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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戍华放弃优
越的生活，赴湖北大
山深处支教……扫
描二维码，观看相关
视频。

“同学们，我们上课了！”随
着老师石戍华的一声提示，孩子
们坐好，齐声背诵数学公式。

这是湖北省十堰市房县白
鹤镇解湾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传
出来的读书声。学生是当地的学
生，而老师是“从北京来的盐山
的石老师”！

每每看到学生们认真学习
的样子，石戍华的心里都很激
动。

46岁的石戍华，盐山人，中
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她一
直在北京打拼。2020年 8月，她
只身来到这个深山小学开启了
她的支教生涯。

走上支教之路

石戍华老家在盐山，研究生
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打拼。

能成为支教老师，石戍华
说，也是机缘巧合。

2020 年初，由于父母身体
不好，她辞去了北京某培训机构
的工作，在北京的家里照顾父
母。父母身体渐渐好转，她打算
找份工作。

去年 7月份，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山区
教育的报道，了解到一些山区缺
少教师。

她动心了：人生当有奉献，
趁自己年富力强，到山区去支
教！

“虽然不知道山区小学究竟
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下定决心
去。”石戍华得到家人的支持后，
开始为支教做准备。

她上网查询了一下支教信
息，报名去支教，并顺利通过面
试。

去年8月30日，她到了湖北
省十堰市房县教育局，接受培训
之后，跟着支教的其他队员一起
来到了白鹤镇解湾小学。

石戍华说，她是第一次到山
区支教，也从未去过十堰市房
县，对那儿了解的也不多。

“房县 90%是山区，应是山
高林密，出行不便。”石戍华去之
前 为 房 县 打 上 了 落 后 的“ 标
签”。

到了房县，石戍华才知道
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里
有宽阔笔直的公路，路两边是
二三层的小楼，村民集中居住
在楼上。

当地人告诉石戍华，这是近
几年国家精准扶贫的结果。解湾
村有五栋居民楼，集中安置了
50 多户大山深处的居民，已经
通水通电通网络。

让孩子不再沉默

石戍华支教的解湾小学并
不大，6 个年级一共 80 多个学
生，10多个在编老师。

6个年级平均每个班 10多
个孩子，一天 7节课。老师们基
本是一周有 20节课，再加上备
课和批作业的时间，压力很大。

石戍华教四年级数学和五

年级科学。
由于疫情的影响，上半年学

生们基本在家上网课，这也导致
学生们学习效果参差不齐。9月
份一开学，学生就出现了成绩两
极分化的现象。

石戍华了解到每个学生的
学习情况后，因人施教。

一两节课下来，石戍华注意
到班上一个叫宋航的孩子，有些
与众不同。这个孩子沉默寡言，
很少和别人交流，学习成绩不
好。

石戍华周日到他家走访，了
解到宋航的妈妈是智力有些障
碍的聋哑人，宋航的父亲长年
累月在外打工，宋航和正在上
六年级的姐姐跟着外公外婆一
起住。

了解到宋航的家庭情况后，
石戍华更加关注这个孩子。每次
讲课，她有意叫宋航回答问题，
课堂活动也让宋航参与。再次考
试时，宋航的成绩竟然考了全班
第一名。

宋航用成绩渐渐打破了“沉
默”，学生间的一些小活动，他也
慢慢参与进去，他还成了下棋

“高手”。
一次，学生们进行象棋比

赛，大家推荐宋航参赛，宋航不
负众望，竟然获得了冠军。

看到孩子的变化，石戍华笑
了。

山村的孩子家住的离学校
远，近的要走十几分钟，远的要
走上近一个小时，有的住在大山
深处。为了孩子的安全，也为了
走进学生的生活，石戍华会送孩
子们回家。有一次，石戍华将一
个孩子送到家，在她往回走时，
孩子却一路跑着追过来。看着孩
子去而复返的样子，石戍华刚想
数落他，这时，孩子却把一瓶水
塞给她，一溜烟地跑了。

把爱献给山里孩子

石戍华说，班里的孩子就是

她的花儿，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
色彩。

石戍华到解湾小学不久，就
认识了三年级学生宋玉。宋玉的
家庭也很不幸，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留下宋玉和妹妹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

生活困窘，兄妹俩的衣服都
是村民送的，妹妹的头发都是学
校老师帮着剪。

宋玉的爷爷奶奶年近 70
岁，不识字，身体也不好，只能照
顾孩子的起居，在学习上帮不了
两个孩子。

宋玉聪明上进，学习成绩一
直在班里是前三名，他妹妹在二
年级，学习不太好。

了解到两个孩子的情况后，
石戍华在生活上、学习上都很关
照他们，宋玉与她也越来越亲近
了。

很多朋友知道石戍华到山
区支教了，纷纷打电话、微信留

言，询问她需要什么帮助。
她把自己关注的这几个孩

子和山区教育的现状告诉了朋
友。

很快，有朋友给石戍华寄去
了一些开发智力的玩具、书籍和
学习用品，让石戍华送给需要的
孩子。

石戍华知道，宋航家生活不
富裕，买不起玩具。她就把象棋
和跳棋等一些开发智力的玩具
送给了宋航。

石戍华把朋友邮寄过来的
其他玩具、书籍和学习用品也分
发给了孩子们，看到孩子们脸上
的笑容，石戍华心里暖暖的。

一次，她在和其他老师交流
时得知，二年级电教用的电脑坏
了，她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

偶然的一次聊天，她知道一
位朋友正好有一台替换下来的
手提电脑。她把学校的情况一
说，朋友二话没说就把电脑寄了

过来。
看到孩子们又能上电教课

了，石戍华由衷地感激朋友的帮
助。朋友却说，有需要你就说，能
帮的一定会帮。

付出爱收获爱

支教几个月来，石戍华心中
装满了感动，这份感动来自朋
友，更来自山区人民的淳朴和善
良。

石戍华说，自己来到房县解
湾小学后，学校领导对她很照
顾。学校不能洗澡，校领导就安
排石戍华到当地村民家里洗澡。

同去支教的一位老师是房
县本地人，她怕石戍华不适应当
地冬天的阴冷，一次次叫石戍华
到自家住。

每逢周末，这位老师怕石戍
华寂寞无聊，还带她去逛街。

最让石戍华感动的是，村民
常常叫她到家里去吃饭，不去就

“硬拽”。
有一次，石戍华到一位名叫

袁伟的学生家去家访。
袁伟的爸爸妈妈在外地打

工，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解
完学生的情况后，已是午饭时
间，石戍华起身要走，袁伟的奶
奶却说什么也要留她在家吃饭。

杀鸡、炒菜，一会儿，丰盛的
饭菜就准备好了。

石戍华刚坐好，袁伟的奶奶
就为石戍华夹鸡肉，袁伟为石戍
华夹菜，袁伟的爷爷一个劲地
说：“多吃，多吃。”

她付出爱，也收获了学生的
喜爱。

每次上课，她刚上楼，就有
学生等在拐角处帮她抱作业本
了；还没上课，孩子们就争相
将黑板擦干净了……这些令石
戍华很感动。

每天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就
跑向她，向她问好，他们还露出
了甜甜的笑。

“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石戍华说，这会支持着她
在支教的路上走下去。

（本版照片由石戍华提供）

盐山的石戍华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但她去年8月却放弃了优越的生活，
赴湖北大山深处支教——

把爱留给深山里的孩子
本报记者 邓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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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才学校2021年艺考生文化课冲刺报名中
博才历经16年发展，陆续研发了一系列适合艺考生文化课学习的整套完整的教学规化，师资力

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考点把握准确。小班授课，封闭管理，名额有限。现已开课，欢迎实地考察，
可先试听后入学。联系电话：13011983495（微信同号） 地址：沧州市新华桥沧州电大对过五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