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坚定理想信念

案例1    信念的价值

美国诺必塔小学的董事兼校长皮尔·保罗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在他的心目中

根本没有什么“优生”和“差生”之别。因而，他对所有学生都给予热忱的鼓励，从而在他

们心中竖起一面旗帜，而孩子确实是需要鼓励、需要有一面旗帜的。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

叫罗杰·罗尔斯的学生后来成为美国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

罗杰·罗尔斯出生在纽约的大沙头贫民窟。那里环境恶劣，充满暴力。罗杰·罗尔斯所在的

诺必塔小学的学生不与老师合作，旷课、斗殴，甚至砸烂教室黑板。皮尔·保罗想了很多办法

来引导他们，可是没有一个是奏效的。后来他发现这些孩子都很迷信，于是在他上课的时候

就多了一项内容——给学生看手相。他用这个办法来鼓励学生。

有一天，当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皮尔 ·保罗说：“我一看你修

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当时，罗尔斯大吃一惊，因为长这么大，只

有他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长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这一次，皮尔·保罗先生

竟说他可以成为纽约州的州长，着实出乎他的预料。他记下了这句话，并且相信了它。

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飘在罗尔斯的心中，他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

说话时不再夹杂污言秽语。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在以后的 40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

长的身份要求自己。51岁那年，他终于成了州长。

在就职演说中，罗尔斯说：“信念值多少钱?信念是不值钱的，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

的欺骗，然而你一旦坚持下去，它就会迅速升值。”信念，可以成为所有奇迹的萌发点；鼓

励，能够成为一个人一生的动力。

——据厉尊：《别让自己的提醒晚到一步》，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4年版改写。

阅读上文，请分析：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学校、校长和教师总喜欢在学生中分出优的、差的，并给予不同的

态度——对所谓的“优的”“好的”当然是锦上添花；而对所谓的“差的”“坏的”，则

往往是“雪上加霜”，这样的教育方法其实是与教育的宗旨相悖的。请说一说，是什么力量

使得罗尔斯终于在 51岁那年成为纽约州的州长的?这些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案例 2    学习方永刚 理想信念不动摇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的感人事迹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他通过自身的不

懈努力由一各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

他信党、爱党，对党无限忠诚。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誓词中有这样四个字--"对党忠诚"，

方永刚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了这一誓言，他把学习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毕生

追求，并为之而奋斗。

他刻苦钻研，求真务实。二十几年中方永刚带着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信仰，潜心研究，

并联系实际创作了多部理论专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荣享盛誉的方永刚并未课前将对党的

创新理论的研究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做一个亲身实践者，他把自己的所学所知带到了群众

中去，从此机关、院校、工厂、乡村遍布了他的足迹；三尺讲台上留下了他辛勤的汉水。

他爱岗敬业，忘我无私。方永刚身患晚期癌症，病魔折磨着他的身体，却摧不垮他钢铁



般的意志。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而是拖着术后虚弱的病体继续着他的宣讲工作。

他贴近生活、深入浅出、诙谐风趣的宣讲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在改革开放日渐深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习方永刚精神，时刻以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热爱党、信赖党、忠于党，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侵蚀，同时还要将理想信念落到实际行动中，立足本职，做

好每一件具体的事，为实现我们的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

案例 3、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访著名特级教师霍懋征

胡晓　徐启建

　　冬天的北京。阜外大街旁的一座小楼里。一个到处是花草和小鸟的房间，83岁的霍懋

征老人在其中穿梭，就像 60年来她在孩子们中间穿梭一样。空间里漫溢着爱、安详和静谧。 

　　“何永善……”、“王翻身……”，霍懋征老人的谈话中总是时不时地蹦出这样那

样的名字。他们都是她的学生。几十年前的，十几年前的，几年前的。 

　　霍懋征，新中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也是我国小学教育战线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

一。1921年 9月出生于山东济南市的一个教师之家，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放

弃留校任教，主动留任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即北京第二实验小学)，60年如一日在小学

教育战线上兢兢业业，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国宝”，被薄一波同志誉为“一代师

表”。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人都对她进行了多次接见和充分肯定。 

　　霍懋征老人最近的大事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霍懋征教育思想的研究纳

入了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国家重点课题。而专门介绍霍懋征教育思想的《真善美的丰碑

——霍懋征语文教学思想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霍懋征爱的教育艺术》，也刚刚分别

由中华书局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对于一个已经在教育上探索了 60年而至今没有“退役”的优秀教师来说，她的教

学确实是具有了史的研究意义的。在这个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教师由传统的教育思想

转变为现代教育思想的缩影，也感觉到了我们的教师在教育探索中的潜在脉络。 

　　我对这个工作“上瘾” 

　　1943年，霍懋征大学毕业。 

　　“让我去二附小吧，我想当一名小学老师”。得过很多奖学金，身为北师大数理系

高材生的霍懋征的请求让人出乎意料。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人们对霍懋征“惊世骇俗”的选择大惑不解。但是，

她的想法简单却又坚决：“我喜欢小孩子，更重要的是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是一个人一

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基础打好了才能盖起高楼大厦。我愿意做打基础的工作。” 

　　于是，霍懋征成为了师大第二附属小学(即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一位教师。 

　　回想起这个放弃大学教职，而选择做小学教师的决定时，霍懋征老人的回答很有意

思：“我对这个工作上‘瘾’！” 

　　“教师是一种职业，但在我眼里更是一项事业。这种观念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

晰。” 

　　霍懋征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爱这个事业”，教育是一个事

业，不是一个职业，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好的教师的标准”，在霍懋征看来，只

有深沉的四个字“敬业”、“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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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职业”到“事业”，这也许是一个优秀的教师的必经之路。对一个人来说，最

重要的支撑就是思想支撑，也只有这样的思想支撑，一个人才能在自己选择的区域内排除

万难取得成就。 

　　刚迈出校园的霍懋征喜欢孩子，可以和他们一起游戏，一起聊天。但是，站在三尺

讲台，这个半大的孩子，掩饰不住自己的窘迫和不知所措。在旧社会，老师之间都互相提防

着。向老教师讨教教学经验？简直是异想天开。老教师们冷眼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生连小学

老师都当不了吗？ 

　　霍懋征于是只好偷着向老教师们学。平时，霍懋征总是细心观察，从老师们的谈话

里琢磨体会。而有时候，她则会抱着一大摞作业本，躲在其他班教室外面的台阶上，一边批

改作业一边偷偷听课。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我觉得自己从此才真正是如鱼得水。”霍懋征说。正是这

时，霍懋征接触了苏联以及国内的诸多专家，她十分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在专家的指导

下，她认真地钻研和实践，教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革，逐渐形成了

一套有效的“以讲为主、以读为辅”的“讲读法”语文教学法。 

　　1956年，霍懋征被授予全国首批“特级教师”称号。1961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我们到底要教什么。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这一段的经历，改变了霍懋征一生的选择。 

　　在运动中，霍懋征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群众专政，没有自由，

要参加劳动改造，一年零九个月都不能回家。外校的中学生们到她所在的学校造反，看守这

些“牛鬼蛇神”的女孩子们，开口就骂，抬手就打，一个突如其来的惨祸更是让霍懋征五

内俱焚：13岁的幼子被人扎死，15岁的女儿被吓傻…… 

　　“我们的教育怎么了？这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教出来的孩子吗？”霍懋征心如刀绞，

但在痛失爱子的悲恸中，她也反思起了教育：“我们到底要教什么？” 

　　“最关键的，我们要先教会孩子‘做人’。”这是霍懋征最后思索的结果。 

　　1978年，霍懋征迎来了事业上新的春天。霍懋征想：“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

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善良。” 

　　组织上希望她能出任北京市实验二小的校长，霍懋征的态度无比坚决：“不！我的

生命在课堂，我的事业在课堂，我要重新回到课堂中去，而且，我要教语文。” 

　　改行教语文的想法是霍懋征深思熟虑过的。“语文，是育人的，是‘文’、‘道’的

统一。”在她看来，语文教学是塑造人类灵魂最有力的工具，来得更直接些。“文革”带给

她的心痛，已经让她深深地感到了“塑造灵魂的重要性”。 

　　而解决“灵魂”问题，霍懋征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能让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学还是建国初盛行的“讲读法”，这种教学法存在读得少、学得

慢、效果差、时间费的弊端。孩子们整天忙得团团转，却读不了多少书。针对这种弊端，霍懋

征提出了“速度要快，数量要多，质量要高，负担要轻”的16字改革方针。 

　　霍懋征大胆地拿她所教的班做起了语文教学改革试验。当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反对，

他们说：“霍老师，您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您可别胡来啊！”但是，霍懋征坚定而理智

地坚持了下去。第一个学期，教材里的文章只有 24篇，而霍懋征却教了学生  95篇优秀范文。

1981年，全北京市最后一次统考，这个实验班的考卷被编为“303”号，面对这样的一沓

卷子，阅卷老师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给分。最后，班里 46名同学，有 44名同学的作文被评为

“一类文”，另外两名同学的作文被评为“二类文”。而且这些作文中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

总评分为 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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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懋征和她的实验班轰动了全国。在1979年吉林长春召开的 23省市中学语文教学会

议上，有很多老师提出：语文教育不应该夹杂思想政治教育，否则便会导致两败俱伤。霍懋

征坚决反对这种“两败俱伤论”，她坚持语文教育就应该是“文”和“道”的统一。霍懋征

认为，语言文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应该是内在的，而不是割裂的。 

　　“既然你这样坚持，那你给我们上一堂公开课，体现一下‘文’、‘道’统一”，

专家们将了霍懋征一军。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霍懋征的心里也不由得有些打鼓：“以前

从未来过东北，从不知道东北的孩子怎么学习的，我能上好这堂公开课吗？”后来，她索

性豁出去了：“上好了，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可以给其他教师一些启发，如果砸

了，那我也可以自己改正，不断进步。” 

　　霍老讲的课文是《毛岸英在狱中》。课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敌人拷打杨开慧，审问

杨开慧，岸英亲眼看到多次妈妈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却宁死不屈。他牢记妈妈

的嘱咐，什么也不许对敌人说。”霍懋征认为“多次”一词在这段话里分量很重，是对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于是，在课上她引导学生反复读这段话，然后提问：岸英为什么能

战胜敌人？学生有的说：“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有的说：“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要解

放全人类。”这些带着成人套话痕迹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当时只有 8岁的小岸英的思想实际。

她又引导学生反复读课文中的那段话，并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感悟“多次”这个词的含义。

学生想象着杨开慧妈妈一次次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却英勇无畏的表现对岸英的深刻影响，终

于明白了是妈妈的言传身教使岸英有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智慧。学生在读这几句话时热泪盈

眶，怒火满腔。在场听课的人也大为感动。课成功了，与会的老师、专家都心悦诚服地肯定了

霍老师的看法。 

　　20年前的“素质教育” 

　　“教育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国家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创

新教育，现在大谈新课程标准，其实霍老师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早已经贯彻了现在的‘新

课标’所提出的许多理念。”霍懋征的女儿、曾是北京一所著名中学校长的赵蠧评价说。 

　　“新课标”提倡“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

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霍懋征早在1978年的语文实验班的改革中，就已经成功

地实践了这些理念，创造了“读讲法”。 

　　而现在大家大谈“减负”，霍懋征却自豪地说：“我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负’”。 

　　“在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情况下，创出最大的课堂效应。”在“纪念霍懋征从教 60

周年研讨会”上，霍懋征再次重申了她的这一教育教学思想。“现在学生的负担比较重，体

罚学生的现象也不绝于耳。有些老师说，课上时间不够用，就要让孩子多做、多写、多抄，我

坚决反对这种看法。” 

　　那如何向课堂要质量呢？霍懋征有两个“锦囊”：一是精心备课：精讲，讲精华；

多练，按照规律性知识，针对学生的缺陷和薄弱点，有方法、有目标、有效率地练；合理的

组织课文。二是创造和谐的师生关系。传统教育一向强调教师的作用就在于“传道、授业、解

惑”，教师一直牢牢占据主宰地位。语文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

过程中进行”，“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霍懋征的每一次讲课，就是师

生之间的一次互动过程，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点拨、示范、总结、质疑，学生则是自主

学习的主体。 

　　新课标提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

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霍懋征的课外活动，就搞得有声有色，将学生们从书本堆中解

放出来，把“课外时间还给孩子”。这里头的故事可多了去了。小学生易写错别字，怎么办？

同学们说：“谁写错一个罚抄十遍。”“谁写错了不让他回家。”孩子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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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罚”。霍老就不，她组织学生们成立了“错别字病院”，按照错别字的多少，分别选

出了“重病号”、“病号”、“大夫”、“院长”，并向家长们汇报。在愉快的游戏中，孩子

们的错别字越来越少。 

　　她组织了很多课外活动小组，如“小图书箱”，引导学生如何去阅读、翻阅成语；

“小药箱”，学习简单的救治，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医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小

药箱和大大夫》。她还带着学生搞社会调查，让学生亲自去听、看、说、写。学生们大大开阔了

眼界，并将所见所感出了板报。家长会上，班干部向家长汇报调查研究的成果，孩子们自己

拿着小指挥棒，指着展板向家长介绍，其他班的老师也都来领着学生排着队来参观…… 

　　用爱支撑的教育艺术 

　　小学语文教育专家杨再隋教授曾说：“霍懋征之所以成为一代师表，其主要特点是

教育艺术和教师人格高度的统一。她的教学艺术是人格化的教学艺术，她的高尚人格是倾注

爱心，富有教育魅力的人格。” 

　　爱学生不仅是母性的关怀之爱，更是一种“师爱”，是在平等、尊重和民主之上构

建起来的“爱的艺术”，这种艺术，贯穿于霍懋征 60年教学生涯的一切方面。 

　　“60年，我没有丢掉一个学生，没有对学生发过一次火，没有告过学生一次状。”

霍懋征老人说。 

　　霍懋征的学生中，有刘少奇的孩子，有朱德元帅的孙子，有薄一波的孩子，也有工

厂女工的孩子，有淘气得差点进工读学校的孩子。然而，“什么样的孩子，在我这里都是平

等的。不管什么样的孩子，我总相信要是很好地去教育他，个个都能成才，没有教育不好的

孩子。”她的两个观点就是：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教育。她的学生都争着说：

“霍老师最爱我了”，每个学生都有同样的爱的感受。 

　　“娘啊，娘啊……”，霍懋征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拿起听筒就听到了这样的话。

那是霍懋征老人的学生何永善的声音，他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当年留过两次级，没

有一个老师愿意要他，外宾来参观的时候，老师甚至要把他藏在厕所里。校长实在没有办法

了，决定将他送到工读学校里去。霍懋征却把他要到了自己的优秀班级里。“孩子毕竟是孩

子，我们要得给他做人的机会，应该让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现在的何永善经常打电

话叮嘱“妈妈”要保重身体，还常常带着自己的媳妇孩子来看“妈妈”…… 

　　1999年，30多名毕业生邀请霍懋征老人聚会，霍懋征老人带去了一叠她78岁时骑

在牦牛背上的照片，彭清一教授在背后题了一首打油诗：“人生七十古来稀，骑上牦牛变

十七。挥手扬鞭千重意，晚辈我等要牢记。”那些当年的孩子，现在成为了教授、医生、编辑、

官员……都是 50多岁的年纪，也都鬓发添白，他们排着队伸手来接霍老的照片。在那一刻，

时空陡然回转，霍懋征老人眼前出现的，仿佛还是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同学们，45年

前的今天，你们每个人都伸着小手让我检查卫生。今天，你们每个人都伸着大手来接我的礼

物。我是你们的小学老师，我是世界上精神财富最富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爱”，滋润着霍懋征的每一个学生，感动着每一个家长。“爱”，也让霍懋征老

人的心中充溢着幸福的情感。1993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霍懋征从教 50周年研讨会”

上，霍懋征老人将自己的感受归结为六个字：光荣、艰巨、幸福。她说：“做一名老师实在是

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0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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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张立勇：扬起生命新的风帆
高华龙 陈雯

张立勇，一个从赣南山区崇义县新坑村獭坑组走出去的打工青年，今年 29岁。他一边在

清华大学食堂打工，一边坚持自学英语 8年，参加托福考试成绩高达 630分，今年即将获

得北京大学本科文凭。他的好学，他的发奋，他的艰辛，他的成功，为人才济济的清华北大

学子折服。5月 30日，他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侃侃而谈。至此，先后有

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十多家海内外媒体作过专题报道。他的事迹传遍了大江

南北，为赣南老区人民争了光，展现了新世纪江西青年的时代风采—— 

    “你们放心，我以后还能上大学”

    张立勇家住在崇义和上犹两县交界的陡水水库库汊里的一个边远而闭塞的小山村新坑

村獭坑组。

    闭塞导致贫困。张立勇从一出生就别无选择地和贫困结缘。村子里山上的林木全部划归

水源涵养林予以保护，两亩深山冷浆田就是全家人的“饭碗”。老实巴交的父母勒紧裤带望

子成龙，借钱借米都坚持让三个细伢子上学。单薄瘦小的张立勇也下决心为父母争口气。从

小学一年级直到考上县职业高中他都一直名列前茅。

    正当张立勇和其他同学一样朝着考大学“跳出农门”理想迈进的时候，家境却越来越

窘迫，几十元的生活费用常常接济不上。他不得不向同学借钱买饭。望着家里常年漏雨的老

屋，望着父母为全家人的生活累得过早佝偻的身影，望着还在读初中和小学的弟弟妹妹渴

望读书的眼神，一到高二下学期，１８岁的张立勇作了中断高中学业的抉择。他把全部中学

课本装进木箱带回家，父母不甘儿子回家耕田，三番五次劝说继续读下去。张立勇却懂事地

安慰家里人说：“我只不过暂时把上大学的事往后推，你们放心，以后我还能上大学。”

    “英语是开启新生活的金钥匙”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立勇回家务农，跟着父亲上山砍竹，织篾缆，刮松脂油，挖笋，

下水放排，捕鱼，只要能增加一点家庭收入的零工，他都拼命地干。家里的两间老屋早已破

烂不堪，每逢下雨天，屋里的积水像个泥潭，１９岁的张立勇说服父亲，坚持要推倒老屋

做一幢新房，挑泥，运木头，几次累伤了腰，在工地上奋战了一个冬天，全家人头一回住

上了新房。

    读书、建房，家里欠下了４０００多元的债务，在穷山沟里打工要赚这么多的钱，不知

要哪一年才能还清。父亲卖掉了两捆篾缆，筹得９０多元路费，就这样，张立勇带上自己的

课本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

    第一次外出打工，张立勇经老乡介绍落脚在广州一家竹艺厂，一天１２小时都在流水

线上。不久，他又进入了广东从化一家中外合资的玩具厂，那些玩具全部销往国外。订单是

英文，纸箱的字是英文，标的尺寸也是英文，不懂英语，在这里工作就像一个“睁眼瞎”

一样，自己出了差错都不知道。



    张立勇从帆布包里掏出英语课本，又买来英语词典当助手，对照着包装箱上的英文，

一个个蹦出汉字，每弄懂一个字，他都像喝了蜜一样，对学英语的兴趣油然而生。

    那年秋天，厂里来了一批前来考察的外国客商，他们娴熟的英语让张立勇羡慕不已。来

到自己岗位的时候，张立勇大胆地用英语说出了产品的名称，博得了客商的夸奖，这一下

引起了玩具厂老板的注意。

    随后，张立勇买回了更多的英语资料，开始在厂子里帮助老板做简单的翻译。然而，紧

张而繁重的工作任务，张立勇只能断断续续地学习英语。１９９６年，叔叔从北京打来电话，

介绍他到清华大学食堂打工，玩具厂的老板再三挽留，表示愿意把张立勇的工资涨一倍。清

华大学是自己心中一直向往的地方，张立勇毅然辞工北上清华，在第１５食堂当了一名切

菜工。

    第一次走进清华校园，张立勇感觉清华园真大，清华的学子真幸福，清华良好的学习

环境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使他如沐春风。清华大学的校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给他的启示很大。他恍然明白，贫富不能选择，只要自强不息，未了的“大学梦”通过

自己的努力就完全可以实现。

    行胜于言。张立勇将自己感兴趣的英语作为学知识的突破口，开始了艰辛的自学道路。

他要紧握这把与时代同行开启新生活的“金钥匙”。

    “不能坚持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是成功”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但自学的艰难，张立勇还是始料未及，月薪微薄，

他请不起老师，一台旧收音机成了他的“先生”。他每天早上４时多起床，菜墩前、窗口前

要站上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腿软，人困马乏，没看上几页，眼睛就睁不开了。这样

下去怎么行。后来，张立勇发现喝烫水能治瞌睡。每一次看书前，他就先灌满一壶开水，故

意把舌头烫得钻心痛，以此驱散瞌睡虫。

    张立勇天天晚上学到后半夜，集体宿舍只有天花板上镶嵌的一根荧光灯。同宿舍１０个

兄弟支持他学习，逐渐习惯了开着灯睡觉。过了一段时间，他心里不忍，自己搬出来了，租

了一间５平方米的平房。床头前，贴上了座右铭“在年轻人的辞典里永远没有失败这个单

词”。桌上贴上了学英语时间表。早上起来学１小时，午休时学４０分钟，晚７时半下班学

到凌晨一两点。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即使是食堂师傅吃饭的１５分钟他都要挤出８分钟，

躲到放碗柜背后的一个角落里背英语单词。

    寒来暑往，８年了，张立勇天天坚持按时间表的安排走。打牌、看电视等等爱好都让位

学英语了。寒冬腊月，没有暖气，他围着炉子看着书。酷暑炎夏，蚊子嗡嗡，他摇着扇子写

着字。他把自己几百元的工资全都花到了学英语中，买不起新书新磁带，张立勇找旧书摊买

二手书，买二手的磁带。为了找一个安静的读书场所，他就找到教学楼的公共教室，第一次

去教室看书，他生怕被学生认出来。去的次数多了，他逐渐融入了清华学子群体。

    看了大半年英语教材，听了大半年英语磁带，张立勇自我感觉挺好，可在人前就是张

不开嘴。傍晚，他来到闻亭旁的清华园英语角，凑过去听人家说。一个男生走过来，跟他用

英语打招呼，他哼哼哈哈应付着。根本就不是会话，而是一个个地往外蹦单词。“说得不错，

我能听懂，只要大胆张嘴说，慢慢就熟练了。”那个男生的鼓励，催发了一棵开始说英语的



幼芽。

    从此，清华、北大、人大的英语角，多了一位农民工。８年了，他几乎每周坚持去一次。

他大声问候每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大胆与他们交谈。那些曾经死板甚至毫

不关联的单词和句子，在他嘴里流淌出来。张立勇加入清华大学英语协会，为了创造交流条

件，他还主动找到外国留学生进行采访。英语口语和听力也在不经意间从量变到了质变。他

先后拿下了英语四级和六级证书。

    ２００１年，张立勇参加了当年的托福考试。成绩下来，是６３０分。一般托福考试满

分为６７０分，这个成绩就是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高材生也很难达到。清华学子折服了。一

时间，在水木清华ＢＢＳ论坛上，关于张立勇的话题成了热点。去年暑假，清华大学餐饮服

务中心开办首期餐饮服务人员英语培训班，张立勇被中心主任指定为惟一的主讲教师，清

华大学校长亲自接见了他。国内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他的事迹。

    “自己还需要继续学习”

    在四年前，张立勇就报考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习对外经济与国际贸易专业。天

道酬勤。现在他已经拿下了大专文凭，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取得本科文凭，圆一个迟到了十

年的大学梦。

    张立勇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他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常常告诫自己，始终

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骄傲，没有自满。因为媒体的宣传，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知名人士。

国内外许多公司和院校向他提出了高薪聘任的意向，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他都唾手可得。

然而，面对诸多的选择，张立勇却婉言谢绝。他说，考托福只是为了检验自己学英语的成果，

虽然得了高分，他还需要继续学习，清华这样的环境不是用高薪可以买来的。

    张立勇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的事迹早就传回了家乡崇义。两年前，县委书记廖明耕到北

京出差专门去看望这位好学肯钻的青年。张立勇即将大学毕业的消息又传遍了竹乡的村村寨

寨，县重点高中崇义中学和县职业中专的学生人手一份张立勇的事迹介绍，在干部群众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张立勇事迹的感召下，４００多名初中毕业未升学的竹乡农村青年重新

走进了职业中专的课堂。

    后     记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采访结束时，笔者与远在北京的张立勇取得了联系，

浓浓的乡音，寄语片言，却见远在他乡的游子心头魂牵梦萦着这片红土地，这片生他养他

的热土。他饱蘸深情的笔墨，欣然写下了下面美好的祝愿：深深地爱着她／生我养我的那片

红色土地／无论我走到哪里／她总是给我无限的信心与勇气／多么爱她呀／江西·赣南·

崇义／坚信的是——／她明天的更加辉煌与美丽／因为——／我们在共同努力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这只凌空飞翔的雏鹰越飞越高。

                                     （摘编自中国赣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