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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这这个个老老外外有有七七个个娃娃
日日子子过过得得““挺挺德德州州””

陈雷回忆，最早一批到德
州从教的外籍教师，是来自美
国的道恩和大伟，道恩当时23

岁、大伟27岁，一年后一度因
为不适应而罢教。

陈雷坦言，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德州人见到外教，会有
种梦幻般的好奇的感觉，这种
感觉他也有过，生活在小城市
的人们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也对英语作为二十一世纪必
备技能有一种美好的期待。

在道恩之后，陈雷通过传
真的方式，在英国《泰晤士报》
上发布招聘外教的广告，最终
一名名为尼克·比格莫的英国
人来到德州，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这位外教也离开了德州。

在尼克·比格莫离开一个
多月后，一位70岁的美国老太
太玛丽·朗女士来到德州，住
进了双语学校任教。

由于特殊的原因，玛丽·
朗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她
丈夫生前曾任美国某空军基
地司令，同抗日战争时期被我
抗日军民营救的几位飞行员
是好朋友，其中一位仍健在。

玛丽·朗说话清晰宏亮，
口若悬河，小小的学校几乎到
处都能听到她声音，她上课认
真风趣，受到全校师生的爱
戴。后来，她因为身体原因离
开。再后来陆续有亚当·雷斯、
鲍顿等几名外教来德州任教。

在近年来省外国专家局
下发通知中，德州学院等十家
单位顺利通过年检，可开展外
籍教师聘请工作。

德州市外专局相关负责
人称，近年新申请聘请资格单
位逐年增多，外教数量也呈现
增长趋势，外籍教师分别来自
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
家。

据了解，我国对聘请外国
文教专家单位进行资格管理，
并于每年年未进行年检注册。
2012年末，德州学院、汽摩学
院、皇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一中、德州二中、齐河三
中、庆云四中、乐陵英华双语
学校、德州英汉双语学校、德
州英翔剑桥外语培训学校十
家单位可开展外籍教师聘请
工作。

相关链接

德州外教

逐年增多

个头不高的美国人余思福
习惯在KFC见客人，用的是在中
国购买的苹果手机，能准确地
用中文说出自己在哪条街道
上……1月20日下午，德州天色
有些晦暗，不过他顾不上这些，
因为他急着赶回家照看7个孩
子和1位孕妇。

余思福尽管不是第一个来
德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却是
在一小批一小批接力的外国人
中，始终存在于德州这座小城
市的个体。

戴上耳机、换上跑鞋，余思
福能沿着德州的马路跑大半个
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每当夜
幕降临，不少外出遛弯的德州
人总会碰到他。

就像跑着跑着就跑到了城
市的尽头一样，1月20日，在德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KFC
里，余思福坦言，他也没想到在
德州待这么长时间。

“乐(lao)陵，我先去的那！”
余思福咬着字眼，力争将汉语
普通话说得标准清晰，只要是
跟除了学生以外的中国人交
流，他会全部用中文表达。

他说，这跟他的工作性质
有关，就像教孩子们学习准确
的英文发音一样，他习惯在学
汉语时发音到位。

余思福是他的中文名，他的

英文名直译过来叫“约瑟夫”。正
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在德州
的工作是外籍英语教师。

不知不觉中，余思福在德
州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四年有
余。最早是在2010年，余思福还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就
接到乐陵市一家中英双语学校
的邀请。当时，余思福只提了一
个条件：要带着妻子和几个孩

子，希望她们的生活有好的安
排。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余思
福欣然来到乐陵。

刚来德州时，余思福并没
有表现出不适应，除了给中国
的孩子们上课，余思福就是和
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简单又
温馨。在他的观念里，到一个地
方，不见得就要买房子，一直租
住才符合美国人的习惯。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余思
福会在德州聚福园小区的家
中，为他的7个子女做早餐，为
还有1个月就要生产的夫人凯
茹做产前辅导……

这些生活料理完毕，余思
福就得马不停蹄地赶往学校，9
点准时为孩子们上课。这些孩
子们中，自然也包括他的儿子
和女儿。每天下课后，余思福还

得到别的学校客串外籍教师的
角色。余思福坦言，尽管学校为
他们租了房子，但7个孩子和1
个孕妇的开销，也让靠课时费
维持家庭的他有些吃不消。

跟所有忙碌、勤奋的中国
人努力工作一样，余思福也需
要很拼命地去教学，并且让学
生对他产生好感，来赢得好的
工作评价和业绩。

平日的工作中，余思福跟
忙碌中谋生的中国人没什么两
样。即便是周末的时光，他会骑
着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载着
孩子和夫人，在附近的草地上
野餐玩耍……

要出远门了，他就会开上
他的汽车——— 一辆五菱宏光面
包车。“坐得人多，实用！”余思
福说，在选汽车时，他图得也是

实惠和实用。
在德州陈雷双语学校校长

陈雷记忆里，余思福几乎是在
德州工作和生活最为成功的外
国人。

不过，他所表现出来的适应
性，还是得益于他们全家的“中国
记忆”——— 他的岳父岳母在中国
生活了将近20年，她的夫人在中
国从10岁长大到16岁。

留着络腮胡的余思福，跟
金发碧眼的妻子站在草地上，
夫妇俩怀中抱着孩子，两人身
旁还站着四个小孩，阳光打在
他们身后的草地上。

这是今年夏天，记者遇到
余思福一家时的情景。对于孩
子，余思福由衷地喜爱，无论是
在家中，还是课堂上，他总会把
孩子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一个星期前，余思福的儿

子因患有眼疾，他还特意把儿
子带到天津的专科医院去检查
治疗。

同是英语教师的Cindy说，
余思福喜欢孩子那简直是天性
使然，他时常带着自己的孩子
跟中国的儿童一起做袋鼠跳的
游戏，圣诞节他会带着夫人和
孩子们，一起跟国际班的孩子
们做西点。

一个中国孩子爬到余思福

背上捂住他的眼睛，他便立刻
配合孩子们做下一个好玩动
作……在余思福教室外的走廊
上，Cindy指着一张照片对记者
讲，他跟中国孩子和家长沟通
得比较融洽。

“马上要有老八了，我很期
待。”余思福看着记者惊讶的眼
神，笑着说，他知道中国有“计
划生育”和“单独两孩”的政策，
而他在这方面总让人羡慕。

在1995年至1999年，陈雷
就先后聘请5位外籍教师来德
州从教，多数在初来的新鲜感
过劲后，总会表现出这样那样
的不适应。

余思福就不同，家庭成员
中的中国成长经历以及多数孩
子在中国出生和长大，让他在
外籍人士寥寥无几的城市，表
现出极强的适应性。

我喜欢孩子，不然我也不
会生这么多孩子。你问我什么
时候停下来，我不知道，顺其自
然吧！

在德州，余思福让老大学
会了拉二胡，而他经常应中国

朋友之邀客串相声节目……在
他身上，中国元素和印记越来
越浓厚。

尽管说什么事情都顺其自
然，但余思福目前没有考虑落
户中国，他愿意在德州多待上

一阵子，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
他重点考虑的，既没有回国的
打算，也不打算落户，余思福有
种随遇而安的心态。

每到周末，余思福还是延续
了他做礼拜的习惯，还会在英语

角等场合推介他的英语教学。
对于未来，余思福说他很

少去想，眼前就是照顾家庭照
顾孩子，回国也会是5年一次，

“你知道的，这么多人，机票挺
贵的。”余思福说。

马路边奔跑的洋面孔

中国式忙碌与消遣

第八个孩子的准爸爸

西式的“顺其自然”

外教余思福一家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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