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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离下午的课还有半个小时，朱绍邦放

弃了午休，在电脑上调整课件。离上课还

有5分钟时，他拔出U盘，朝教室走去。

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在中间靠

前的位置上坐成了一个小方块。选修化

学的人不多，全年级总共只有二十几人。

上课铃响的时候，几位教师进了教

室，坐在了后墙椅子上，他们是化学组

成员。

朱绍邦去年任金华市第六中学副校

长，这个学期开始分管教学工作，兼授化

学。这堂课是他为高三学生上的一堂复

习课，同时也是面对组内的一堂教研课。

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教

育世家名单，浙江省4个教育世家入选，

金华朱氏家族榜上有名。

作为一所普通高中的一名80后教

师，朱绍邦是普通且谦逊的；而作为全国

级荣誉的申报人，朱绍邦又显得特别自

信，“这次能参选靠的不是我个人，而是

祖上的荫庇和荣耀”。

创办乡学的高曾两代

朱绍邦小时候常在村里的一座大宅

院里玩，成年以后才知道，这座高大气派

的徽式建筑曾经是他们朱家的祖产，才

开始对祖辈的故事有了一些了解。

朱家世居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下宅

村，在清朝同光年间家业颇丰，经营酒

坊、药铺、百货，广有良田。

朱绍邦的高祖父朱祚祥，字廷燮，年

少好学，熟读经书，考上了秀才。但乡试

屡试不中，便无意仕进，转而积极办学，

为村中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借着修缮族

中公共活动场所——朱氏祠堂，朱祚祥

在祠堂设立了私塾，并亲执教鞭。

据村里长辈们回忆，作为朱家的族

长，朱祚祥为人厚道，乐善好施，逢年过

节外出收租，不但经常空手而归，甚至把

随身带的盘缠也接济给贫困户。

朱汝恒是朱祚祥之子，毕业于浙江

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杭州师范大学

前身），毕业后无意继承祖产，在岭下朱

镇任教，兼任朱氏祠堂的塾师。

他后来任积道乡乡长，支援红军，宣

传抗日，兼任岭下朱松溪学校（岭下镇中

心学校前身）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积蓄，

在下金山村办了一所学校。

在那烽火连天的年月，朱汝恒不仅

为许多家庭送去知识，更是改变了一方

民风。

承前启后的英才祖父

朱汝恒喜欢行走四海，见多识广，生

了7个孩子，并供他们上学，读书明理。

朱汝恒三子朱德涵，是朱绍邦的祖

父，自幼在朱氏祠堂学习，聪慧过人，后就

读于省立第七中学（金华第一中学前身）。

抗战爆发时，朱德涵随学校迁往山

区，背着铺盖卷往来于武义、永康、缙云

等地求学。

中学毕业后，朱德涵考入国立英士大

学（1928年创办，1950年裁撤，部分科系

并入复旦大学，其余大部分转入浙江大

学），成了金华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1949年，朱德涵参加革命，加入土

改工作队。1952年，经政府安排，他如愿

投入教育战线，辗转澧浦、安地、雅畈等

地的多所中小学任教。

在安地镇任教期间，工作十分繁重，

朱德涵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给教师辅

导，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教育事业，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当时由于国家底子薄，尤其三年困

难时期，教师每月只得一担萝卜作为薪

资。尽管如此，朱德涵把名利看得很

淡。有一次调整工资，他不肯填写增资

表，说自己的工资已经不低了，硬是把增

资名额让给了别人。

“祖父是一个自己工资发了100元，

请客能请120元的人。他平日生活过得

十分节俭，饿肚子也

是常有的事，但乐于

助人，热情待客，村

里红白喜事等大小

事 情 都 是 他 在 张

罗。”朱绍邦对祖父

印象很深，并牢牢记

得他的忌日。

那年，他还在念

高一，全村的乡亲都

来哀悼，送行队列绵

延数公里。

安贫乐教的父母双亲
这节是高三复

习课《氮及其化合

物》，朱绍邦从氮气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等最基础的知识开

始回顾，旁及这些知

识在社会生活中的

运用；再从氨气的实

验室制备和工业合

成，讲到硝酸、银氨

溶液等化合物的反

应式，黑板上的公式

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学生（尤其是后面

两排）的反应也越来越慢……

课后化学组花几分钟开了个分析

会，朱绍邦说，定量计算的部分还没有

讲，怕学生消化不了。

高中学生对化学普遍有畏难情绪，

因此本届选化学的学生少得可怜，这让

化学教师朱绍邦感到挺遗憾的。

他认为，一门学科要想在高中取得

较好的成绩，多半得在小学阶段就培养

兴趣。比如学好化学，他自己就是个很

好的例子。

朱绍邦的母亲朱淑涧退休前是一名

初中化学教师，这使朱绍邦从小就对科

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在上小学三

年级的时候，他就代表学校参加科学知

识竞赛。

朱绍邦的父亲朱明，是朱德涵的长

子，与父祖一样勤奋好学，可惜时运不

济，没有赶上读书的好年头。

20多岁时，仅持有初中毕业文凭的

朱明被推荐到澧浦片区任教。他全身心

投入教学，走在学生前面，反复钻研教

材，取得了突出的教学成绩，最后从金华

市金东区教育体育局退休。

朱绍邦有双亲和祖父两辈人衣钵亲

授，言传身教，尤其是母亲朱淑涧在学习

和工作上的培养、关心和影响，使他从事

教育的志向更坚定。

第五代接过接力棒

教书育人的家族传承和对化学的强

烈兴趣，朱绍邦上大学时填报了化学教育

专业。毕业后，原本已落实在杭州建兰中

学任教，但他毅然决定回家乡教高中。

“高中是一个学生走向成人、走向社

会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

教师能让学生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

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对整个社会是

很有益的。”朱绍邦说。

2005年，朱绍邦进入金华市孝顺

高级中学任教，2013年调到金华市第

六中学。今年是他教师生涯的第16个

年头。

16年来，他体会到高中教育的艰

辛：“初中和小学以育人为主，知识传授

上要相对轻松一点。高中化学看一眼

就能讲的题，基本上没有，上一堂课非

常费脑子。”

聊到了当前最热的“双减”话题，朱

绍邦想借机替高中教师发个声：“高中

（尤其是寄宿制学校）教师早上6点到校、

晚上10点离校太正常了，我们哪天不是

看着学生起床，看着学生入睡的？”

2016年至2017年，朱绍邦有在磐安

中学支教一年半的经历，感觉到磐安山

区的师生更加勤教苦学。“很多教师家就

在学校边上也不回，吃住都在学校，真是

以校为家。”朱绍邦希望能把他们的精气

神带到自己的学校。

前一阵，朱绍邦还去了温州中学观

摩学习，看到该校用数字赋能教学，找出

学生学科上的薄弱点，很受启发，决心回

来后尝试借鉴实施。

2019学年，朱绍邦所带的班级学生

全部上了二本线，在这所普通高中是个

了不起的成就。从2021学年开始，朱绍

邦领导的是整个高三年级，他说：“高中

教育是个良心活，教师需要静下心来，需

要坐冷板凳，把高中教育搞好了，带给学

生和家长的是实实在在的福祉。”

他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目标：培养一

名学生通过选修化学进入国家重点高校。

朱绍邦坦诚地说：“要求不高，只要

有一名学生就行。这在一类重点高中的

教师看来，一定不值一提，也许他们一个

选修班全员都能达到。但对我来说，这

是从教以来的一个梦想。”

□童淑芳

想做一名优秀教师，绝非上好课那

么简单，这是我从教十余年来最切身的

感受。常言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树叶，自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

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活

环境、个人爱好、性格脾气……这些因

素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成长。作为班主

任，要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帮助

他们健康成长。

小叶是我曾经带过的学生，豆蔻年

华，却没有同年龄女孩的活泼与开朗，

脸上露出少有的老成。初一时，她成绩

非常优秀，但到了初二却退步明显。作

为班主任的我自然心急如焚，但没有贸

然去找她谈话，而是从侧面入手，找出

根本原因。原来，小叶来自山区，家庭

人口多，还有两个姐姐，父母为了供她

们上学，常年在外打工。小叶是个懂事

的孩子，看到父母奔波劳碌，心理压力

很大，经常想辍学打工，改善家庭条

件。我又和她的舍友沟通交流，打探到

小叶有绘画天赋，经常给同学画漫画，

每画一本童话本，收两元钱。

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我有针

对性地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是面对

小叶急于赚钱帮助家庭的实际，我们约

法三章：只要在期末考试中数学和科学

两科考到 85 分以上，就奖励她 200 元。

我对她说：“以你的基础，赚我的钱可比

画漫画容易多了。”谈妥条件后，小叶的

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来了。期末考试，

她达到了要求，根据协议，我奖励了

她。我又承诺：上了高中后，我们还可

以再制订协议，只要期末考试成绩达到

协议的标准，我都可以给她发奖励。其

次，针对小叶内心较为敏感，我就尽全

力补偿她缺失的关爱。她失眠，学习没

精神。我买纯牛奶放到她的宿舍，告诉

她每天晚上喝一盒，有助于睡眠。平时

家里做菜，我也会给她带过去，让她感

受到家的温暖。我还陪她一起看《重返

20岁》的电影，让她理解父母的不易，只

有奋发学习，才能改善今后的生活。

靠着坚持和坚守，小叶的思想及学

习状态有了根本的改观。2017 年，她

考上了衢州第三中学，并获得了国家

助学金。再后来，她顺利地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选择了一个和绘画有关的

专业。她说，把爱好和专业结合起来，

做自己爱做的事，是一种幸福。大一

暑假她来看我，送了我一个杯子，上面

有位她亲手拓上去的短发卡通女教

师，手拿教鞭，配文“余生很长”。是

啊，相处很短，余生很长，师生情谊地

久天长。

班主任都怕遇到顽劣的学生。小

俊是一个高高帅帅、清清爽爽的男生，

初次见面我对他印象较好。入学一阵

子后，他的一些不良癖好逐渐暴露出

来，上课不听讲，作业不交，因为鸡毛

蒜皮的事和同学打架。面对这样的学

生，作为班主任我真的很头疼，却没有

逃避的理由，不抛弃、不放弃一直是我

坚守的信条。为了了解他的内心想

法，我经常找他谈话，但收效甚微。于

是我转从家庭入手，了解到他父母在

他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异了，爸爸忙于

生计，很少陪伴他，更不用说管教了。

爸爸再婚后，后妈试着去改变他，但是

他不能体谅后妈的苦心，和后妈关系

紧张。

有一天，我发现小俊在体育课上手

拿篮球，脸上绽放出别样的光芒。这熠

熠发光的形象与我脑海中的身影重叠，

一个美国黑人男孩，处在社会最底层，

从小寄人篱下，靠着不屈不挠的韧劲成

为篮球巨星。于是，我马上买了勒布

朗·詹姆斯的自传——《我的兄弟，我的

篮球》，在一节班队课上，以体育教师表

扬小俊打球很有天赋为理由送给了他，

祝愿他长大后也能成为篮球明星。周

末，小俊后妈给我打电话，说他回家很

开心，竟然破天荒地在饭桌上吃饭了，

还把书拿出来显摆。要知道以前他都

是把饭菜拿到电脑桌上，一边吃饭一边

打游戏。

后来，我专门找体育教师沟通，让

小俊加入了校篮球队，希望他发挥好

篮球特长，走体育特招的路子。在篮

球队里，他的篮球技艺得到发挥，阳光

自信每天挂在脸上，可文化课成绩成

为升学的拦路虎。此时，我又找到小

俊，告诉他：“特招也是要文化课分数

的，如果专业上了，文化课分数上不

了，实在是太遗憾了。”以这种形式鼓

励，小俊明确了拼搏目标，总算静下心

来认真学习了。任课教师纷纷反映：

感觉小俊像变了一个人。机会是给有

准备的人，最终他作为篮球特招生，被

衢州高级中学录取了。

从教生涯中的几件小事，现在回

忆起来，依旧让我难以忘怀。只有在

合适的土壤里每朵花才能盛开，学生

也是一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

些家庭背景困难，成长经历坎坷，教师

作为学生成长进步的引路人，要深入

地去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针对他们

的特长、性格特点开展特色教学疏导，

才能够静待花开。

（作者系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级中
学班主任)

【班主任】守护花期，静待花开

□韩 焱

成长在校园里的我，自小就能

接触到很多报纸杂志。每每新刊到

手，我都会急不可待地翻开来看，

《红蕾》《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

就像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扇门，让

我沉浸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

后来，我在欧洲也曾待过一段

时光，每次出远门乘坐火车，都能

见到当地人手捧一本散发着墨香

的书籍，看得津津有味。那人与书

和谐宁静的画面实在太美，一直深

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究其实，自己算得上是喜欢读

书的那一类人了，从书中获益良

多，也正是一本本书将我送上三尺

讲台。身为教师，自是希望讲台下

的学生们能像自己那样，以书立

志，用书养心。要达成这个长远的

人生目标，尽管班主任的教育引导

和语文教师的训练强调是少不了

的，但我觉得重中之重需落在培养

一个人养成自觉阅读好书的习惯

这一点上。

我这里强调的有两点：一是

“阅读好书”，而不是“阅读书”；二

是要“自觉”地去阅读，而不是被人

逼迫着去读。

有些学生其实是喜欢阅读的，

但当你拿起他们所看之书时，却

发现是一些无需动脑的“快餐”文

学，甚至有一些血腥恐怖、尔虞我诈的内容，对人

生价值观和社会观产生不良影响的书。以前我

教过的一名学生，她就特别喜欢看玛丽苏甜文，

课上课下都忍不住阅读。有次她妈妈来校跟我

交流提及这点时，说起上初三那会儿，对女儿这

种不分轻重主次的“迷书”行为特别生气，就一不

做二不休地把女儿房里这类“闲书”搜罗出来全

部烧掉了。虽说做妈妈的在行为上偏激了些，但

不难看出，妈妈对女儿读这类没有营养的书感到

着急与愤然。

那么，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学生问我，我

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告诉他们，所谓好书，不一定

全指那些经岁月筛选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著，凡是语

言和思想兼美的书就是好书，它们可以有效解决你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你脚踏实地地摒弃浮躁心态

更加热爱生活；它们可以净化你的思想心灵，让你

看到这个世间的澄净美好；它们好比是一面镜子，

让你从别人的经历和思考中去反省去珍惜自己当

下的生活，去涵养和修炼自身内在的素质。

另外，教育的意义在于唤醒自觉的能力，借由

课堂上教师对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达到促使学生

去自觉阅读、自觉学习、自觉思考的目的。我觉得

言传身教很有必要，因此，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

我会跟学生分享自己看过的书及评价。比如，学

生们能从我这里知晓季羡林先生朴实文字间的博

爱慈悲，琦君作品中至善至真的温暖情怀，简媜散

文的清丽婉约与细腻深邃的情思，等等。

实践证明，我的这些举措引发了学生对阅读

的兴趣，有些学生课后主动来找我索取书单，这就

比我以教师的身份去要求他们阅读显得有效。后

来发展到有学生在遇到好书后也会主动推荐给

我，哪怕是他们已经毕业走出校园了。他们推荐

的一些书还真有我没看过的，内容确实也不错，甚

至还有学生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还记得跟我

换书看，由此可见，我要求他们保持长期阅读习惯

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成效。

更为重要的是，有温度的恰当文字还可以发

挥更大的作用。曾经，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求助

文章，是一位读者提及他表妹近段时间经历了一

些烦心事颇有些想不开，时时有轻生的念头。身

为班主任的我果断在当天晚自修前组织全班学生

用心给这位表妹写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又花了

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学生们和我写的这些文字修改

整理好发给了报社，第二天便登载了。根据后续

报道，我了解到那位读者把这些有温度的文字转

给了自己的表妹，表妹也没想到竟会有那么多陌

生人如此的善解人意，感觉到生活还是有希望有

亮色的，还是可以怀揣着勇气走下去的。之后，还

有热心读者对我们的这次行为撰文进行了评价和

肯定。当我把报上的这些文字拿给学生们看时，

他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发现原来文字还

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已经高于了它本身的价值。

我一直喜欢杨绛先生那句简洁而朴素的话

语：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读

一本好书，可以令你忘却世间烦恼；读一些好书，

可以让你睿智应对问题；读更多的好书，可以助你

实现人生梦想。

当下社会，是一个个性彰显的社会，尤其是部

分心性尚不成熟的青少年，常把一些上不了台面

的口头禅挂在嘴边，或是在网络上发布一些看不

懂的火星文，作为教师要引导学生读好书，因为好

书可以教会他做一个有修养的文明人，而其笔下

的文字也多是妥当而讲究的，否则便失却了一个

读书人应秉持的风范。

因此，我倡议青少年要将阅读好书根植于心，

并让书中的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真正地将文

字之美思想之美体现于生活的细节之中。好好读

书，读读好书，这本身就是对生活应有的一种认真

的态度。

（作者系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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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朱氏家族五代从教故事道出的真谛——

教育是在一块地上静下心、扎下根的良心活

守护花期，静待花开

声音

朱绍邦在给学生授课

朱绍邦与祖父朱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