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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曦

在网络平台上，黑龙江省
安达市任民镇中心学校音乐教
师李平开通了视频账号“村里
的孩儿”，这个“舞台”记录
了乡村学生的音乐启蒙、成长
之路，目前，累计获赞两千多
万。

记者发现，这些视频大多
发布在午休时间和夜半时分，
这些平淡且幸福的日常记录，
透露着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对教
育梦想的追求、付出与期盼。

2024年是李平担任乡村
教师的第 8年。这一年，第
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的获得成为他不断前进的又一
个推动力。

“在农村实习的经历对我
的影响很大，相比城市，农村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那时就想
着有一天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努
力改变点儿什么。”2016年，
李平考取“特岗教师”，怀着
满腔热忱投身农村教育。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落差
的。学校位置远，音乐设施
少，留守儿童多……“有条件
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李平的倔劲儿上来了，
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把“家”
搬进了学校的临时宿舍。

“上音乐课的时候，有的
孩子扒着窗户来听，有的孩子
边听边用手指敲打，他们的眼
里闪着亮光。”时间越长，李平
越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
让孩子有学习音乐的机会。

“组建音乐班！”这个想法
一萌生，李平便夜以继日地张
罗起来。没有音乐教室，就自
己动手布置、粉刷；没有乐
器，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钱
来购买，跑二手市场……这一坚持就是四五年。

特岗教师张雨的加入，让李平感到雀跃。音乐班从
“脑子里的想法”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志同道
合”的两个人开始并肩携手，一边摸索，一边干起来。

2019年3月，音乐班正式成立，利用午休时间，李
平和张雨专门教孩子们唱歌，给音乐班取名“村里的孩
儿”。李平说，设计的logo图案，由字母C和一只小鸟组
成，寓意着村里的孩子能够像鸟儿一样展翅飞翔。

课间，歌声飘出教室，不同年级的孩子们跑来围观。
“想不想一起来参加？”
“不想。”孩子们怯生生地说。
“不是不想，肯定是腼腆，不好意思。”李平读懂了孩

子们的心思。
“那就把他们‘撵’进教室。”就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一样，李平和张雨把门口犹豫的孩子们“赶进”教室，没
几天，音乐班成员就达到30多人。

练发声，学乐器……这一进门，孩子们就再也不愿离
开。

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孩子，怎么教？李平拿出因材
施教的方案，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特长，有针对性地教
学，宗旨就是用音乐激发孩子的热情。

孩子们喜欢流行歌曲，但有些歌词不适合青少年演
唱。李平和张雨就琢磨着改词、填词，填上那些朗朗上
口、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再教孩子们大声唱出来，引导他
们爱学习、爱家乡、爱祖国。

“月照入心头，红船坚定的眼眸，怀念我们革命先烈
永不朽，誓言在耳边，在心间，用生命坚守，铭记历史，
我们永远跟党走。”李平和张雨精心修改歌词，伟大的

“红船精神”在孩子们心中润物细无声地扎根。
“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勇敢地向前，学会珍惜时

间，从现在改变，撑着希望的船，向梦想扬帆，创造美好
的明天……”努力做一个新时代的少年，潜移默化地影
响、改变着孩子们。

从教室到操场，从春夏到秋冬，在任民镇中心学校，
李平、张雨和孩子们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唱响了改
编的30多首歌曲，他们也在歌声里教学相长、共同成长。

2021年 12月，“村里的孩儿”走上央视 《星光大
道》，荣获2022年第一期周冠军。

从唱歌找不着调到勇敢放开歌喉，从乡村到全国舞
台，通过音乐，这些淳朴的乡村孩子找到了心底最欢快、
最自信的“那个自己”。

“村里的孩儿”音乐班火了，乡村教师李平和张雨也
火了。演唱和活动应接不暇，采访和荣誉纷至沓来。

“搞音乐班的初心是为了让孩子们有舞台，有梦想，
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让他们通过音乐传播爱和正能量。”
面对掌声和赞叹，李平的心越来越沉静。

“搞起来容易，坚持下去难，乡村音乐教育到底怎么
办？”李平和张雨不停地交流、思考、碰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平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能
不断精进。

4月29日，北京，中央团校，获得第28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的李平带着“村里的孩儿”登上了闪耀的舞
台，师生共同感受这荣光的一刻。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李平创新性地将红色基因与音
乐教育相结合，通过改编的励志歌词，在孩子们心中种下
红色种子，用放声歌唱的方式为他们打开通往梦想的大
门，为中国青年树立了榜样。”这是李平能够获奖的理由。

几年来，很多的第一次让“村里的孩儿”记忆深刻：第一
次触摸乐器，第一次展开歌喉，第一次登上炫目的舞台，第
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

“音乐教育点亮了孩子们，他们的变化很大，发自内
心的喜悦挂在脸上，对学习的兴趣更浓，精气神儿更足
了。”校长王文宪说，今后，学校也会在美育方面量力增
加投入，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更快乐、任教的老师更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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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良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我没有
理由不珍惜”

46岁的石文平，是土生土长的关面人。
1996年，怀着当教师的梦想，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开县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石文平品学
兼优、出类拔萃，写得一手好字。篮球、乒乓
球、长跑、短跑等体育项目更是不在话下，屡
获佳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12月的一
天，石文平因脑梗死晕倒，在医院昏迷了8天
8夜。尽管命保住了，但令他绝望的是，右半
身彻底失去了知觉。这剥夺了石文平正常行走
的权利，也让他失去了使用右手的能力。

有很长一段时间，石文平非常消沉，但同
时，想当教师的愿望愈发强烈。

他买了一块小黑板放在床前，仿佛又来到
他魂牵梦萦的三尺讲台。每天清晨，石文平早
早起床，微弱的路灯透过窗户把他一瘸一拐的
身影拉得很长。石文平左手拿起粉笔，在黑板
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昨天备课到深夜的教案。有
时候，一站就是一上午，累了就坐下换成钢笔
和毛笔，继续在纸上不停地练着、画着，石文
平恨不得把右手的能力都瞬间转移到左手。

“这样的学生我们学校要，他是学生的榜
样，我相信他能够教出优秀的学生。”时任关
面乡中心小学校长的杨中贵被石文平坚韧不拔
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感动，点名向开县师
范学校要石文平。

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石文平倍加珍惜，
计算机考试、师范基本功考试、美术过级等都
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但当他得知条件更为艰
苦的关面乡姚程村校缺语文教师时，他主动请
缨去这所学校任教。

“我曾是一棵扎根山区的小草，虽然今天
无法穿透云霄，但是我顽强地破土、牙关紧
咬，将激情勇敢地燃烧。”这首石文平创作的
诗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如果不读书，孩子们很可能
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

来到姚程村校的第一天，信心满满的石文
平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一只手的教师，能教好书吗？”一些学生
和家长对身体残疾的石文平产生了质疑。

石文平决定用行动证明自己。那个时候农
村学生多、教师少，都是复式教学。最多的时
候，他一人教三个年级、40多个学生，包括
语文、数学、体育、美术等全部课程。“这个
年级教好了，我布置作业，再去教另一个年
级。回头，那个年级作业做好了，我就让学生
出去玩一会儿。”

“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这是石文平给
自己定下的铁律。每一堂课，他都认认真真备
课，吃透课标、研读课文、收集素材，把准备
工作做到位。在课堂上，他工工整整板书、激
情澎湃讲解，争取把每一节课都上得生动精
彩。学生学习成绩上不去，石文平便利用放学
时间或者双休日免费为他们补课……

生活中，石文平吃住在学校，和学生们亦
师亦友。周末，他带领学生一起开展劳动课，
清理校园周边的乱石杂草、填补教室内的坑坑
洼洼……“毕竟我身有残疾，要比其他老师多
下一些功夫才能让大家信任我。”

那时的姚程村校，校舍是土坯房，地面坑
坑洼洼，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晴天顶着太
阳，雨天撑着雨伞。想到这一幕，石文平时常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决心让校舍大变样，
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

放学后，石文平挨家挨户地去家访，说服
家长参与改造校舍。一户、两户、三户……越
来越多的家长加入石文平的队伍里，大家团结
一致，平整地面、操场，检修校舍。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
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听着孩子们琅琅的
读书声，石文平与家长们欣慰地擦着汗。

石文平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劝说想要辍学的
孩子返校上。曾经，他班里有个成绩很不错的
女孩要辍学。女孩的家离学校很远，为了让她
重返校园，在崎岖的山路上，石文平从早晨走
到中午，终于找到了女孩的家。

“不管怎样先让孩子回来上学吧。”石文平
用自己的境遇，现身说法地劝说女孩父母，

“实在不行，我回去跟学校商量，我用工资先
把学费垫着！”最终，在石文平的努力下，女
孩重新回到了课堂。

这样的家访，石文平经历过很多次。看到
班里少了学生，他就一家一家地去劝。“如果
不读书，孩子们很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大
山！”在石文平的努力下，班里的孩子一个都
没有少。

后来，姚程村校被拆并。考虑到他的身体
原因，2006年，乡里安排长期扎根基层、表
现优秀的石文平到乡里中心小学任教。走的那
天，附近乡亲都来了，把他团团围住，家长买
光了小卖部的鞭炮，叮嘱声、感谢声夹杂着鞭
炮声，一起为石文平送行。

“生活无处不语文，学校无处
不教育”

调入关面乡中心小学工作以来，如何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石文平一直思
考的课题。在创新教学模式上，他主张体验式
教学、分层教学，大胆探索单元主题阅读教学
实践，全面推进学生的海量阅读；他还创办
《山里娃》班报，建设书香班级，打造学生劳
动实践基地“幸福农场”和“朽木可雕”根雕
工作坊；根据山村孩子的成长环境和身心健
康，他还开展“真心话大冒险”“生活技能大
比拼”等活动，不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和健全的人格。

同时，学校阅读苑的读书走廊也向村民开
放，让更多农村人可以通过读书转变观念。每
当双休日或是放假期间，本校学生、其他学校
的学生和一部分村民都会来阅读苑看书读报，
上至70多岁的老翁，下至三四岁的稚子，成
为一道亮丽的阅读风景。

“生活处处是教育，课程只有与生活链
接，学习才更有针对性。”在石文平看来，为
孩子们提供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学习
场”，才有可能实现自主学习。

关面乡中心小学有300多名学生，是一所
寄宿制学校。“尽管在农村生活，但是很多学

生都分不清韭菜与小麦苗。”石文平发现许多学
生缺乏劳动教育和锻炼机会，他萌生了建设实
践基地的想法。

这得到了校长杨传林的支持。他们把学校
后面荒废已久的空地打造为学校农耕文化基
地，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每个班都有一块
或大或小的田地。

学习也变得无处不在。“土豆和马铃薯是一
样的吗？”“土豆在什么季节种？”……在实践基
地学习劳动知识时，学生们总能蹦出各种各样
的问题。为此，学校聘请了附近2名农民作为
劳动实践课的指导老师，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劳
动技能。

劳动带给学生的不仅是乐趣，还让他们开
始理解劳动的意义。学校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六年级的数学课从马铃薯的播种出发，孩子们
不仅要记录马铃薯播种后的发芽率，测量马铃
薯植株高度，还要计算马铃薯的重量，了解马
铃薯的市场价格，他们从产品会员价折扣的计
算过程中，学习百分数的知识点。

“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能、磨炼意志，还学
会了珍惜劳动成果。”学生的点滴变化令石文平
倍感欣慰。

“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蜡炬
成灰、无私奉献要一生奉行”

在关面乡中心小学，三分之二的学生是留
守儿童，三分之一的学生寄宿在学校，几乎每
个班里都有离异、单亲等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

记得有一年，石文平在课上布置了一篇以
“我的梦想”为题的作文。孩子们的梦想丰富多
彩，“有的梦想当一名医生”“有的梦想成为一
名教师”，而有个孩子的梦想却异常消极，石文
平心中不由得一紧。

通过走访他了解到，这个孩子名叫小林
（化名），5岁时被离异的父母抛弃，爷爷奶奶
早在10多年前已经去世，小林像流浪“孤儿”
一样生活，洗衣服、做饭、收拾房间等家务活
全靠8岁的小林支撑。

“你做我儿子，咋样？”在了解到小林的实
际困境后，石文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

“我不！我和你又没有血缘关系！”小林倔
强地回答。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石文平深知农村孩子
缺少的是什么。自此以后，如果家里做了好吃
的，他总要端一碗给小林。石文平每天都会询
问他的学习情况，经常给他开“小灶”。在公开
场合也多次表扬他，让他在同学面前多一些自
信。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小林与他的关系融洽
了很多，学习状态慢慢找回来了，“虽然在物质
上，我能竭尽全力伸出援手，但对于这些孩子
来说，最需要的是爱。”石文平感慨道。为此，
石文平经过多方途径联系上了小林在陕西老家
的母亲。现在的小林，已回到了陕西的外婆
家，在那里读五年级。平时小林一有空就会给
石文平打电话，报告他最近学习、生活等情况。

2023年暑假，石文平收到了小林邮寄来的
信，信的最后小林加了一句“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看到这里，石文平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石文平书架上摆放了很多奖章，还有许多
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近些年，石文平获得
了重庆市“最可敬可亲教师”、重庆“教书育人
楷模”“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等称号。石文平
说，这是荣誉，也是鞭策，提醒他始终不忘教
育者的“初心”，不放松、不懈怠。

“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蜡炬成灰、无私
奉献要一生奉行。”正如石文平所说，作为一名
乡村教师，他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带着
他们眺望诗和远方，要让大山的孩子们拥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速
写

初夏，从重庆市开
州区城中心一路往北，
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前
行，旁边就是上百米深
的悬崖，绕过几十道
弯，便来到了开州区关
面乡中心小学。

记者赶到时，石文
平正在给学生们上阅读
课。他在讲台上来回走
动，身体有些颠簸，显
得有些吃力。不一会
儿，他用左手在黑板上
写满了板书，其中有一
句话特别醒目——“知
识改变命运”。

下了课，石文平来
到一个学生面前，弯下
腰：“孩子，今天这节
课还有哪些地方犯迷糊
呢？”上课讲解知识，
下课答疑解惑，是石文
平多年来的习惯，这也
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
来自老师的关爱。

这位只能用左手书
写的残疾教师，已扎根
大山深处25年。

在2月1日举行的
2023年度“感动重庆
十大人物”颁奖典礼现
场，石文平的故事，让
无数观众红了眼眶。他
在舞台中央的黑板上用
左手写下“永不放弃”
四个大字，对专程赶来
看望他的学生说：“孩
子们，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你们都要坚守理
想，永不放弃！”

师
者

石文平在备课。 资料图片

我愿做一棵扎根山区的小草
——记重庆市开州区关面乡中心小学教师石文平

石
文
平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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