老师看着眼前的同学
们，表情十分复杂。几十年前乡
下日子还不太好过，许多同学
上学都是打着光脚，连同身上
打湿的衣衫，看上去就让人心
疼。小李老师没再责怪谁，他把
学生都喊去寝室，拿出吹风帮
大家把衣衫吹干。

过了几天又下大雨，小李
老师想到上学的不易，就主动
到村外的泥路上接大家，一个，
两个……当接到其中一个同学
时，小李老师啪的一声，自己也
不慎滑进了泥沟里，一身的稀
泥，惹得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
来，随后就是一长段时间的静
默，旷野里只有风声和着雨声。

过了两天上语文课，小李

老师一改严肃，在黑板上画起
了画：一条宽敞的大道，上面行
驶着装满粮油的汽车，道路两
旁绿树成荫，前方升起一轮朝
阳，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朝阳下
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房子……

小李老师转身对大家说，
现在大家踩着泥泞路，是因为
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只有好好
学习，把知识本领装进心里，长
大后才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
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到那
时，道路宽敞平整，教室整洁明
亮，人民安居乐业，画上的愿景
就会变成现实。

小李老师用一幅画的愿
景，勾勒出了同学们向往的未
来，也同时拉进了师生距离。他
也像突然间变了一个人，见了
大家不但有说有笑，还积极帮
学校力所能及做事情：利用周

末去河边挑河沙，把同学们跳
远的泥坑变成了沙坑；买来石
灰，给操场划出一条条跑道
……很多同学突然觉得，小李
老师变得有温度了，我们的村
小也变得可爱了。

转眼我们小学要毕业了，
小李老师为我们上了最后一堂
语文课。课堂上，小李老师第一
次公开了他的心扉：“我从师范
校毕业，如果不是我那个老党员
的父亲动员，我是绝不会来村小
教书的。但现在我渐渐明白了，
改变落后，必须从很多小事情做
起，比如这个村小，只有让每一
个孩子学到知识，这个国家才能
进步，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青涩
的小李老师已变成了花甲老
人，而我们也遵循小李老师的
教诲，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教师节前，同学们约好一起去
看望他，小李老师精神瞿铄，开
车带我们回当年的村小附近，
一起回顾当年的时光。过去简
陋的村小早已撤点并校了，曾
经的泥泞小路已没了踪影，绿
萌覆盖的宽敞大道两侧是金灿
灿的稻田和一个个充满朝气的
现代农业基地。

从车上下来，小李老师马上
蹲下来摩挲脚下的路。同学们问
他在寻找什么，小李老师深情地
说：“脚印啊，我想看看还能不能
找到当年你们留下的脚印！”

同学们都很动情，一齐望
向小李老师手指的前方。只听
小李老师最后说：“这些脚印，
记录了你们的成长，也记录了
国家的强大。脚印可以抹去，
但奋进拼搏的精神永远不可
丢弃！”

泥路上的脚印

教师是民族灵魂的塑造
者，更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
的职业。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
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美德。教师在古代社会中有相
当高的地位。古代人们把教师
与天、地、君、亲并列，看作是百
姓万民的根本，倡导要将这五
者同等对待。“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三人行，必有我师”等
尊师名言，更是在社会上口口
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最早记载我国尊师重教的
典籍为《礼记·学记》：“凡学之
道严师为难。严师难后道尊，道
尊然后民知敬学。”道出了师道
尊严的精髓和本质。只有教师
被尊重，教师所承载的“道”才
会被尊重；只有“道”被尊重，世
人才会敬学向学。汉代杨雄的
《法言·学行》篇：“师哉！师哉！
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

师者。人之模范也。”意思是说，
教师是能够让人祛邪向善、安
身立命的根本，尽力为学，不如
尽力求师，因为教师是人们的
楷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
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
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废。”
《荀子·大略》中更是把教师地
位提高到关涉国运强弱盛衰的
高度。教育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和未来，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
强则国家强。

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
业之一，尊师重教的文化理念
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尧帝。
史载尧治理天下，举贤任能，海
宇清平。他恐埋没人才，常深入
山野寻访，许由就是尧寻遍名
山大川而求得的老师。因此，尧
对许由极为恭敬，几次执弟子之
礼，北面而朝之，并一再希望让

位于许由。百姓们听闻尧帝对许
由如此尊重的事后，无不称赞尧
的胸怀和他对老师的敬重。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位尊
师重教典范，他在治理好国家
的同时，非常重视子女的尊师
道德教育，他不仅亲自给几个
皇子选定了德高望重、学识渊
博的老师，并且一再告诫皇子
们要尊重老师。一次，太子的老
师李纲因患脚疾，不能行走。在
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除了皇
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可以坐轿
外，其他官员不得坐轿入宫。唐
太宗知道后，竟越“礼”特许李
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皇太
子亲自恭迎老师。

不仅是帝王家，各级官员，
即便在民间，尊师重教的道德
理念也得到沿袭传承。那时，普
通百姓的子女大都到私塾求
学，入学先要拜师，要对教师行

祭拜大礼，逢年过节，还得带礼
物问候。为显示尊崇，私塾老师
通常会要求学生签了一份文
书，类似于现今的“校园安全承
诺书”。有了这个“承诺书”，对
学生责罚中出现意外，或出现
学习过程中学生逃学、走失或死
亡等违纪和安全事故，老师均无
须担责。而更具有成就感的是，
如果学生在私塾“毕业”后求取
功名进入仕途，一旦功成名就谋
得一官半职，更是要举办“谢师
宴”以答谢老师的教育之恩。

教育是强国的基础，教师
是基础的基础。古时浓郁的尊
师重教氛围，一方面来自于淳
朴的民风社风的濡染，另一方
面也与当时的选拔用人机制不
无关系。隋唐之前，朝廷选拔人
才实行“九品中正制”。按人的
品性定夺其仕途官道，一个人
想出人头地，得有个引荐保举

老师。这种根据个人好恶定学
子前途的制度设计，尽管在现
今看来有着很大的纰漏，但这
一切都丝毫无损那时老师的社
会地位，他们一直被全社会抬
举得很高。即便隋唐之后创办
了科举，引荐保举制逐渐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而且选拔任用
人才的方式和途径也有了重大
改变，但古时的人们，对老师的
尊仰却始终没有改变。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
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
魂。”透过斑驳的历史风云，我
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
教的由来和演变过程，同时，也
感受到了古人对教师的无比敬
重。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入普
及，华夏民族流传千年的尊师重
教传统，不仅得到了传承，还日
益被赋予了更多鲜活的内容。

尊师礼俗
◎刘昌宇

我是上初二的时候从乡村
中学转学到重点中学的，遇上
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何老师。

刚转学的时候，我明显感
觉到被同学排挤。排队的时候，
本来我是站在前面的，可很快
就会被挤到队尾。在宿舍的时
候，经常被人指使干这干那。我

初来乍到，面对这些不敢吭声。
我悄悄把苦涩咽下，更加自卑
了。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像个
另类一般，与世界格格不入。一
次数学考试，我考了满分。这让
我欣喜不已，以为终于可以扬
眉吐气了。可是同学们依旧不
把我放在眼里，大家都以为我
不过是个运气好的乡巴佬，碰
巧了而已。我越来越沉默了，躲
在角落里终日不发一言。

不过很快我发现，课堂上
何老师让我回答问题的次数越
来越多。虽然我即使会也羞于
举手，但何老师每堂课都会提
问我。他让我在黑板上做一道
很难的几何证明题，我“啪啪”
画上两条辅助线，然后把证明
过程以“教科书般”的精准写了
出来。何老师看着黑板上我做
的题，感叹道：“好！是个人才！”

他像是自顾自说的，又像是对
同学们说的。我第一次听人说
我“是个人才”，这种夸奖让我
受到莫大鼓舞，觉得卑微的自
己终于可以抬起头了。

又一次数学课，何老师讲
一道数学题的时候，突然间卡
壳了。他有些吞吞吐吐地说：

“这道题，好像是太难了，是不
是超范围了？”然后，他自我解
嘲说：“我被难住了，瞧，脑门的
汗都出来了。”说着，他还故意
擦了擦脑门。虽然他脑门没有
汗，但我的心里却为他捏了一
把汗。接着，何老师环视了一下
同学们，最后把视线落到我身
上，说：“你上来试试！”那道题
确实难，不过我不知哪来的一
股力量，脑海中灵光一闪，竟然
找到了那道题的做法。我在黑
板上一边做，一边讲这样做的

理由。我的做题过程很顺利，洋
洋洒洒写了半黑板，最终得出
了正确答案。何老师惊叹起来：

“哎呀，你比我还厉害，真是个
人才！”

这件事之后，我便有了“比
老师还厉害”的“人设”。不仅同
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连学弟学
妹都听说了这件事。下课的时
候，还有学弟学妹在门口等着
问我数学题，他们像“小粉丝”
一样把我围住。我享受着众星
捧月的荣耀，终于找回了自信。
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来了180
度大转弯，原来欺负我的同学
主动向我示好。大家不仅接纳
了我，而且开始用赞许的眼光
看我。

晚自习的时候，何老师坐
在讲桌前看书。有人去问他数
学题，他指一下我说：“去问他，

他肯定会！”那段时间，我俨然
成了小老师。在与同学们互动
的过程中，我们相互了解，感情
也增进了。最重要的是，我完全
找回了自信。后来的日子里，这
种自信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我跟比我早毕业
几年的学姐谈起何老师，讲起
了很多往事。她哈哈地笑着说：

“你以为何老师真的被题难住
了？他教我们的时候，做题厉害
是出了名的，没有什么题能够
难道他。你说的那类题，对他来
说不过是小儿科！他很会因材
施教，类似的方法在我们班也
用过。”我听了目瞪口呆，这才
想起何老师当年不会做题时的
样子假假的。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老
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我树
立了自信。

老师帮我树立自信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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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

为教师而歌
◎伊羽雪

三尺讲台上
您的眼睛像星星
孩子们望着天
看春天的溪流和花朵

双手沾满粉末
智慧的阳光播种希望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用微笑呵护稚嫩的心灵

额头爬满皱纹
汗水浸透无私和博爱
红烛燃尽生命的颜色
无尽的道路从这里延伸

您是冬天里的一棵松
从没停止过对春的复苏
攥一把生命的泥土
黑发积霜织日月

在一片真诚的祝福声中
又一个沉甸甸的九月来了
您的自豪是桃李芬芳
累累硕果醉金秋

歌唱九月
一个永恒的节日
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
孕育花的美丽

老师的
魔法棒
◎林姿

教室里有一支特别的笔
那是老师的魔法棒
它不仅能记录文字
还能点亮思想

有时候它会
变为一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心灵的大门
挖掘我们思维的碎片
激发无限创造和想象

有时候它会
变为一个美丽的舞者
在黑板上翩跹
用优雅的姿态勾勒智慧之花
播散知识的清香

有时候它会
变为一面透亮的镜子
反射真理和学问
揭示最珍贵的财富
指引我们探索未来

这支特别的笔
每一次书写
都是一次启迪
每一行字迹
都是智慧的印记
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成长

▼▼▼
老师颂
◎葛鑫

亲爱的老师
您就像耕春的农夫
为我们播种下希望
帮我们耕耘着理想

亲爱的老师
您就像心灵的医者
为我们医治着心灵
让我们充满了力量

亲爱的老师
您就像明亮的灯塔
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彼岸
拥抱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老师
您更像我们心中的大英雄
陪伴我们一路前行
有你在，我们不怕泥泞
有你在，我们就拥有了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