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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怀着对教师这份职业的崇敬与
热爱，带着满腔的热情，洛南县第二小学语文老师朱云芳
坚守教学一线 32年。

中等身材、话语温柔、优雅知性，是 52 岁的朱云芳
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32 年的坚守，让她先后获得陕西
省优秀班主任、商洛市教学能手、商洛市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洛南县师德标兵、洛南县教育质量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常怀爱心 春风化雨育幼苗

1991 年 7 月师范毕业后，朱云芳先后在巡检、石坡等
镇任教，无论是班级管理工作，还是教育教学工作，她都用
行动引领孩子，以爱的力量滋润孩子们的心田。

在朱云芳的教学生涯中，学生叶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9岁的叶帆是一个留守儿童，爸妈远在云南打工，她
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去年，爸爸妈妈一起回到家乡洛南谋
生，重新回到父母怀抱的叶帆还没享受够关爱，家庭又突
发变故，爸爸妈妈闹起了离婚。大年初一，妈妈去了广州，
爸爸去了西安，叶帆情绪非常低落，开始变得内向、不爱说
话，对表扬、批评也无所谓了，甚至一周逃学三次。细心的

朱云芳察觉到了叶帆的
变化，在了解情况后，主
动找叶帆谈心，还安慰
叶帆说，不经过她的同
意，爸妈是不会分开的，
会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朱云芳的关爱和无微不
至的照顾让叶帆打开了
心结，在她的引导下叶
帆重新变得活泼开朗起
来，也更加自信努力了。

朱云芳常说：“每天看着那一张张稚气的笑脸，就
感觉没有理由不把他们教好，看着他们一点点地成长，
就是一种无比的幸福。”三尺讲台，朱云芳用爱心与智
慧耕耘，把爱的种子撒进每个孩子的心田。她教过的
每一届学生中，几乎都有像叶帆那样的孩子，他们都享
受过朱云芳的爱，都从朱云芳那里学到了为人不可或
缺的赤诚之心。

常守初心 成人达己吐芬芳

师生共同设计教学案例，学生走上讲台，师生一起听
写，一起制作黑板报……多年来，朱云芳不断改进传统课
堂形式，构建开放、多元、有序的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的
主人，将师生放在同等位置进行知识和思想的碰撞，达成
师生共同成长的目的，由此形成了她独特的教学理念。她
的课堂教学强调“三动”（动口、动手、动脑）、突出“三论”

（讨论、争论、辩论）、强化“三允许”（允许标新立异、允许七
嘴八舌、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牢抓“六点”（兴趣点、关注
点、兴奋点、活跃点、沟通点、碰撞点）、培养“三创”（创造能
力、创新思维、创造意识），从而达成“三观”（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新课标指出“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相等”，朱云芳深
知在语文学习资源与学生的生活交融碰撞时，就一定能撞
击出有趣的、灵性的火花，所以，她在教学过程中时常注重
将课堂与生活相连接。在教学《海底世界》时，涉及到学习
海底动物的活动方式，朱云芳向学生们抛出一个问题：“同
学们见过海参吗？你们觉得它的活动速度是快还是慢？”
同学们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当提
到“海参靠肌肉收缩爬行，每小时只能前进 4 米”时，她又
问同学们：“4 米有多长，谁能说一说？”“老师，之前做核酸
检测时两个人之间间隔一米，5 个同学之间的距离就是海
参一个小时前进的距离。”

每当她抛出一个问题，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答。就
这样，她挖掘出课堂上与生活相关、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
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开展讨论，一点点打开学生的思维，激
发学生的信心，让他们准确用词，积累语言素材，使写作水
到渠成。

保持真心 静待繁花向阳开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朱云芳经常借助主题班会，让
学生得到思想和灵魂的洗礼。2022 年 4 月 16 日是星期
六，也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的日子，朱云芳提
醒学生在家观看现场直播。星期一，她主持了《我为祖国
点赞》主题班会，学生们在班会上畅所欲言：“老师，我也要
一颗星星。”“老师，王亚平阿姨给女儿的那颗星星是真的
吗？”“老师，总有一天我也要为你摘一颗星星。”朱云芳用
肯定的语气说：“老师明白！我送你们去摘星星！”通过这
次班会活动，父母离异的杨同学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上
课回答问题积极了，作业也能按时交了，大家都说他“一夜
之间长大了”。

在教学《鹿角和鹿腿》一课时，她启发学生愉快地听、
积极地想、大胆地说，让同学介绍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孩

子们纯洁的心灵被热烈的课堂气氛感动了，讲到高潮处，
一位学生脱口而出：“老师，人人都有长处，人人都有短处，
你也不例外吗？”“是的，老师也不例外。你说得非常正
确。”显然她也激动了。但她万万没想到，这个受到她表扬
的学生又将了她一军：“老师，你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
么？能说给我们听听吗？”这是朱云芳没想到的问题，但她
毕竟是从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笑着说：“老师和你们一
样，有长处也有短处。我的长处是爱学生，爱教学；短处是
性子太急，常常恨铁不能马上成钢，所以难免急躁。我愿
意与同学们一起发扬长处，克服短处。”她的话音一落，教
室里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凭着对学生的一片爱心和对工作的那份执着、真
诚、热爱，朱云芳赢得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赞誉，所带班
级连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她参与的市级教研课题

《规范汉字书写教学 全面打造汉字书写文化的策略研
究》已顺利结题，录像课《快乐的一天——过环保的“六
一”》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论文《开展主题班队
会工作的点滴体会》《安全教育的点滴体会》《班主任工
作的诀窍——爱》《新课改下的家长会》先后在省、市、县
获奖。她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也跟随妈妈的脚步成了
一名人民教师。

朱云芳相信：“一棵树一定能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一
定能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终能唤醒另一个灵魂。”她将
继续做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老师，坚守三尺讲台，送孩子
们去看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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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洛南县第二小学教师朱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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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时令已过立冬。周末的清晨，我
们穿过麻街岭隧道，跨过丹江沿河而下，向北拐
进野人沟。野人沟入口狭窄，里面山高谷深、怪
石嶙峋，满坡都是黄灿灿的花栎树。

当地村民俗称的野人沟，原来属肖塬乡，撤
并后变成了商州区麻街镇肖塬村。入沟二三
里，地势渐渐开阔，村庄依山而建，小桥流水，阡
陌纵横，鸡犬相闻，一派安宁景象。

我们冒着雨夹雪，走在主沟的水泥路上，路
边是一行核桃树，叶子已经落尽，耕地平坦，庄
稼收过，民居卧在坡根，多为砖混结构，还有一
栋漂亮气派的别墅。

据《陕西省商州市地名志》记载：“上张院

原名野人沟，又名野人峪。秦始皇焚
书坑儒，关中部分文人逃往商州，避居
此沟，当地人称外乡人为野人，故名野
人峪。晋永平年间，董景道知天下将大
乱，隐于此峪，弹琴赋诗以自娱，寿终于
此，遂改为仙人峪。后当地人仍以野人
沟名之。”

野人沟内地质破碎，从上游冲下来的碎石
将河床抬起来，一些道路被洪水冲断了，修复起
来难度不小。一路很少见人，异常的安静，只有
雪片打在地上发出的“沙沙”声。

经过薛家村，来到沟垴。此地名叫袁家院，
房屋比较集中，房前屋后有茂林修竹。遇见一
位村民，叫袁彦民，今年 60 多岁。他告诉我们，
袁家院有 30 多户人都姓袁，过去是从板桥袁河
搬过来的，在这里住了好几代了，现在多数年轻
人都出去打工了。他家种了四五亩地，还养了
两头牛、8只鸡。进入他家院子，右边有个牛圈，
一棵柿子树上挂满红柿子，房檐下挂满玉米棒
子，一派丰收的景象。

水泥路尽头，是袁茂春家的院子，门口
也挂着黄灿灿的玉米棒子。老人说，他们
两口子都 60 多岁了，养育 3 女 1 儿，女儿都
已出嫁，儿子在西安打工。他年轻时也经
常出去打工，现在年龄大了，就回到老家
种了四五亩地，养了 9 头肉牛，家里买了三
轮车，既能给牛拉草，又能当交通工具。这
里坡场大，春夏秋季把牛赶上山，冬季就用

秸秆喂养。

袁 茂春
说 ：“ 养 牛 很 辛 苦
呀，夏季不管天晴下雨，每天都
要上山两次，打下的粮食都给牛做饲料了。现
在种庄稼也不容易，野猪糟蹋得厉害，需要支
起棚子在地边照看着，不然一夜之间一年的辛
苦全完了。”

袁茂春还告诉我们，这里地势高，夏季凉爽，
冬季烧有热炕，吃菜大多是自己种的，没有任何污
染。现在政策好了，他和老伴每月都能领到养老
金，看病能报销，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只要人勤快、
肯吃苦，不管住在哪里，日子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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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记者沿着省道 313 出城向
西，行车半个小时便到达商州区杨峪河镇
北城子村。

沿路的山坡上树叶逐渐从绿泛黄，给
渐冷的冬天平添了一份暖意。过河入村，
远远地就能看到村庄深处有一片金黄的树
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就是记者此次前
来特意寻找的千年古银杏树了。

沿着入户路在村子里拐了几个弯后，
在一户村民的房后空地上，终于见到了这
棵千年的银杏树。

这棵银杏树需要 3 个成年人手拉手才
能环抱。此时，它已然披上一身“黄金衣”，
金黄色的银杏叶随风飘落，铺满了地面，层
层叠叠的，像一片片金色的鱼鳞在阳光下
耀眼夺目。许多市民驱车前来赏景，在纷
飞落叶中一览千年古树之美。

在银杏树旁的一处老宅里，记者遇到
了正在干农活的村民董军红。年近六旬的
董军红讲起屋后这棵银杏树感慨良多。

“据老人们讲，北城子村最初开始创建
时，村民唯独留下了这棵银杏树和村头的
老槐树。我记得小时候常听爷爷讲，我们
这里是先有树，后有村。”董军红说。

董军红小时候经常和附近的孩子一
起，在银杏树下玩，揽银杏叶，捡银杏果，但
是大人们都告诫孩子，不能攀爬乱折古树。

几年前，这棵银杏树在夏天遭到了雷
击，一枝树干被劈断，但仍然生机勃勃。村
民都很珍惜这棵千年古树，附近十里八乡

银杏树很罕见，还有朋友专门让董军红收集银杏叶和银杏果，给他们带
去。说起这棵银杏树，董军红滔滔不绝。

据北城子村党支部书记袁兴文介绍，2022年12月，商州区林业局用
铁栅栏将古树围起来，并在树下立古树名木管理制度牌。在古树的树干
上，挂有陕西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为古树制作的名片，名片上写明了银
杏树的树龄为1000年，并确定了一位村民为养护责任人，确保古树免遭
人为或牲畜破坏。正是在村民和林业部门的保护下，我们才能在今日欣
赏到千年银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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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不少农户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村里不少农户盖起了漂亮的楼房

今年今年 6767 岁的袁茂春老岁的袁茂春老
人看着秋收的玉米人看着秋收的玉米，，脸上露脸上露
出欣喜之情出欣喜之情。。

朱云芳教学生们观察描写树叶朱云芳教学生们观察描写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