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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苏文芳：

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淮北市黎苑
小学副校长。从教26年，先后荣获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安徽省五一劳
动奖章、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教
书育人时代楷模、安徽省特级教师等称号。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育培养他
们的重要性不言自喻——因为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是教育的
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要
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
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
离，滋润学生的心田。

苏文芳的教育实践，就是仁爱精
神的生动表达。

因为爱，好动的孩子变得专注；
因为爱，内向的孩子变得开朗；因为
爱，黄发垂髫升腾起朴素的家国情怀
……

爱，是方法，是美德，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而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加持之
下，爱心又在孩子身上屡屡上演神奇
的教育成果。

教学中，苏文芳积极探索、不断
创新，努力使每一位孩子与古圣先贤
对话。通过沐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
文化，培养其学高德厚的君子品性，
为孩子的人生奠基。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而作为承担教育最主要的载体，校园
教育在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
是固本工程和铸魂工程。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全国政协在
北京召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课本、进课堂、进校园”网络议政远
程协商会，推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心田，培养富有
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

无 数 个 “ 苏 委 员 ” 和 “ 苏 老
师”，正在为这一固本铸魂工程而努
力践行着。

固本与铸魂
本报记者 胡方玉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亲人之
外，谁让你们感到亲切？”

安徽省淮北市黎苑小学三2班的孩
子们有着统一的答案——苏老师。

对于一群不满十岁的孩子而言，形
成相同的认知并不容易。

而对于“苏老师”苏文芳而言，这
似乎并不难——只要心中有爱，一切问
题迎刃而解。

■ 倾听者

在黎苑小学老师郝莹的办公室抽屉
里，有一份特殊礼物。

“三八节”这天，一个叫刘思成（化
名）的小男孩，用粉色的卡纸制作了一枚
心形贺卡，写上祝福送到她手里。

这让她激动不已，并第一时间拍
照，分享给了朋友们。

贺卡背后，是这个孩子脱胎换骨的
变化。

刘思成是该校三年级2班的学生，
生性好动，行为举止超乎寻常，一度被
看成是问题少年。

他上课时会离开课桌，冲人做鬼
脸。“他甚至很少正眼看人，老师叫
他，他都不理睬。”这让年轻的音乐老
师郝莹很是苦恼。

更令老师们苦恼的是，班里的“刘
思成”不止一个。

多名过于“活泼”孩子的存在，影
响着全班氛围，三年级2班全校“闻
名”。这考验着老师们的耐心和智慧。

然而，渐渐地，郝莹发现这个孩子
规矩了，“他坐在课桌前，端端正正，歌
唱得特别认真。”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
和孩子说话时，他的眼神不再飘忽。

郝莹记得，这种转变发生在去年
12月初——此前半个月左右，三年级2
班原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请假，刚从外校
调来的副校长苏文芳接手了这个班。

转变由此开始。既突然，又自然。
班里的同学回忆，这位新老师总是

带着微笑，“说话轻轻的，比妈妈还温
暖。”更令他们“开心”的是，苏老师
连续三天不上新课，而是不停地和他们
说话。

苏文芳让他们问自己：“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我对自己满意吗？”并要
他们在纸上写下自己10个优点。

同学们写不出优点。交给老师的作
业上面，尽是自己的不足。

苏文芳又问孩子们：“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你们觉得这些问题好还是
不好，能再用笔写出来吗？”她还特意
告诉孩子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老师，
我想对您说》……这类常见的入门作文
题目，成了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重要载体。

作文交上来，她再问孩子们：愿不
愿意和人分享？如果愿意，就把内心话
读给大家听。

孩子们选择了“愿意”。因为此前
没人听过自己的心声，包括父母。

在班级的分享会上，孩子们相继读
着自己的心里话——读着读着，有人开
始哭起来，且越来越多的孩子泣不成声。

“此时，我仿佛看见，孩子们的心
窗开了。”苏文芳说。

她认为，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扇
窗，这扇窗渴望被打开，而打开的方法
就是耐心和爱意。

在郝莹的记忆中，苏文芳经常会把
学生带到办公室，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或者把孩子搂在怀里柔声细语。“在孩
子面前，我不想成为高高在上的老师，
而是那个愿意倾听他们内心的朋友。”
苏文芳说。

■ 原件与复印件

打开心窗是孩子转变的第一步。如
何让孩子爱上学习，是老师的功力所在。

在她看来，孩子坐不住，是因为他
们不知道为什么学——孩子没有志向，
就会茫然。

她告诉学生：你们每个人都了不起，
都是祖国的一分子；如果每个人都把本
领学好了，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富强。

孩子们似懂非懂。
她让孩子们阅读 《论语》《弟子

规》《道德经》等诸子百家经典，“中华
传统优秀文化，可以启发孩子内生动
力，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告诉他们如

何为人处世。”
学生们一边阅读，她一边讲解；一边

讲解，一边让孩子们在班里演绎经典中的
故事。

这是一个立体又多赢的教学模式。
“传统文化经典，孩子们初读不一定懂，
那就要配合演绎。在演绎过程中，孩子会
明白道理，且开发了阅读兴趣——经典看
不懂，他们会让家长买注释来看。在阅读
过程中，识文断字能力不断提升。”苏文
芳介绍。

以《千字文》为例，全文背下来，孩
子就掌握了上千个汉字。“识字能力提
高，理解能力提升，阅读兴趣激发，表达
能力进步，这样语文成绩能不提高吗？”
同事王克宁这样表示。

比成绩提升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越来
越懂事了。

在苏文芳的带动下，作为班主任的王
克宁也用传统文化辅助教学，且收效显
著。每天放学的时候，他们班的孩子都会
向老师鞠躬道别。

“八九岁的孩子齐刷刷地给老师行
礼，场面既壮观又让人动容。”王克宁说。

经典国学中，除了尊师，更有敬老。
苏文芳认为，孩子是爱的继承者，文明孝
爱是人生的使命。她教孩子们孝道：你们
帮父母做一次家务，给父母洗一次脚，都
是一个自我成长。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用
再多的财富也换不来。

在此过程中，家长们也被苏文芳纳入
教学体系。

她认为，一个问题孩子的出现，一定
有一个问题家庭。“父母是原件，孩子是
复印件”。教育好孩子，离不开家长的共
同进步。

学生家长汪春梅，清晰地记得苏文芳
在网上开第一次家长会的情景：苏老师历
数孩子们的优缺点和内心想法，希望家长
们对孩子多一点耐心和信心。说到动情
处，竟然泪如雨下。

这出乎了家长们的意料：没见过这样
的老师，竟然比父母还要关心学生。

“苏老师不但教孩子，也教我们。”汪
春梅经常能收到苏文芳的信息，教她如何
更好地和孩子相处，尤其要“多鼓励孩
子，不要骂他”。

他们的班级群十分活跃。在群里，苏
文芳用传统文化经典和身边的事例，帮助
家长们提升格局和境界，树立为国教子的
志向，唤醒孩子内在的善良、智慧和力
量。她引导家长“行有不得，反求诸
己”，家庭中要识大体、顾大局，改变争
输赢、论高低、讲得失、辩对错的心态，
要多和孩子交流……

“只要心中充满爱，问题孩子也可
爱。”苏文芳对家长说，没人拒绝你真诚
地对他好，当你真正用心去聆听他们内心
时，有些问题会自动消失的！

这些方法深得孩子们欢迎。汪春梅表
示，每当自己和孩子说话声调变高时，孩

子就会说：“妈妈您应该学苏老师说话的
样子！”一旦苏文芳出差，孩子回家总是
问：“苏老师哪天回来？我都想她了……”

■ 教一程，念一生

想念苏老师的，不仅是现在的学生，
毕业多年的学生同样如此。

胡艺是苏文芳带了六年的学生，目前
在读初三。这是一个让家长特别省心的孩
子：成绩稳定，内心阳光，胜不骄，败不
馁，且懂得尊重每一个人。

她是苏文芳教学成果的一个缩影——
小学毕业后升入本校初中部的胡艺发现，
全年级各班的课代表，有一大半是自己的
小学同学。

得益于苏文芳，这个曾生性胆小、见
到陌生人会哭的女孩，在小学二年级时走
上了全市的演讲舞台，并取得第一名。

“苏老师善于发掘孩子的优点，孩子
的普通话不错，她就以此为突破口增强孩
子的自信心。”胡艺的妈妈蒋春芳说。

同样是教师的蒋春芳，深知成绩背后
老师的心血：苏老师鼓励孩子，给她写脚
本，一字一句帮着打磨。

胡艺课余学习乒乓球，回家比较晚，
蒋春芳不管多晚去接孩子，都能看到苏文
芳的车停在学校……“我打心里感激和敬
佩苏老师，孩子毕业后，我和孩子都没和
苏老师间断联系。”

苏文芳告诉学生，哪怕带你们一年，
也会想你们一辈子。

学生们表示，苏老师每次出差时也想
着他们，经常即时和他们分享经历；回来
后，还会结合课本介绍当地风土人情。

在2021年的安徽省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的会场之外，一位用自拍杆录制视频
的委员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是将思政
课开进了省两会会场的苏文芳，她将自己
的履职过程拍摄了大量的短视频和孩子们
分享。

“在课本中，有关于我国政治制度的
内容，但这些离孩子们还很遥远。”苏文
芳表示，如果把自己的履职即时和孩子们
分享，孩子们会对参政议政多一份印象。

她不但给孩子们分享知识，也分享好
吃的。

胡艺回忆，苏老师有一次去云南出
差，回来给大家带了鲜花饼。不过这次的
美食孩子们“没有”吃出甜味——苏文芳
因为买鲜花饼耽误了上车时间，匆忙中把
胳膊摔伤了。

这件事过去数年，却一直让胡艺记忆
犹新。同样记忆深刻的是，在她的小学毕
业典礼上，苏文芳自费给全班每人送了一
本书。

“孩子们：你们要毕业了，老师没有
什么好送给你们的，我希望让书能代替老
师陪伴你们，更希望你们养成终身学习的
习惯。”3年过去，蒋春芳还能清晰记得
孩子当时回家复述的老师寄语。

实际上，每一届学生毕业，苏文芳都

有所馈赠。在家长们看来，苏老师对家长
像兄弟姐妹，对学生像慈母，教一程，念
一生。

■ 行走的中华文化

苏文芳送给学生的书籍，内容主要是
关于家风家训等传统文化。“我想用传统
文化润泽学生的心田，在他们心中播下善
的种子。”

多年的教学经验让苏文芳发现，将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学校教育之中，对
提高学生很有帮助。

课堂之外，她主持参与了《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
展》《“立德树人”视域下的古诗文教学
与小学生人格培养策略研究》等多项国家
级、省级课题研究。

作为省政协委员，她先后提交《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提案，建议在
小学、中学、大学开设传统文化必修课，
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作为安徽省首席德育辅导专家，她注
重对传统文化的践行：她为受灾群众捐
款，为疫情防控助力，并带着同事、学生
以及自己的孩子支教和做公益。

她更为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奔走，仅去
年暑期，她应邀到省内外作报告 20 余
场。由于过度劳累，她的白细胞曾低至
2000左右……

“她一直在搭平台，去引导更多的
人。从一个人到一个班，从一个班到全
校，再从校内到校外。”朋友李平介绍，
多年来，苏文芳利用业余时间找场地、筹
经费，开展各种交流和推广，把自己活成
了“行走的中华文化”。

苏文芳购买了1500本传统文化书籍
免费赠送身边人，影响和感动着他们。李
平表示，自己也是被感动的对象——现在
每次苏文芳搞活动，她都会主动帮忙。

2020年 11月 24日，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苏文芳是被表彰者之一。

对苏文芳来说，这是一个幸福且光荣
的时刻——她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全
市教育系统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内心之澎
湃，无法言表。

巨大的幸福之后，她心里想着一个问
题：我拿什么回报给您，我的祖国？

作为教师，她首先想的是践行好教书
育人的初心和使命。“三尺讲台虽小，却
承载了民族的希望；三尺讲台不宽，却托
付着千家万户的梦想。”

这份使命，还有外延。
“我要用自己的干劲、闯劲、钻劲，

来鼓舞、带动、激励更多的人，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她表示，传统文化是民族的
根和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传统
文化的繁荣兴盛！

中华传统文化和爱心是苏文芳教学中
的两大法宝，“二者结合，定会把孩子培
养成大写的人，让他们未来顶天立地！”

苏文芳：爱在天地间
本报记者 胡方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