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万建刚余维新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特别关注 现代金报 A08ducationEE

王宝中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教鞭，20
多年后，女儿王巧又受他的影响走上了
讲台。家庭氛围中浓浓的教书育人情
怀，就这样在一家三代人中传承！

王巧是百年名校海曙中心小学的
英语教师，她笑着说：“当初选择考师范
学校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爷爷和爸爸都
是老师，我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一直
觉得做老师是一份很崇高的职业，所以
中考面临普通高中和师范学校招生的
选择时，爸爸鼓励我考师范学校，我毫
不犹豫就答应了。”她在校期间品学兼
优，担任了学生会干部，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大学毕业走上讲台后，父女俩常常
在家讨论关于教育的种种现象。特别是
王巧刚到海小任教的第一年，兼任英语
老师和班主任，压力不小，常向校长爸
爸请教如何带好一个班级，如何更好地
和学生家长交流等。“爸爸是过来人，他
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正如王宝中感
恩父亲对自己的人生做铺垫一样，王巧
也很感恩父亲对她的指引。

退休后的王宝中帮女儿带小孩，他
笑称“这也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女儿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
在含饴弄孙之余，王宝中还不忘教师本
色，常跟女儿念叨教书育人是良心活，
不能偷懒，不得马虎，“我以前做校长
时，就是这样要求年轻教师的”。他还常
常提醒女儿趁着年轻要多努力，主动作
为、有所作为。有这样的老爸，王巧想偷
懒也不可能，在工作之余不停地自我充
电，取得了在职研究生硕士学位，多次
被评为校级、区级教科研先进个人。

如今王巧从教已有15年，也已为人
妻为人母，谈到家中三代教师的异同
时，她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们国
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事业也
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但从爷爷、爸爸
到我，三代人对教育兢兢业业的热爱之
心始终没变。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相
比爷爷和爸爸，我现在做教师的幸福感
更强；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设施，
现在更好、更富裕了，但现在有种种教
学新现象、新理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
面对、去思考、去处理，所以我在工作中
也不断地学习与研究。”

岁月如歌 三代教书匠初心不改

“一晃40年过去了，岁月如歌！感恩我的父亲，扶我走
上从教路，现虽已退休，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情怀
我心永恒……”在第37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海曙区退
休教师王宝中写了一篇感慨万千的“美篇”在微信里分
享。记者近日叩开了他的家门，听他讲述一家三代教书育
人的动人篇章。

王宝中接过父亲手中的教鞭时，正好20
岁。“那是1980年，有一首歌很流行，叫《年
轻的朋友来相会》，我是听着这催人奋进的
歌声走上讲台的。正如歌中所唱，那时的我
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王宝中感慨地说，岁
月如歌、初心依旧。

王宝中初执教地是在鄞县凤岙乡一个
叫“半山小学”的偏远山区学校，现在那儿是
横街镇风景秀美的“浙东大竹海”，半山小学
也已经没有了，“山区学校离家远，每天早出
晚归，当时一个班级的所有学科都由我教，
即‘包班’，就是全科教师，只有周日放假，一
周六天除了一节空课，其他每节课都要教。”
王宝中回忆道。

年轻的王宝中不怕吃苦，工作勤奋。之
后几年，他又被调往上阵小学、溪下小学、凤
岙小学等校任教，渐渐脱颖而出。“凤岙小学
是一所农村完小，在那里，我既是体育老师，
又担任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和后勤总务工
作。”因体育教学业绩突出，不久他又被调往
当时的望春区中心学校担任专职体育教师。

努力工作之余，王宝中不忘学习、提高
自己，先后在鄞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等校进修，考取了中师文凭和大专
文凭。“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学习主要利用暑
假和星期天，一有机会就去学！”

在不断的努力工作和学习中，王宝中后
来担任了高桥镇望春小学的校长，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之后又任职于海曙区高桥镇教育
研究辅导室（高桥镇中心小学），评上了“高
级教师”职称，曾任党支部副书记，分管党建
工作、干训师训工作、学前教育工作、体艺工
作、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教育宣传工作、教
科研工作、义务教育工作等。去年2月，他从
高桥镇教辅室光荣退休。

从教40年，先后辗转7所学校，王宝中
除了珍藏着自己的教师证、小学校长岗位培
训班结业证书、和学生的毕业合影等珍贵资
料外，还有一张“浙江省学校体育工作先进
个人”荣誉证书，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
的最好奖励和肯定，让他分外珍惜！

早在王宝中1960年出生之前，父亲王志
明就是一名人民教师了，他不知道父亲是怎
么走上从教之路的，只知道父亲1950年参加
教育工作，1980年12月病退，从事教育工作
30年。

据介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志
明被聘任为建国后首批县级人民教师，那时
他才25岁，任教的第一所学校在当时离家六
七十公里的鄞县章水区童家村，1951年转正
为公立教师。之后的30年里，他翻山越岭，分
别任教于鄞县凤岙公社盛家村、溪下村、峧山
村、半山村、洞山村、上阵村、梅梁桥村等山区
学校，这些山区学校条件简陋，他常常集学校
负责人、教导主任、班主任、教师于一身。

“父亲后来定居于盛家村，成了当时特殊
的‘队供应户’。他任教的学校离家很远，近的
十多公里，远的六七十公里，所以他平时住在
学校，家里大小家务、养儿育女均由我母亲一
手操持。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小时候最盼星期
六，因为周六爸爸会回家来。”王宝中说，回想
起来有些心酸，“那时解放不久，山区学校大
多是在寺庙或祠堂里，一间教室两个年级，即
复式班，都由父亲教学，收入也不高，没多少
工资，吃饭就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一家家轮着
吃。和如今的生活水平、教师地位相比，那真
是天壤之别啊。”

长年的山区艰苦生活导致父亲身体不
好，满30年教龄后他就病退了，按照当时的相
关政策，王宝中接过了父亲的教鞭。“2009年
12月父亲病逝。他一生都在山区里兢兢业业
地教书育人，横街、章水等地的很多乡镇干
部、村干部、会计，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是我
爸的学生，堪称桃李遍四方。”王宝中回忆说，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也像学生一样，教育我
们好好学习，要多看书，常常说‘做人要做出
一个样子来’！”

王宝中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在病中
还常问他教学工作做得怎么样？还好吗？

“父亲希望我青出于蓝胜于蓝，希望儿子能
超过他。我总是说‘您放心，我不会给你丢
脸的’！”

他接过父亲的教鞭，又引导女儿走上讲台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从教40年，辗转7所学校
他珍藏着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父亲一生在大山里教书
希望接过教鞭的儿子能胜过他

女儿受他影响走上讲台
“现在做教师的幸福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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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其父 王志明 从教30年，已故
其女 王 巧 从教15年

现为海曙中心小学教师

王宝中
从教40年，退休教师

王宝中和学校师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