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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師 為師何以 以何為師
張雅博

想把自己活成一束光，也許有人會藉著這一點微光走
出黑暗；想不斷堅定心中的信仰，讓那些感覺迷茫的青年
擁有選擇的力量；想成為優秀的教師，用生命影響生命的
成長。

何以為師——教育是最美好的遇見
曾經在高中班主任的一本書上看到這樣一句話：「教

師的第二個名字是奉獻」，那一刻，成為一名教師的願望
就像一個種子一樣在我心裡生了根、發了芽。

畢業後如願成為一名教師、一名思政課教師，也一直
用愛和溫暖書寫初心。李思是個典型高自尊、低自信的女
孩兒。不知道如何處理跟舍友的關係，試探的向我求助。
看到她有些渴求卻又害怕的矛盾的眼神，毅然放下工作和
她在操場聊了很久很久。慢慢的，無論遇到開心的或者難
過的事情，她總願意打開心扉。考上西工大研究生的她在
畢業的時候發來一條信息：「老師，我的19歲 20歲 21歲生
命裡都有你的陪伴，有愛的三個數字，我真的好幸運，遇
到溫柔、可愛、善良、漂亮、有魅力的你，我的上輩子一
定是拯救了銀河系……」

愛出者愛反。「老師，我簽工作了」，「老師我考
研上岸了」，「老師，我結婚領證了」「老師，我生寶寶
了」……學生有好消息總是第一時間與我分享，也正是因
為他們充滿愛的反饋讓我堅定了將教師這一工作當作畢生
事業的信念，也在實踐中慢慢體會到為師者的真諦。

為師何以——用真理的閃電叩擊學生的靈魂
當學生在課堂上戲謔的說：「思政課就是洗腦課，

我要保持思想獨立和自由，所以我有權利不聽課」；當
我的學生發微信說：「老師，我覺得學習馬克思主義沒什
麼用」；當有同學說：「我覺得自己生不逢時。如果生
在革命年代，我也可以是那個被歷史銘記的英雄」。當他
們問我：「保研還是成為青馬學員，您能給我一些建議
嗎？」……這個時候我明白做一個有愛的、願意幫助學生
的老師很容易，可是學生需要的卻不僅僅是這樣的老師。

伴隨著會聯網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處在人生的 「拔

苗孕穗」期，視野日益開闊,思維更為活躍,自我意識更為
鮮明，渴望發聲、渴望被認同、渴望實現更大的價值。同
時，不同價值觀念在此階段「內化」,他們需要思政課教師
引導將其 「昇華」形成帶有個人鮮明色彩的人生理想、人
格修養、倫理道德、審美情趣。

大學生需要「修己」，更要「安人」，因為作為青年
群體中的先進代表,他們是國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來。我
們的學生將成為推動世界、國家、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
而每個人的青春時期，總會遇到迷茫、力不從心等各種各
樣的問題。 

無論是學生個人成長需要，還是國家對青年人才的期
待，都決定思政課教師應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這一關鍵性使
命與職責：做學生精神世界的對話者，引導大學生將仰望
星空與腳踏實地銜接起來，引導他們成長為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擔大任的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踐行者。

何以為師——做課堂中的指揮者、生活裡的擺渡人
「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要引導學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必須做到「六要」，即政治強、
情懷深、思維新、視野廣、自律嚴、人格正。因為只有真
信才能真傳，才能在傳播中有動力、有理性、有感染力；
只有保持家國情懷，心裡裝著國家和民族，才能在在黨和
人民的偉大實踐中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汲取養分、豐富
思想，回答學生之問。

馬克思說：教育者本身一定是受教育者。為了能讓
理論透視現實、解釋現實、解決現實問題，讓學生看到理
論的生命力、感悟真理的力量，有計劃的跟著書本學、跟
著前輩學、跟著優秀的同事學、跟著學生學，努力成長為
「專家」和「雜家」，做學生課堂中的指揮者，生活裡的
擺渡人。

課程講授過程中，以問題鏈貫通理論體系、以案例群
呈現知識體系、以師生互動深化學習效果；以透徹的學理
分析回應學生,以徹底的思想理論說服學生,用真理的強大
力量引導學生，努力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活。不迴避學
生提出的尖一些尖銳甚至敏感的問題，經常與學生就他們
關心關注的話題進行深入探討，在抽絲剝繭、層層深入中
揭示問題的本質，從而達到溝通心靈、啟智潤心、激揚鬥
志的良好效果。

經常在結課後收到學生的信息：「老師，聽您的課我
有好多收穫。您沒有照本宣科，也不是單純理論灌輸，而
是能夠站在我們需要的角度去闡釋。」也有學生說：「老
師，喜歡您這種親和力很強的授課方式，希望能多聽您講
課。」 

曾經那個說思政課就是洗腦課的學生考取南京大學研
究生，在課程結束後說：「一開始我像一個憤青，是你一
步一步把我拉了回來。」那個說自己生不逢時的學生說：
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把飛機維修手冊全部改成中文的，要

制定中國民航維修的標準，做自己生命中的英雄；那個不
知道該保研還是成為青馬的女孩現在已經是南開在讀研究
生，同時就職于南開區街道。她說：「我要在一步步奮鬥
中，把單項選擇變成多樣人生，走值得的路，每一步都算
數！」

習總書記提出：有人格，才有吸引力。親其師，才能
信其道。教育中的一切都應該以教育者的人格為基礎,因為
只有人格才能影響人格。思政課教師的人格魅力體現在不
用語言講解,通過行為示範把教材中所要呈現給學生的價值
觀生動展現出來,以行育人、以身作則。精心設計每一個教
案、用心上好每一堂課,就是 「敬業」的詮釋;用情對待每
一個學生、傾聽解答他們的每一個疑問,就是對「有仁愛之
心」的闡釋。我們談吐儀態恰似一面鏡子,映射到學生的
心靈,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政課教師本身就是一部「活教
材」。

要做課堂裡的指揮家，
還要做學生生活世界的「擺渡人」
作為一種以價值觀教育為目的的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如

果只是在課堂上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沒有集合了對教育事
業和學生的熱愛所構成的情感屬性,沒有參與到學生的個人
生活空間,那麼這樣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是說教。思政課教
師理應成為學生生活世界的「擺渡人」，從學生的所思所
想所需去思考和解決問題。當學生的信任佔上風時,他對于
被教育的牴觸讓位給一樁非凡的事件:他把教育者作為一個
人來領受。

他感覺他可以信任這個人,這個人不是在他身上做一
件工作,而是參與到他的生活之中。曾經那個說討厭馬克
思主義的學生說：「之前不喜歡馬克思主義是因為根本背
不過，聽了你的課才發現我討厭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
不想學習的自己。當我只關注自己的成績和獎學金時，馬
克思于我而言毫無用處；可是當我開始跟著你一起思考國
家、民族之未來，我覺得馬克思真的很厲害！」

為了讓學生感悟馬克思主義真理，將課堂搬到覺悟社
現場。講述五四期間的青年，如何在馬克思主義真理指導
下探索救國之路，激發學生內心的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

頂峰相見是我和學生們建起來的學習群。每天在群裡
打卡學習、運動，互相影響、相互激勵。這種課堂以外生
活空間裡的思政課也成為激發學生理性應對生活的動力源
泉。

何以為師，為師何以，以何為師，我想我們都有了答
案。

是因為曾經的我們雙手接過老師的愛，是因為這片國
土的某個地方有雙手等待我們去牽引，是因為我們是中國
人，用著自己能的方式守衛這個國家今天和明天。國家的
過去我們沒法參與，國家的今天我們可以奮戰，國家的明
天就是我們教過的學生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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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賓山水辭（組章）

黃學清，筆名黃山，重度肢殘農民，
喪失勞動力。中共黨員，宜賓市作家協會會
員，南溪區史志研究學會會員，南溪區南溪
街道新鄉賢聯誼會副會長，宜賓學院蔣德均
教授書劍創意寫作工坊成員。詞作家，自由
撰稿人。宜賓市首屆書香家庭榮譽獲得者，
南溪區第六屆「書香南溪‧閱讀仙源」全民
閱讀活動優秀閱讀推廣人。作品散見《人民
日報‧海外版》《華西都市報》《巴蜀史
志》《宜賓文學》《宜賓日報》等報刊雜
誌，多次在全國、省、市、區縣徵文中獲
獎。

遭遇車禍，生活清貧，書香常伴，精
神富有。身殘志堅，創辦黃山書屋，以書為
媒，以文會友。

 

江水
 凝眸著滾滾奔騰的長江水，忍不住吮吸

一口。猶如甘醇的母乳，從咽喉滑下，流入
我的胃囊裡蠕動生精，血液溶入每一根毛細
血管，匯聚在跳動的心臟。

奔流不息的萬里長江水，流淌著遠古結
繩記事的草屑、倉頡造字的泥沙、詩經裡睢
鳩的鴻毛、漢賦裡宛轉悠揚的琴聲、唐詩裡
孤帆遠影、宋詞裡江山如畫……

天地恩賜，大美南溪。太陽融化的雪
域精華，從唐古拉山一瀉而下，流至巴蜀古

城宜賓水陸碼頭，與岷江、金沙江，三江匯
流後，如巨龍出世，長江從此滾滾誕生。龍
血鳳髓，水潤福地。長江流入南溪境內急速
大回轉，繞了一個幾字型的南溪‧長江第一
灣，孕育一彎仙源文脈，繪就一幅翡翠畫
卷。轉急彎，闖險灘的江水撫摸著一望無際
的仙源壩，穿過全長39公里南溪長江黃金水
段，攜涪溪、桂溪，龍灘河、護城河、黃泥
河依偎長江，一路高歌向東流。

江水浸泡的紅高粱，釀出一壺瓊漿，香
了一江波濤浪花，香了萬里扁舟橈槳。「感
時花濺淚」的杜甫小別成都草堂，遊歷戎州
沿江東下，素聞南溪美酒之鄉的釀酒淵源，
遂泊舟涪溪口，登岸獨酌，即興賦詩「重碧
拈春酒，輕紅擘荔枝」，盛讚南溪春酒。唐
代邊塞詩人岑參、花間派主將韋莊，宋代文
豪蘇軾、黃庭堅、楊萬里，明代狀元楊升庵
等騷人墨客，聞聽南溪美酒的美名，遊歷南
溪，留下千古傳誦的詠酒詩篇。

江是酒之窖，水是酒之魂。民國時期，
青年時代鄧子均，帶著南溪仙臨水巷子的靈
氣，從南溪文明門碼頭乘船到戎州城釀酒作
坊學徒。勤奮好學，刻苦鑽研，首創五糧玉
液瓊漿，尊為「五糧液」酒品牌創始人。

一彎多情的江水，五穀精華的雜糧，千
年酒窖，萬年酒糟，釀出一壺香醉人間天上
的瓊漿玉液。

 

江岸
 南溪長江的江岸，地勢變化多端。有

蘇東坡筆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
堆雪。」的氣勢壯觀畫卷；有辛棄疾筆尖上
「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田
園風光；有李清照箋紙下「誤入藕花深處。
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的荷塘月
色……

左顧右盼，眸子與崖石上名曰「鴛鴦
磧」那腳板印跡石窩的驚鴻一瞥。怎不對東
漢年間，那位躍江救夫的女子黃帛肅然起
敬。那縱身一躍，感動得一江的河神、鱘
魚、大睨、漁兵蝦將都為之送行；那滾滾的
波濤化作朵朵浪花禮讚靈魂。至今滔滔江水
還講述著烈女感天動地的故事；萋萋芳草撫

摸著墓塚、祠堂、牌坊的悲歡惆悵。
從江安與南溪交界的木頭灝碼頭溯流

而上，至西南邊陲的抗戰文化中心——李莊
古鎮。蜿蜒綿延的南溪長江兩岸。草地、沼
澤、山巒、沙灘、鵝卵石，城門、城牆、烽
火台，古塔、古廟、古剎、瓊樓玉宇，沿江
驛道……都會躍入你雙眸照像機底片，保存
在大腦永不消逝的相冊裡。

江水載著浮雲，也載著祖先純真的夢
想，穿過「仙源福地‧翡翠江城」的滄桑時
空。

一座座綠油油的青山，翠竹草木叢中演
繹著人間的動人佳話。一個個傳說，一個個
故事，在歷史塵中煙漸行漸遠，留下長江之
畔那迷離如夢淡淡煙波。

 

   雞叫山
 雞叫山上那砣形如雄雞的天然化石，見

證了僰道先民們在這裡「三更燈火五更雞」
的勞動場景。沿江岸邊，翠竹叢中布谷鳥
「布谷、布谷、布谷……」的啼叫聲，嘮叨
著遠古江岸草地裡開滿的高粱花，沼澤裡稻
穀笑彎了腰，山巒上包谷瞇眼笑，沙灘中葉
子煙隨風飄搖，鵝卵石與西瓜魚目混珠。

千百年來，千萬雙大手揮舞荷鋤，刀耕
火種，荒灘也變綠洲，沼澤也成良田，一方
水土養活了一方人。

江岸東西延伸的綠色休閒道兩邊，天
然的濕地公園裡花草相映成趣，灌木鬱鬱蔥
蔥。行人不禁吟起唐代詩人白居易那首《憶
江南》中「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
藍。」啊！這是南溪長江邊的春天，這是南
溪紅似火的江花，這是南溪的藍。

 

龍騰山
 位于南溪長江岸邊，海拔僅334米的龍

騰山，還真的應驗了唐朝詩人劉錫禹《陋室
銘》中「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詩
句。

草木蔥蔥，雲蒸霞蔚的龍騰山，相傳
商周時期，李八百（李真）在此修道煉丹，
化羽成仙。唐代杜光庭詩云「勢壓長江空八
陣，吳都仙客此修真……」南溪「仙源福

地」的美譽由此得名。
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岑參遊歷南溪，在龍

騰山修建別墅，享受詩酒人生，並留下《龍
騰別業》詩篇。

夕陽照射下的滾滾長江，金波蕩漾，跳
蕩反光，照射龍騰崖壁，浮光耀金；高空晚
霞燦爛，一片紅艷，如烈火騰空，清磬的響
聲衝破晚煙而鳴，白鶴在霞光烘染下迴翔。
東邊，江波映綠了江心沙州的瀛洲閣。

龍騰晚照是夕陽西下最絢麗的短暫時
光，人生何不如此？

 

雲台山
 巍巍雲台山在南溪人民的心中，與長江

水一樣的齊名。山川形勝，像父親的雙臂，
撐起大山兒女的脊樑。

站在南溪雲台山的山頂，伸手好像就
要觸摸到天上的流雲，此話一點不假。清朝
民間草根詩人溫以廷游雲台山時，面對直插
雲霄，危巖陡峭，絕壁千仞，地勢險峻的山
峰。即興吟詠「一峰插天際，鍾靈諒有人。
路防雙屐滑，山帶斷雲奔……」的山勢意
境。鬱鬱蔥蔥，晨鐘暮鼓，一年四季遊人如
織的雲台山，省級森林公園之牌匾名不虛
傳。都說高山必有高水，水沃地靈，高山
流水，低窪成泊。1958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
期，南溪人民利用雲台湖這一天然資源，拉
開了三代人可歌可泣的挖泥築壩序幕。佇立
雲台湖大壩，憑欄眺望碧波蕩漾，喜看集人
畜飲水、田地灌溉于一體的雲台湖水庫，與
南溪人民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精神融于一
體，倍感榮光。

 

魏家山
 魏家山似巨人的肩膀橫亙在城北護城

溪旁，左端挑起老城古色古香的畫棟，右端
挽起新城絢麗繽紛的霞光。橫亙綿延的山脈
伸開粗壯有力的臂膀，以庇護的姿勢擁抱芸
芸眾生。沒有奇花異草，沒有珍稀林木的魏
家山，曾經引領南溪無數熱血青年奔向民主
救亡的前方，令人景仰。春和景明，百草爭
春，火紅的杜鵑花在淒淒草叢中怒放，哀鳴
的子規訴說一段往事如煙的悲壯。

民國時期，目睹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
山裡少年孫炳文，胸懷大志，走出山間那幢
簡陋青瓦房，從懷揣夢想的熱血青年，成長
為著名的革命先驅、民主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