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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三水湾中学 段凤娥

每年教师节，我都很有明星范儿，不断

有学生给我送贺卡，上课时我也很激动，我

会给学生讲故事，告诉他们作文应该怎么

叙事。

今年夏天，我回故乡新疆参加同学聚

会。我快30年没有回去了，当年师范毕业

后，我在新疆兵团的某煤矿子弟学校教书。

我在这里仅仅当了一年班主任，只是把这个

地方当跳板，希望早一点接到调令，回到内

地。这是父母的期望。

那一年，我19岁，我的学生也就十五六

岁。我迷迷糊糊地接了这个班级。

煤矿子弟大多数子承父业下井挖煤，

在读的学生风气很不好，学习的动力不足，

还经常欺负教师。比如说，假如你骑车到

半路上抛锚，发现气门芯早被拔掉了，身后

的学生却是嬉笑看热闹，而你绝对查不出

是谁干的。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自行车当作

宝贝一样，搬到办公室里。我真的怵他们，

讨好他们，没有教师的尊严。

有个学生生病没有上课，我买好礼物去

给他补课；休息日组织自行车队去远足；或

带他们坐大卡车兜风。这样一来，我班级的

人气超高，每次组织活动的时候，总有其他

班的学生来开“后门”。

年纪大的教师很担忧，对我说：“你这样

镇不住他们。”

果不其然，在一次骑行活动中，某个捣

蛋鬼让我的车胎又一次瘪了。在我自我感

觉最良好的时候，我的学生让我丢人现眼

了。那些男生坏笑着，假装对我嘘寒问暖。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在后来碰到一

个熟人，帮我连车带人带了回来。我尴尬、

愤怒，灰头土脸。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在我

接到调令后结束了。我迅速离开，没有和学

生说任何道别的话。在随后的教学生涯中，

他们都被我忘得差不多了。

今年夏天我到故乡，有一天接到一个电

话：“请问您是段老师吗？”

没想到是当年的学生，听说我回来，喜

出望外，晚上要请我吃饭。

我害怕这样的场合，我都不认识这些学

生了，怎么能坐在一起吃饭？于是编出了好

几个理由：有事、晕车，等等。

对方丝毫不给商量的余地：“老师，车已

经到您楼下，您出来就可以了。”

无奈之下，我收拾收拾，走了出来。只

见一辆车停在路边，车上有人在招手，还有

人下车和我握手，全是40多岁的中年人，有

男有女，我真的一个也不认识。

上车后，我终于认出其中的两个。其他

人纷纷提供回忆线索，如父母姓名、家庭住

址、座位在哪一排、上课时的细节、如何调皮

捣乱，还有当年自行车的气门芯是被谁拔掉

的……如果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他们就表现

得好开心。

到了一个当地还算上档次的饭店，我堂

堂正正坐在中间，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

回忆连着回忆，他们居然记得我当年穿什么

衣服，说什么口头禅。

又是一阵欢呼，又来了一拨人。

被我想起来的学生，主动干杯庆祝。

有一个男生说了很多细节，我就是不记得

他，弄得他很是郁闷。他们都希望我还记

得他们青春的样子。他们这些人大多数没

有上高中，所以对于初中的班主任才如此

眷恋。

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女生得意地说：

“你们都应该感谢我，不然你们根本见不到

老师。”原来，她的婆婆是我妈的好友，老妈

去拜访她家时，这位学生得知我回来的消

息，就立刻让这消息传播出去。

当年班级里最调皮的那个学生提议：

“我们玩一个游戏吧。老师喊一声‘上课’，

我们喊‘老师好’。”

爆笑。

最后，他们要求我发表致辞。我真诚地

说：“当教师快30年了，有段时间真的十分厌

倦，恨自己入错行了。今天，我一个普通教

师能被你们这样款待，被你们记得，我好感

动。我要说，下辈子，我还当教师。”

我们合影、留言，先是集体合影，然后他

们一个个和我合影。我觉得好幸福。

我的这些学生现在都在很平凡的岗

位上工作，有的当卡车司机，有的开小店，

有的当工人……应该都是很多人眼里“不

成功”的人，但他们却能够记住过去，知道

感恩。

下辈子还当教师

人间最美是童颜，画小孩子谁看了都会喜欢；还在用心愿卡换铅笔？再不收藏陈老师的肖像画你就out了……最终——

她给全班每个孩子画了一幅肖像
□本报通讯员 钱 峰 文/摄

“必须得夸夸和和的班主

任，颜值高、素养高、水平更高，

（她的画）简直神还原……”“太

像了，可吟看了真开心，这么热

的天还给我们画画。多谢！多

谢……”这些是绍兴市塔山中心

小学家长的微信留言。近日，该

校的一位教师陈克拉完成了全

班45位学生的肖像画，在新学

期全部送到学生手中。

“加油哦，新学期里好好努

力。”她在班级QQ群里留言。

颜值高、爱画画的班主任，
还是语文教师

“陈老师，你为什么不是美

术老师呢？”多少次，学生们问

陈克拉。她都笑着解释，画画纯

属自己的业余爱好，她希望用画

画的形式与学生交流，一起来分

享快乐。

陈克拉担任一（2）班的班

主任兼学校语文教师，教龄已

有 12 年，是两个女孩（一个 6

岁、一个9岁）的妈妈。由于颜

值高，态度可亲，深受学生和家

长的喜欢。

“当我们把她画的画传给

其他人看时，谁都以为她是一

位美术教师。她不仅画画出

色，语文课上得好，班主任工作

尤其好，她对学生有一种充满

欢喜的爱。”校长方明江这样评

价陈克拉。

当其他人都在享受假期时，

陈克拉却窝在家里专心画画，有

时还挑灯夜战。她的行为让一

些家长感动，而她却说这是她喜

欢做的事，特别享受。

这种享受来自对天真无邪

的学生的观察，来自画完学生素

描后的心理满足，还有看着学生

和家长将画作“视为珍宝”的快

乐。“哇！我还以为这画是手机

彩色转黑白的功能变出来的。”

“把这些孩子画得真传神哪。我

也好想画一幅，去装裱起来挂墙

上。”每到当听到这些评价时，

她总是感到满心欢喜。

人间最美是童颜，画画从两
个女儿的生活开始

陈克拉从小就喜欢画卡通

人物画，每每看到喜欢的角色就

会情不自禁地去对照描摹。画

画能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

4年前，出于对两个天真烂漫的

女儿的喜爱，她开始尝试着用水

笔，对着她们俩的生活照，津津

有味地画起了人物素描。

虽然当时画得很一般，人物

有点变形，线条生硬，明暗死

板，甚至被朋友调侃为“丧尸小

样”，可女儿们看了仍旧喜欢得

不得了。

“看她们欢喜地看着笑着，

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何不给我

的学生们画像呢。”于是她在家

长或学生的QQ空间里，翻看他

们公开的生活照片，回忆比对着

他们在自己记忆里的模样，寻找

打动自己的形象……

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转学

生小轩，小帅哥一枚，品学兼

优，虽是单亲之家，但她妈妈生

性豁达，孩子也被她照顾得好，

一张母子在坐火车时的自拍合

照深深吸引了陈克拉。“那是我

第一次尝试为学生画画，在素描

本里用红色水笔画的，画得比较

随意，觉得挺有意思。小轩妈妈

看到了，欣喜地说要裱起来挂墙

上。那时的水平当然是拿不上

台面的，我都不好意思把原画拿

出去呢。”她笑着说。

5张心愿卡换一张肖像画，
没想到“生意”做大了

真正让陈克拉将画画当成

一桩“正经事”的，是去年秋天，

她刚接手这批一年级的新生时

产生的想法。适逢学校实施

“心愿卡”奖励办法：学生在生

活和学习各方面表现有进步，

都能获得心愿卡，集齐多张心

愿卡后，可兑换一个“心愿”，如

得到一张明信片、与校长进行一

次交流等。

陈克拉在学校所列“心愿

项目”之外，再加上一条：5 张

心愿卡可换取陈老师给你画一

幅肖像。

陈克拉许下这个诺言后，心

里忐忑不安。要知道心愿卡、奖

券这类东西，在学生们眼里可都

是无上的宝贝。肖像会画成什

么样啊？值不值 5 张心愿卡

呢？会不会把人画得很丑？

最终，陈克拉的画技获得了

学生的信任。开学不久，第一个

来画像的学生是小石，她通过刻

苦锻炼体育项目、报名参加志愿

者活动、积极参与学校各级各类

比赛，很快就获得了 5 张心愿

卡。“这是学生的第一张肖像

画，因此我画得格外认真，仔细

看了她的很多生活照，最后小心

翼翼地画了一个晚上。”回忆起

来，陈克拉直呼“压力山大”。

画得比旅游景点的画像师
傅好，因为这画里有温度

第二个来画的是小男生晨

晨，他用看课外书等方式努力

换来心愿卡。“这张画完成得并

不好，但当我把画像展示出来

后，还是引起了学生和家长朋

友们的兴趣。”陈克拉说。

随后，又有了第三个、第

四个兑换者，当学生们满心欢

喜地拿到自己的肖像画后，其

他学生的兴致被鼓动起来了，

陈克拉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半年多下来，已经出手 34幅肖

像画。

一路画下来，陈克拉自觉画

技有了些许进步，人物画得更传

神了。有朋友评价说：“我看你

这画可比旅游景点的画像师傅

还好，因为你的画有温度。”陈

克拉比较认同：“可不是嘛，我

可是怀着满满的爱心来描画我

的学生啊。”

她有时一画就是两三个小

时，画到兴头上，半夜挑灯也要

将画完成。画得好了，跟脑海中

的可爱模样匹配，会满心欢喜，

听到欣赏的话，心里滋味比吃了

蜜糖还甜。“妈妈，你老是这样

画画不厌烦吗？”两个女儿经常

问她。

陈克拉回答她们：“不会啊，

因为妈妈在画世上最美的东西

哦。”在她的眼中，人间最美是

童颜，学生们纯真的笑颜可在画

中常驻。

□天台县坦头中学
卢鹤龄

暑假的一天下午，我

从天台清溪桥头渔具店

买了鱼饵刚回到家，突然

接到学校同事何老师的

一个电话，说她几年前毕

业的一位学生在路上捡

到一只钱包，包里现金虽

已不见，但里面的身份

证、社保卡、农行卡等证

卡都还在。

她居然说：这是我的

钱包。

我一摸，毫无疑问

口袋早已瘪了，弄不清

什么时候丢的钱包。这

位学生从身份证上认出

我是他母校的教师，马

上电话联系了何老师，

让她找我。

“真的非常谢谢你的

这位学生，也非常谢谢你

这位班主任。这些证件

和卡要是丢了，补办起来

就太麻烦了。”我一个劲地道谢，并赶紧

联系何老师的这位学生。这位学生确

认我是失主后，说马上把钱包送来。

“太感谢了。你工作忙，我马上自

己来拿。”约好会面地点后，我立即骑车

赶到清溪加油站，原来不是一位而是两

位穿着修车工作服的小伙子等在那里，

其中一位面熟得很，就是几年前从我校

毕业的学生。

“物归原主我们就放心了。”两位小

伙子认真核对后，把钱包还给了我。

我要他们留下姓名表示感谢时，他

们显得很腼腆，忙说这是应该做的。他

们回忆，曾多次看到我在校门口出黑板

报，写学生拾金不昧的表扬稿，而且在

报纸上看到过几次我捡到证件和大额

现金想办法还给失主的事迹。他们遇

到这种情况时也要做拾金不昧者。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们从

职技校毕业后，分别在新建的繁荣和比

亚特汽车修理厂工作。他们刚才骑车

探路，去栖霞桥下寻找钓鱼地点，却在

路上发现了我丢的钱包。

说到这里，我感到做教师真有价

值。这位学生我虽没直接教过课，毕业

几年了竟还认得我，而且也记着初中班

主任的手机号码，更难得的是他成了拾

金不昧的接力者。要不是他们，我不可

能这么快取回钱包，真该谢谢他们。

说来也巧，几天后的傍晚，我也去

栖霞桥下钓鱼，钓到了一条5斤左右的

大鲤鱼。我高兴极了，够他们哥俩尝尝

鲜的。我和钓友们说起了这段故事，钓

友们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我把鱼养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等

他们一上班，马上骑车把鱼送到了比亚

特修车厂。他们的工友也羡慕地聚过

来看。我已从何老师那里打听到这位

学生名叫徐相杰，他的那位朋友是白鹤

中学毕业的褚志华。

最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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