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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陈陈景景安安和和学学生生们们的的““全全家家福福””。。

一一一位位位老老老师师师六六六个个个学学学生生生
的的的“““孤孤孤岛岛岛”””小小小学学学
无棣一小学仅有6名学生，教师陈景安坚守两年没让孩子辍学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张爽

这是一所特殊

的学校，仅有 6名学

生和 1位老师；这所

学校位于无棣县最

东部一个偏远的村

子石桥村，老师陈景

安也说不上这所学

校叫什么名字；陈老

师自2010年调来后，

“没有别的老师来，

一直走不了”，也正

因如此，孩子们的上

学梦才没断了；因为

条件所限，体育、音

乐、英语等课程都没

法上。每到放假，陈

老师总会接到家长

们的电话，“下学期

您可得来啊”。

记者手记 >>

电影里的场景

在这里遇到了

石桥村，这个村子就像是一座孤
岛，位于县城的东北方向。根据我们
观察，方圆几十里内也就这一个村
子，只有南北两条路能通往这个村。
地方太偏，我们开车找了近两个小时
才找到。泥泞的乡村小路迫使我们停
下车，徒步进村找到学校。

课堂上，六个孩子都低头看着课
本，陈老师站在四年级孩子们的那一
边上着数学课，另一边二年级的三个
孩子默默地读课文。这个场景突然感
觉那么熟悉，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所有年级的孩子都是一个老师在教，
一个年级的在上课，另一个年级的则
上自习。

在四年级自习的空当，我和3个
孩子聊了起来。虽然老师几乎所有的
课都给他们上，但是像是英语、音乐、
美术等课程对于一个50岁的老师来
说，就有些难度了。说起英语，这几个
孩子满脸憧憬的表情。张金龙是这个
班的班长，他曾经在亲戚家里学过一
点点，此时他显得很骄傲。

看着他们聊得那么开心，我问他
们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写下了24个
字母，和两句简单的对话，然后一个
一个读给他们听。这三个人也一点一
点模仿着我的发音跟着读起来。最开
始的六七个字母还好一些，再往后基
本上读得有些跑偏，而且读好几遍都
记不住。不过张金正、张振清、张振龙
还是很认真地跟着我手中的笔，指到
哪个字母读哪个字母。

下课的时候，孩子们聚在一起讨
论着玩点什么，有人提议是老鹰抓小
鸡。一时兴起的我和他们一块在院里
跑着，我当鸡妈妈，张金正当老鹰，剩
下的孩子抓着我的衣服在我屁股后
面跟着跑。城里的孩子已经很少有玩
这种游戏的了，电子产品逐渐取代了
院子里的欢笑。而在这里，这个相对
闭塞的村子里，简单的游戏就可以让
他们快乐好一阵子。 (记者 张爽)

孩子们取暖用的小炉子。
▲两个年级在同一间教室

上课。

两个年级6名学生

同一间教室上课
2 3 日，记者驱车数百里，

辗 转 几 个 村 子 才 打 听 到 无 棣
县石桥村的具体位置，距离石
桥村最近的一个村子也要 4 0
分 钟 的 车 程 。按 照 村 民 的 指
引，我们来到位于村口不远处
的 这 所 小 学 ，虽 然 刚 刚 翻 新
过，但也只有两间平房，一间
用 作 教 室 ，一 间 用 作 教 师 宿
舍。见到记者，学校唯一的老
师陈景安热情地打着招呼。

陈景安老师个头不高，1
米 65左右，有些发暗的皮肤上
刻着岁月留下的痕迹。陈景安
老师今年快 50岁，已经当爷爷
了，是一所希望小学的在编老
师。他来这里教学是学校里安
排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干不
长，有的直接不想来。我是这
里的第三任老师了，待的时间
也是最长的。”

陈 景 安 并 不 是 石 桥 村 村
民，他家距离学校还有 30多里
路，每周末可以回家一次。那
间 十 多 平 米 的 教 师 宿 舍 也 是
他的办公室。当记者问他为什
么不申请回原来学校时，陈景
安有些不自然地笑笑：“这里
也有学生需要上课，很多年轻
老师都不愿意来，我也就回不
去。”

陈景安介绍，原本村子里
所 学 校 ，并 校 后 距 离 村 子 太
远，“学生去上学单程就要一
个多小时”，“后来因为路太远
太危险，2009年的时候就设立
了这所小学，说是小学，其实
就是个教学点。我 2010年调来
这里教学，就一直是本村 6 名
学生的老师。”

这 6 名学生分为二年级和
四年级两个年级，在一间教室
上课。“为了减少影响，我就先
给低年级的上课，然后他们做
练习的时候，我再给高年级的
上课，这样他们就能老老实实
地坐在教室里不玩闹了。”因
为只有一个老师，如果村子里
还有学生要上学，只能等一两
年 凑 够 两 三 个 人 才 能 开 课 ，

“如果这里少于五个学生，就
要撤销这所学校了。”陈景安
有些无奈。

条件所限

很多课没法上
在教室里，记者看到破旧

的课桌上放着《语文》、《数学》
等课本，当记者翻开他们的英
语课本时，孩子们有些不好意
思地说，这些英语他们基本上

不会，还有许多城市里孩子们
的素质课他们更是没有上过。

记者临时为 3 名四年级的
学生上了一堂英语课，教给他
们几句最简单的英文对话，但

是 从 孩 子 们 的 接 受 能 力 上 可
以看出，英语对于他们来说几
乎是陌生的，他们记忆英语的
方式还是汉语拼音。

陈景安说，两个年级的课
程都是由他来教授，每天要准
备的课程也比较多，“英文一类
的课程根本教不了，所以村子
里有些学生就由家长陪同去外
地上学了，这里的学生升到初
中，英语都要重新补习，跟不上
外面的学生。”

不仅是英语，音乐、美术、
体育这些课程，在这里都没法
上。虽然有的孩子的桌子上摆
放着彩笔，但是真正使用彩笔
的机会却少得可怜。孩子们的
音乐课是跟着电视一起哼唱，
美 术 课 则 是 凭 着 本 能 涂 鸦 。

“ 我 们 能 上 社 会 、品 德 课 ，音
乐、美术啥的上不了，因为老
师也没法教。”四年级的张振
清很认真地说。

下课后，孩子们就在平房
外的小院子里玩闹，这个小院
里没有任何体育设施，也没有
像 样 的 旗 杆 。陈 景 安 告 诉 记
者，平时学生们就在小院子里
玩耍，或是在教室里看书，“能
有 这 么 两 间 结 实 的 教 室 就 很
好了！”

孩子们最怕

明年不能上学了
在学校的两间平房里，唯

一的取暖设备就是两个小小的
炉子，每天孩子们来上学前，陈
景安都要先把炉子生起来，但
孩子们的手依旧冻得红肿。

已经在这里教学三年的陈
景安有时也想调回原来合并后
的学校里，但是没有老师愿意
调往这里教学。在陈景安之前，
这里已经走了两任老师。

陈景安告诉记者，每年到
了放寒暑假的时候，家长和孩
子们在他回家之前都会问，“老
师，下学期您还来吗”，临开学
时，他又会接到家长打来的电
话，“每次家长们就说，下学期
可还得来啊，不来这些孩子们
可怎么办呀”，”听到家长们说
这些，我就想那就去吧，咱不来
这些孩子不就没学上了吗？”

做游戏的时候，学生们拉
着记者悄悄地说了一句让人心
酸的话：“我们很喜欢上学，但
是我们很害怕放假后老师就不
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明年还能
不能继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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