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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是很多人出生后第一个叫的词是很多人出生后第一个叫的词；；老老

师师，，是大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是大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群人，，她们扮演着老师和妈妈的她们扮演着老师和妈妈的

双重角色双重角色，，既辛苦养育自己的孩子既辛苦养育自己的孩子，，又努力培养又努力培养

别人的孩子别人的孩子。。

今天今天，，让我们阅读让我们阅读33个关于母亲和孩子的个关于母亲和孩子的

故事故事，，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在母亲节来临之际，，致敬母亲致敬母亲，，致敬教师致敬教师！！

“抱怨过，崇拜过，
不变的是对母亲的爱”

□□现代金报现代金报 || 甬派甬派 记者记者 王伟王伟 林桦林桦 钟婷婷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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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音乐老师的郑慈婉，家里
有一架钢琴，平时用来备课、提升
专业能力。在儿子幼儿园大班时，
郑慈婉开始让他学习钢琴。她并不
期待孩子成为一个音乐家，所以也
从不要求孩子去考级，而是让他随
便弹自己喜欢的曲子。

这也是时至今日，张俊涛都非常
感恩母亲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从不
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也正是这种
宽松让他对音乐的喜爱逐日加深。

张俊涛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
了音乐天赋：听到一句陌生的旋
律，就能在钢琴上弹出来；喜欢听
音乐，嘴里经常哼着一些调调，音
准很准。

到了高中，张俊涛便开始在
艺术节上崭露头角，这也极大地
增强了他的自信。从那时起，张俊
涛就把音乐列入了他的人生规划
中，也提过想当音乐老师的想法。
这也令郑慈婉有些惊讶，因为她
从未干涉过儿子的专业选择，甚
至心底里并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音
乐老师。

“我妈觉得，这个职业是很忙碌
的，有时候无法照顾到自己的家
庭。如果没有足够的热爱，是很难
支撑自己一直走下去的。”张俊涛
对妈妈的想法表示理解。在与妈妈
推心置腹地沟通了之后，他获得了
妈妈坚定的支持。

华星辰，是“中国好人”周妙亚的
女儿。母亲周妙亚扎根乡村教育三十
余载，坚持十年为留守儿童开办公益
暑托班，让420多名孩子享受到了这
份关爱。2019年，她自掏腰包在塘溪
镇加贝公交站对面置办了公益书吧，
引领乡村孩子阅读。小时候的耳濡目
染在华星辰的心里种下了一颗“从
教”的种子。“我想成为像妈妈那样的
人，把温暖带给他人。”她说。

2013年，周妙亚在塘溪镇赤堇小
学任教。学校不远处就是梅溪水库，
一到暑假，周边村落的孩子们就去水
库里游泳、玩水。

“村里有十几个留守儿童，到了
假期就缺人管，我不放心，就让这些
孩子来我家。”家住塘溪镇的周妙亚
从此办起了公益暑托班，她成了孩子
们口中的“周妈妈”。在这群孩子眼
中，母亲与师长，是如此相同。

周妙亚家有两层楼，她把一楼70
多平方米的空间腾了出来。周妙亚给
孩子们安排了“课程表”，陪伴他们度
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丈夫则成了

“后勤部长”，每天准备丰盛的中餐，
孩子们午休后还有绿豆汤等甜饮。

那时候，华星辰还在读初中，家
里突然出现这么多小孩子，她一开始
自然是不适应的。“妈妈白天要管他
们、教他们，还会把我的衣服
和零食分给他们。到了晚上，如

果有孩子没被接走，就会让我把房间
腾出来给小孩子住，叫我去阿姨家睡。
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把那
么多的爱分给他们，甚至还跟妈妈吵
过。”回想起小时候的委屈，华星辰淡
然地笑笑。

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大概就
是从她参与进来，一起做公益后吧！她
慢慢理解了、认同了。”周妙亚笑说。上
了高中后，华星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

“小花老师”，她利用空余时间教孩子
们书法、茶艺，带孩子们一起做科学实
验。此后，每年假期，华星辰都会和母
亲一起做公益，奉献爱心。

从教30年来，周妙亚辗转鄞州区
塘溪镇3所山区小学任教，一直守护
着山村里的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子女
的健康成长，努力做乡村教育的“燃灯
人”。周妙亚的奉献精神成了华星辰成
长路上的宝贵财富。长大后她报考了
师范院校，现在成为一名老师。

华星辰说：“我的母亲希望这些
‘山里娃’同样能拥有广阔的天地，
实现自己的梦想。母亲把爱分给
了他们，却像一盏明灯，照亮
我的前路。我愿将教育的
温情相传，让更多孩子
体会到前行的光亮。”

“小时候特别依赖妈
妈，什么事都想跟妈妈分
享，但她上班忙，下班以后

也总有很多电话要接，那个时候有
点生气。”

“后来是崇拜，觉得妈妈很棒，
带出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
“现在自己也成了一位教师、一名妈妈，

对妈妈有了更多理解，她的敬业精神对我影
响很大。”

……
这是李沁雨成长路上，对妈妈的切身感

受，有抱怨，有崇拜，更有从业之路的影响。
“多少有点愧疚，不过万事总有两面性。”

石晓为老师笑着说，“在女儿小时候，实际陪
伴的时间确实少了点。但心里很记挂，时时
有沟通，也是一种陪伴。我很注重母女交流
沟通的质量，我们之间的沟通从来没有障

碍，哪怕是在她的青春叛逆期。”
这一点，李沁雨很认同。“妈妈见过太多

学生，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我有时就算想
隐瞒，一来心直口快藏不住事情，二来总会
被她猜到或看透，尤其是一些难事或者‘坏’
事，还是跟她讲比较明智。”

“我识字以后，妈妈会给我写信。小学三
年级的时候，妈妈去英国进修一学期，走之
前给我留了一封信，在英国的时候也有信寄
来。”有一回，石晓为将信寄到了女儿的学
校，李沁雨兴奋地告诉了班主任，于是有了
给全班同学读信的难忘经历。那封信里，有
妈妈对女儿的思念和嘱咐，也有妈妈在英国
的见闻。

“虽然妈妈敷衍我的时候我会生气，但更
多还是崇拜。小学时我经常向同学炫耀，我
会跟他们说，‘我妈妈是宁外的老师，她班上
哥哥姐姐很优秀’……”

然而，小学时的崇拜，到了中学却让李沁
雨倍感失落。初中时因为偏科，她感到自己
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妈妈教的那些优秀的
学生。“幸好我比较会调整，不开心会及时说
出来，坏情绪不会积压在心里很久。妈妈也
经常说不同的人有不同方面的好，我也会去
发现自己挺棒的地方。”

“父母是老师，很容易把好的学生和自
家娃比较，这不公平，也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我也是不断意识，不断调整，总体还算幸运，
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心理阴影。总体上，无
论对自己孩子还是班上孩子们，我都信奉先
做人再做题、成长比成绩重要的道理。”石晓
为说。

渐渐长大的李沁雨，一如既往地爱着母
亲，会送上母亲节的祝福，还每年会准备生
日的惊喜。已经成家的她，有了自己的女儿，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学
音乐，现在我把最前沿
的理念带给她”

“妈妈把爱给了山区孩子，
也照亮我的前路”

5月12日是母亲节。每年这个日子，象山县丹山书院的音乐老师
郑慈婉都会收到儿子张俊涛的祝福和温暖的陪伴。

郑慈婉从教已三十年有余，在她的大家庭里，连她在内，一共有
三个音乐老师：她的儿子是宁波建设工程学校的音乐老师，儿媳则任
职于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

“如果不是妈妈，我可能没有机会从小就接触音乐，也没有机会
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潜能。母亲节是属于妈妈的节日。只要我们在妈妈
身边，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张俊涛说。

后来，张俊涛如愿以偿，考入
师范院校，就读了音乐学专业。在
大学读书期间，张俊涛认识了如今
的妻子。他们因音乐结缘，相互成
就。“她是最爱我的妈妈，也是我的
音乐启蒙老师，如果没有妈妈，我
可能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兴趣所
在。”张俊涛说。

现在看到儿子天天与喜欢的
音乐为伴，见证着热爱音乐的学生
考入音乐院校，郑慈婉深感欣慰，
好像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虽
然我从没想过让儿子传承‘教书育
人’的使命，但他似乎真的做到
了。”

问起家有三个音乐老师是什
么体验，张俊涛笑着说，可能是音
乐氛围比较浓厚吧。他们会一起唱
唱歌、弹弹琴，这是专属于他们家
的娱乐方式。他们还会一起讨论专
业的音乐教育话题，探讨发声的方
法、气息的运用，“小时候，妈妈带
着我学音乐。现在我长大了，我们
要把最新、最前沿的音乐理念带给
妈妈。”

每一年的母亲节，张俊涛小俩
口都会和郑慈婉一起度过，送她一
个小礼物，一起共进晚餐。“母亲
节，妈妈最希望收到的礼物，应该
就是陪伴了。”张俊涛贴心地说。

小时候，她带着儿子学音乐
长大了，儿子引领她专业成长

只弹喜欢的曲子
她在儿子心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

李沁雨，鄞州赫德实验学校美术老师，今年是她工作的第5年。
石晓为，宁波外国语学校初中部英语老师，宁波市名班主任，今年是她

工作的第31个年头。
石晓为是一位同事、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优秀教师，在女儿李沁雨眼

里，她又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大学学的是设计，按本来规划会去从事
环艺设计等工作，但从小就看着妈妈在教室
里做孩子王的李沁雨，萌生了当老师的想
法。于是，她考取了美术学科的教师资格证，
最终选择在国际学校工作，从助教做到了美
术教师。

“我喜欢孩子，也很有耐心。妈妈给我的
感觉一直很有活力、能量满满，所以我觉得
当老师挺好。”李沁雨说。

“虽然我们工作的两所学校性质不
同，两个人教的科目也不一样，但在成
为教师这一点上，我想她多少受了我的
一些影响。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太多的时

间都是待在学校里，学校给了她一种单纯、
快乐和安全的美好感觉。”石晓为说。

“妈妈的敬业精神对我影响比较大。比
如，妈妈每个学期都会花不少时间给学生写
评语，现在我觉得自己的评语写得也很认真
顺畅。”

事实上，出生在70初、从农村走出来的
母亲，和95后、成长于城市中的女儿，对待
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不同的时代烙印的。
但妈妈长久以来的言传身教，让李沁雨在工
作中尽管偶有受挫和沮丧，但会很快站起
来，愿意更积极去做事情。

“希望她心里永远爱着学生，并不断丰
盈自己，成为一个健康有爱的老师和母亲。”
这是母亲对女儿的希望。

“要健康，少熬夜，少想点事情，一定要
每天都开心。”这是女儿对母亲的祝福。

抱怨过，崇拜过，不变的是对母亲的爱

吼过，反思过，为人母也是一种成长
石晓为在研究学生的同时，也思考着适

合女儿的教育方式。同时，女儿和学生也影
响着她的教育态度和理念。

石晓为记得自己曾带过的一届学生，有
几个孩子学习能力或态度很不好，家长也无
计可施。作为班主任的她，希望通过一己之
力，让他们至少在英语学科上有所进步。于
是采取了一个办法，每天放学后把这几个学
生留下来补课。

“当时女儿读小学，离我工作的学校很
近，放学以后就常到我办公室来，我给学生补
课的时候她有时就逛来逛去，不是很专心做

作业。我生气了，就会责骂她，‘你怎么这么
不自觉？’女儿有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

‘你不能这样说我的。你都说了他们不认
真学习，学得很不好，那你还对他们这样
耐心，我学校里又没有不自觉，成绩也挺
好，你不陪我怎么还对我吼？’我想想还蛮
有道理。然后也有意识地跟她说了几位哥哥
姐姐的长处：他篮球打得可好了，她很会画
画，那位哥哥特别暖，春游一定把大巴车上最
好的位子给我坐……甚至会反省放学后补课
是不是帮助他们的最好方式。无论是作为母
亲还是老师，对我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石

晓为说。
还有一件小事，也停留在石晓为的记忆

中。那个时候，女儿还在上幼儿园，家里带娃
学校带班，生活、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有一天，
石晓为在看班级日记时，看到一名女生留言：
老师，你不要因为对我们生气，回家以后打骂
妹妹。“大概是因为我无意中跟学生说起，自
己回家以后心情不好，把气撒女儿身上了。其
实，我基本不打女儿的。”石晓为笑着说。不
过，当时学生的留言，也确实让她认真思考工
作与生活的问题。“后来，我尽量提醒自己不
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生活中来。”

以前是母女，现在是同行

李沁雨和石晓为母女俩李沁雨和石晓为母女俩。。记者记者 张培坚张培坚 摄摄

郑慈婉和儿子张俊涛郑慈婉和儿子张俊涛。。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记忆中，妈妈总是很忙，周末、假期会有很多弟弟妹妹来我家。
小时候，我委屈，因为妈妈被分享。慢慢地，我明白了，那是春蚕的坚
守，那是蜡炬的无私。”宁波市镇安小学教师华星辰说。

华星辰全家照华星辰全家照。。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