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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师——
不误人子弟是底线

“夏校长好！”当每一个清晨，夏琳

瑛穿过前进学校操场上的如盖绿荫，

听着孩子悦耳的童音，看着孩子们脸

上洋溢的自信和快乐，她总有一种恍

惚如在梦中的穿越感。她会回忆起她

爷爷带她去上小学的那个遥远的早上

——那是上学需要自己带凳子的年

代。

“比自己要带凳子更糟糕的是，那

时候的老师参差不齐。”回忆学生时

代，夏琳瑛说，当时的教育条件太差

了。

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笑话。一

位村校代课老师让大家解释一下什么

是“狼狈为奸”。见大家都没有反应，

他给出了自己的权威解释，“狼狈为

奸，就是狼背东西回家，狼呢，当然是

背着羊回家。”可以想象，那位老师是

如何用永康话来解释成语的。这个故

事深深地刺激了夏琳瑛。“老师是一个

多么令人敬畏的职业，千万不要误人

子弟。而且讲错了，多丢脸。”她的自

尊自爱不允许她犯这样的错。

但是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1968

年国庆节后，在长城初中教数学的好

友因为早产慌忙找到夏琳瑛，请她帮

助代课。就这样，高中毕业生夏琳瑛

匆匆走上了讲台，做了初中的数学代

课老师，那时她才20岁。

回首初上讲台时的情景，那份忐

忑犹如刚刚发生在昨天。讲台上的夏

琳瑛虽战战兢兢但又强装从容，要知

道那时候的初二学生，站起来比她还

高。讲台下她又常独坐回味课堂中有

没有讲错概念，误人子弟。47 年后的

2016 年，这届她只教了 2 个月的学生

个个没有忘记她。同学会上，学生们

亲切地与她回忆往事：“夏老师，您的

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您那里会教

错什么啊，我们都很喜欢您的数学

课！”学生们发自肺腑的话语把夏琳瑛

激动得热泪盈眶。

学为人师——
为自己学，更为学生学

斗转星移，就在夏琳瑛扎根在教

育第一线的第十个年头，恢复高考的

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燃起这位求知若

渴的 67 届高中毕业生的愿想。1978

年10月28日，她如愿走进浙师大金华

分校，攻读化学专业。这时她 30 岁，

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那些年，夏琳

瑛一直飞奔在学习的快车道上。“我是

为了自己学。”夏琳瑛说。但熟悉她的

人都知道那些年更是为了学生学。

这么多年下来，夏琳瑛家的抽屉

里塞得最多的就是一本本笔记本。这

些都是夏琳瑛养成读书学习必摘记、

写心得的习惯后留下的宝贵财富。“暴

风雪后的羊，总是向往太阳的山坡。

翻身后的农奴，总是心向共产党。”这

是她读初二时摘在本上的，现在还能

不假思索地背出来。更令人惊讶的是

几十年前读的中外经典名著里的精彩

段落或句子，只要说一个字，她居然一

下子就背诵出来。

1991 年，夏琳瑛花了 2 万多元买

了永二中老师家属院里的第一台电

脑。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一分钟

能打字36个，兴奋得她几夜没睡。

她还订了很多增长见识、陶冶情

操以及与化学教学相关的报刊杂志。

她家订了 10 来年的《南方周末》大多

是用胶带粘贴过的。因为大家抢着要

看，为了不耽误时间，那就先对半撕

开。等大家都看过了，又重新粘回去，

因为中缝还没有看过呢。

所以当 2003 年夏琳瑛一家获评

“浙江省学习型家庭”时，显得是那么

的水到渠成。申报材料都是夏琳瑛自

己写的，虽然她教化学，但公认她的文

章底子不比语文老师差。

这块奖牌，夏琳瑛一直摆在办公

室最显眼的地方。很多荣誉她都没有

放在心上，唯有这份嘉许她视若珍宝。

“教师是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

业，要想给别人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

一桶水。”夏琳瑛说，“我在永二中教学

23 年，带出了 23 届初中毕业生。其中

有不少人在化学领域卓有建树，这就

是我作为老师最开心的事。”

好为人师——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

老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职业，夏

琳瑛一直享受其中。

有一次晚自习放学，她在西街巷

口看到社会上的四五个问题青年纠缠

着一个学生，夏琳瑛见状，跳下了自行

车，挺身而出，断喝一声：“你们干嘛，

我是二中的夏老师，有问题找我。”这

些人居然就被吓跑了。

得知一位准大学生因家庭贫困面

临辍学，夏琳瑛又一次义不容辞，资助

了他5年。当这位学生想回报的时候，

夏琳瑛又主动断了联系。她怕这份情

成为压在学生身上的一座山。

她还疯狂地“输出”自己最质朴的

教育理念：那就是一定要学会看书。

亲戚朋友到她家唠叨的是读书的话

题，赠送的是经典名著。过年压岁赠

书，入学升学赠书，生日喜庆赠书，送

往迎来往往也是书。

当 2003 年退休时，她心里的“教

育梦”反而更加强烈了。那年她接手

了农工民主党前进学校，成为了一名

校长。甫一上任，她就开始推行自己

的教育理念，她想把自己 30 多年教育

的心得体会，“赠送”给更多孩子。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夏琳

瑛首先提出了诵读经典的教育理念，

并将之作为了校训。她特约永康资深

语文高级教师徐天送编撰了国学经

典、唐诗宋词、古诗绝句、永康山歌等

校本教材。2015 年春节，前进学校的

开学第一课——“到底扶不扶，从经典

说起”上了浙江新闻联播的封面新闻。

2008 年夏琳瑛结合了“三字经”、

“弟子规”里的精粹在全校师生中系统

推出了六大习惯的践养，小到怎么坐、

怎么握笔，大到怎么尊重他人、怎么早

立志向。她忘不了和儿子共度的亲子

阅读时光。在她影响下，儿子最喜欢

看《说岳全传》，8岁那年他甚至在自己

的大腿内侧用削笔刀刻下“精忠报国”

四字。“可见言传身教的力量是多么巨

大，儿子刻在大腿内侧的那四个字，或

许就是我教育之梦的开端和毕生的追

求啊。”夏琳瑛说。

如今，国学教育、习惯践养已在很

多小学开花结果。70岁的夏琳瑛也依

旧在第一线咀嚼着教育的甜蜜。得益

于先进的教育理念，前进学校的学子在

全市文化课抽测中屡屡名列前茅。“如

今社会，教育更加开放多元。如果说我

们那时的教育稍显单一，有些倾斜于分

数和技能，那么现在我更看重的是多方

位多维度地提升孩子的‘幸福力’以及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根的追寻。”夏

琳瑛说。

□记者 俞晓赟

从教半世纪，70岁依旧在教育第一线耕耘奉献

夏琳瑛：努力做个体面的老师
奋斗新时代壮丽70年

她是一位与共和国同
龄的“女汉子”，儿时最喜
欢玩泥巴，理想是当一个
机 械 工 程 师 。 但 命 运 弄
人，她最终却站上曾经有
点排斥的三尺讲坛，而且
一站就是半个世纪。从不
爱到深爱到终身，这里面
藏着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
国 家 共 同 成 长 的 奋 进 故
事。近日，记者走近前进
学校校长夏琳瑛，探寻为
人师表的故事⋯⋯

2019年9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俞晓赟 电话：87138753 Email：295905436@qq.com

□记者 徐灿灿 通讯员 胡咏琴

本报讯“谢谢你们！我在西
城派出所报警才一分钟不到的时
间，你们花街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
来说人找到了，真的太及时了。”23
日下午 2 时 30 分许，市公安局花街
派出所大厅内传来了姚女士的道
谢声。

原来，当天下午 2 时许,花街派
出所接到小界岭村护村队队员的报
警称，有两个小男孩在一辆大卡车
上偷拿了两瓶饮料，询问后得这两
个小男孩已经离家出走了一天一
夜了。

随后，办案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民警考虑到两个小男孩的安全
问题，便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根
据孩子的叙述，民警通过技术手段
查找到了他们各自父母的联系方
式。恰巧刚拨通电话时，他们的父
母已经在西城派出所报了警，前后
不过一分钟。

接着，两个孩子的家长便急匆
匆地赶到派出所。据了解，这两个
小男孩来自陕西，是某影视学校四
年级的同班同学，现租住在城西新
区花川村。为了逃避上学，两人约
好趁父母外出上班时，一起到附近
的山上玩耍。在青春期叛逆心理的
驱使下，两人上演了一出离家出走
的闹剧。

出走后，两人先是在一个桥洞
过了一夜，天亮时，又继续上路。由
于一天一夜没怎么进食，两人出现
体力不支的情况，想着找点好吃的
来填饱肚子。当走到小界岭村时，
看到路边停着的一辆大卡车里放着
两罐饮料。恰巧车门没锁，两人确
认四周没人后，便偷喝了起来。可
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警
察叔叔就赶来了。

“幸亏你们及时给我打电话，我
都找一天一夜了。”其中一名小男孩
的母亲姚女士说。

在花街派出所内，小男孩还是
不愿意回家。见状，办案民警又对
小男孩进行了耐心地劝导。很快，
小男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出
了自己不肯回家的理由，原来害怕
犯了错会挨打。

对此，办案民警也给姚女士一
家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建议其多
与孩子沟通交流。

姚女士及其家人当场表示意识
到了家庭教育的问题，以后会与孩
子多耐心沟通。

最终，两名出走男孩都被家人
顺利接回家。

为逃避上学
两孩子出走一天一夜

报警才一分钟
民警便顺利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