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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28 岁的冯志远告
别了新婚的妻子， 随着上海支
援宁夏文教大队离开上海，来
到一所沙漠边的乡村中学，一
待就是 42 年，甚至连失明都没
能让他离开简陋的讲台……
2007 年，影片《冯志远》在央视
电影频道首播。 在滚滚向前的
商业大潮中， 这位甘守寂寞与
贫困的支教老师感动了无数中
国人的心。

影片中， 冯志远所支教的
学校条件十分艰苦： 透风的土
坯房，冰冷的土坯炕，冒烟的土
炉子，药瓶改制的煤油灯，每月
十 四 斤 的 粮 食 供 应
……许多年轻的支教
老师悄悄地离开了学
校， 但冯志远没有走，
他一个人承担了语文、
历史、地理、俄语四门
课的教学任务。因为家
庭贫困，学校的三百多
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
辍了学。冯志远不厌其
烦地一家一家跑，苦口
婆心给家长做思想工
作，让许多孩子重新回
到课堂。

《冯志远》最令人
震撼之处在于，它改编
自一个完全真实的故
事。这位支教老师远赴
西部之后，跟妻子分居
了足足 11 年，40 岁才
和妻子有了孩子。他每

年只在暑假和寒假各回一次上
海， 有一年连儿子生病了都没
能及时回家， 这让妻子无法原
谅他。 环境艰苦加上工作繁重，
55 岁的冯志远有一天在上语文
课时突然双目失明， 但即使如
此， 他仍强烈要求学校安排他
给孩子们上历史课。 在后来的
日子里，每到上课的日子，孩子
们就会到宿舍来搀扶他去课
堂， 还为他制作了盲文黑板
……冯志远直到 70 岁，因脑血
栓生活无法自理， 才不得不离
开了学校。 2000 年，冯志远被
妹妹接回阔别 47 年的故乡长
春， 走的那一天， 街道边都是
送别的人群……

冯志远这大半生教出了一

万多名学生。2005 年，一张万元
汇款单从上海寄往长春， 上面
只有四个学生的姓氏。 后来，有
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名已经 68
岁的学生，他表示，冯老师是他
们的文学启蒙人， 当年让他们
第一次知道了普希金， 希望老
师如今能安度康乐的晚年。 而
身在东北的冯志远则说：“如果
现在还让我当老师， 我依然愿
意，虽然我看不见学生，下不了
床，但我还能说话，我可以为学
生们讲讲历史， 讲讲做人的道
理。 ”老人说，这一生唯一的遗
憾就是愧对妻儿， 希望有生之
年能再见他们一面。

2010 年，教育部、财政部全
面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
计划，其中包括“中西部农村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2018 年年
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其中包括“坚
持把师德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第
一标准”。 为孩子们指出光明方
向的冯志远们， 永远激励着后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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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一个神圣的职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
人类灵魂工程师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便层出不穷。
艺术家们通过这些作品歌颂教师们无私的奉献精
神， 感谢他们为无数心灵指明人生与理想的方向，
同时也随着时代的
发展不断探讨“教
书育人” 这四字背
后的深刻涵义。

教书育人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大地开始
恢复勃勃生机。 在各行各业中，以
培养祖国下一代为己任的人民教
师备受社会尊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教育部对教师的从业资格要求
越来越严格，教师的工资也数次提
高。 如何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园丁？
这是社会对教师的期待，更是很多
教师的自我要求。 1957 年公映的
影片《母女教师》，便是在这样的社
会大环境中诞生的。 即使在今天来
看，这部影片所体现的对教育理念
的思考仍未过时。

《母女教师》由冯白鲁执导，林
默予领衔主演。 影片中，年轻的女
教师林月英来到南庄小学当老师，
而这里的校长便是她的母亲沈淑
严。 女儿很崇敬母亲那种为了培养
祖国花朵而甘愿奉献毕生精力的
精神，同时她也发现，母亲教给她
的“不严不成器”的教育信条似乎
没那么管用。 林月英在教导五年级
学生时， 遇到了调皮的学生王大
毛， 处分和责备都被他当成了耳旁

风。 后来，林月英终于发现，光靠惩
罚是无法教育好学生的， 还需要循
循善诱和热情帮助。 最终，在她的帮
助下，王大毛逐渐有了进步。 但一次
事件中，王大毛被误认为偷了钢笔，
而沈校长偏听偏信， 武断地决定开
除他。 林月英坚决反对，但母亲还是
坚持己见……

《母女教师》体现了两代教师在
教育理念上的分歧， 并反思如何才
是更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 这一点
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 想法无疑是
相当先进的。 故事的最后， 沈校长
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羞愧之下决定
辞职。 但在大家的挽留下， 本就割
舍不下对教师岗位热爱的她还是回
到了校园， 而母女之间也达成了真
正的和解。 影片涉及了当时还很少
被提到的教育心理学问题， 在当时
的教育行业引发了一番讨论与思
考， 很多人民教师因此第一次
反省了自己的教学方
式和教育
方式。

1980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
影《苗苗》上映了。 这是年轻的女导
演王君正独立执导的处女作， 她在
看完原著剧本《献出全部的爱》后
便决心要执导这部影片， 用真善美
来驱逐“四人帮” 在她的女儿以及
更多的孩子心中留下的毒素 。 最
终， 这部以年轻女教师韩苗苗为主
角的影片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共鸣，
还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
别奖和第二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二等
奖，女主角李羚也红遍大江南北。

片中， 女主人公韩苗苗原本的
理想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但却被街
道办事处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
在三（2）班，韩苗苗用对待朋友的
态度来教育顽皮的孩子们， 通过言
传身教，使班风有了很大转变。

影片展现了几个孩子的成长和
转变： 正义感十足的杨小亮， 每天
都悄悄背一个小儿麻痹症女孩上
学， 但因为父母被诬陷， 他的心里
充满了委屈和怨恨； 包司令的孙子

包瑞天真顽皮，但沾染了特权思想，
说话间总不经意地炫耀自己的爷爷
和小汽车；许培培聪明好强，但受家
庭影响喜欢说假话， 在背后出坏主
意， 做错事还总把责任推给他人
……韩苗苗在治愈这些孩子的同
时，也影响了他们的家长，同时也获
得了对教师这份职业更多的理解和
热爱。

“我对这个角色如此偏爱，是因
为 我 对 小 学 老 师 的 生 活 太 熟 悉
了———我的妈妈在小学校园里度过
了她的大半生。 当孩子们拿着毕业
证书，蹦蹦跳跳地跑到我家，向妈妈
表示感谢的时候， 我作为老师的女
儿都感到骄傲。 ”韩苗苗的扮演者李
羚说。 她曾亲身感受过对优质教育
的渴望：“我多么渴望能有一位老师
认真地教我们学文化， 真正地理解
我们，给我们温暖啊！ 现在，她终于
来了， 她就站在我面前， 向我微笑
着，这就是苗苗老师。 ”

这个带着理想主义光环的教师
形象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
爱，但李羚说，这不过是因
为角色跟她 本 人 太 相 似
了，“如果说从自我出发 ，
我刚刚迈出几步就和角色
走到一起了， 这大概就是
典型的本色表演吧”。

有意思的是，片中的孩
子角色个个生动， 但其实
他们大多是 第 一 次 “触
电”。 许培培的扮演者吴强
因为不想演“坏孩子”还闹
过脾气， 后来剧组人员跟
他聊天， 让他明白这是要
让更多小朋友从许培培身
上看到坏毛病的可恶 ，使
大家争做好孩子， 他才愉
快地接受了表演任务。

1985 年 1 月 21 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决议， 确定每年 9
月 10 日为教师节。 教师这
个职业， 从此有了专属于
自己的特别日子。

不同的岗位
同一种师恩【 】

《一个人的课堂》：代课老师
在这部 2014 年李军林执导的影片

中，孙海英饰演的代课老师宋文化是村
里唯一的老师， 其他老师都外出务工
了。 学生也流失了，仅剩下唐明明一个，
但宋文化依然坚持每天按时打上课铃，
按时升国旗，按时上课，维护着学校的
尊严……

《心灵的火花》：工读学校教师
这部 1982 年的电影由沈耀庭执导，

取材于湖北发生的一起偷自行车的人又
主动送还自行车的新闻报道。 影片通过一
辆失而复得的自行车营造悬念，最终落在
工读学校女教师许老师身上———曾经偷
自行车的王成林因为许老师的教导而浪
子回头。 这部以教育失足青少年为题材的
影片体现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亲亲我，老师》：幼师
1990 年的电视剧，导演杨韬。 夏天到

了，幼儿园准备放暑假，大部分老师都踏
上了休假旅程，只有苗苗老师自愿留下来
等待部分迟来的家长。 有三个小朋友的家
长因各种原因不能来接孩子，而苗苗也错
过了出行的列车。 加上厨师和收发室的杨
爷爷，三个大人将陪三个孩子度过一个漫
长的暑假……这部亲切温馨的电视剧是很
多人的童年记忆。

《凤凰琴》：民办教师
偏远的山区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

心怀浪漫的她被山区艰苦的教学条件所震
惊。 学校里除了她，还有四位老师，大伙儿
都盼望着自己什么时候能从民办教师转为
正式教师……这部 1994 年的电影由何群
执导，主演包括李保田、剧雪、王学圻，影片
既真实展现了人性，也朴素地道出了“烂泥
垒个灶，只能用个十年八年，你教孩子认个
字，可以受用世世代代”的真理。

《伴你高飞》：家教
即将大学毕业的朱波利用假期来到周

家，给周芒芒做家教。 周芒芒喜爱研究昆
虫， 但父亲却把他的昆虫标本全部扔掉。
朱波在与芒芒的接触中常常鼓励他，很少
得到别人夸奖的芒芒接受了这个老师。 期
中考试来临了，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一个与
以前不一样的芒芒……1998 年的《伴你
高飞》由李虹执导，得到金鸡奖最佳导演
处女作提名。

《美丽的大脚》：乡村教师
这部出品于 2003 年的励志电影由

杨亚洲执导，倪萍、袁泉、孙海英主演。 片
中张美丽的丈夫因无知而犯罪被枪毙，
孩子也因病夭折， 她把所有的寄托都放
在如何让村里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上，希望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 来自北京
的志愿者夏雨也被她感动， 决定留在黄
土地当一名乡村教师。

《蓝学校》：支教老师
这部 2011 年的影片讲述了北京 85

后张盟大学毕业后来到乌拉特后旗宝音
图地区支教的故事。 因当地生活条件恶
劣，张盟一度想离开，但偏偏遇到一个倔
老头和五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由此开始
了他在牧区丰富多彩的支教生活。 片子
拍得幽默自然，颇有喜剧效果。

1999 年，张艺谋作品《一个都
不能少》公映。 这部极像纪录片的
故事片让很多人不相信它出自张
艺谋之手，而张艺谋自己则说，这
是他从影十多年来最满意的作
品。 最终，该片让张艺谋捧回了继
《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第二座威
尼斯金狮奖杯，此外，影片还获得
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华表奖
优秀故事片和最佳导演等国内外
近 10 个奖项。

《一个都不能少》根据施祥生
小说《天上有个太阳》改编。 故事
讲述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看
望病重的母亲， 于是村长从邻村
找来 13 岁的魏敏芝代课。 该小学
每个新学期开学都有学生流失，
如今只剩 28 人，因此高老师临走
时再三叮嘱魏敏芝： 一定要把学
生看住，一个都不能少。 于是魏敏
芝每天清点人数， 即使教室里乱
哄哄的， 她也死守在教室门口不
让大家走。可是有一天，10 岁的张
慧科因家里欠债， 不得不辍学到
城里打工。 魏敏芝为了“一个都不
能少”的承诺，决定独自进城把他
找回来……

这是一个虚构故事，但影片中
所有演员包括孩子们均是未经专
业培训的素人。 他们用最质朴的
表演给了这部故事片接近纪录片
的真实质感， 甚至连他们在片中
的名字都使用了真名。 张艺谋曾
表示，拍农村的孩子念书，是他的
一个情结 ，“我看农村小孩儿上
课，常常会有一种感动，尤其在偏
远的地区。 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
下，不管在什么时空中，人类的这
种行为始终在延续， 每个人都是
这么接受知识的———认了字，长了
见识。 ”最后，他选择了在真正的
农村小学拍摄， 很多时候只给演
员说一下这是什么场景， 然后让
他们自然地作出反应。

影片用一个看似平淡的
故事， 真实地反映

出当时部分农村的教育困境，“一
个都不能少”的呼唤从此被全社会
听到。 女主角魏敏芝也因为此片
成为“谋女郎”，继而受到关注，后
来她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虽
然最终未做演员， 但仍走出了农
村，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
注脚。

2006 年 5 月，《关于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的通知》发布，启动实施“特岗
计划”，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两
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任教。 先让好老师“不能少”，继而
让受教育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母女教师》
两代人民教师
最早的理念碰撞

《苗苗》
用真善美治愈孩子的心灵缺憾

《一个都不能少》
一句让全社会关注的
师之诺言

《冯志远》
大浪潮中一缕坚守的大爱师魂

《母女教师》剧照

张艺谋与魏敏芝

李羚饰演韩苗苗

《苗苗》剧照

13 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

所有的演员都是未经专业培训的素人

张嘉译饰演冯志远

《凤凰琴》剧照

《一个人的课堂》剧照

“ ”一个都不能少

《蓝学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