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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珍梅

山区学校里的
唯一一名研究生老师

9月8日中午，在青岛市崂
山区青山小学，几名吃完午饭
的女生走进一间美术室。她们
取过老师分给的美术工具后，
安静地坐下，有的做手工作品，
有的画画。

“很多孩子中午或课间都
会到美术室来，想画画或者想
做手工，学校都给他们提供场
地和工具。有时候他们也会静
静地坐在那儿看我画。”美术老
师丁云平微笑着向记者介绍。

环顾这间面积并不大的美
术教室，四周的布置极富视觉
冲击，有孩子们的书画，也有各
类手工作品。这是丁云平来到
学校后，才有的一番景象。

2016年9月，28岁的丁云
平通过教师考录，来到青山小
学任教。她是一名美术教师，也
是学校里唯一一名研究生。青
山小学是崂山区最偏远的一所
山区小学。当很多年轻人争相
考取交通方便的市区学校时，
丁云平却坚定地选择了这里，
这源于一场特殊的结缘。

2013年秋天，还在江苏师
范大学读研究生的丁云平第一
次来崂山风景区写生，并入住
青山村一家家庭旅馆。房东的
孩子正好在青山小学上学。聊
天中，孩子告诉她很喜欢画画，
遗憾的是学校里没有专门的美
术老师。向当地居民进一步打
听了解后，丁云平走进了青山
小学，也和其他孩子聊了聊天。

“我当时挺触动的，特别想
去当他们的美术老师。学校虽
然小，但环境很美，依山傍海，
而且我也想留在青岛。”2016年
研究生毕业后，老家山东临清

的丁云平循着当初的梦想，时
刻关注崂山区的教师招聘。当
看到青山小学也招老师时，便
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这里。

校长王法开告诉记者，学
校虽然是山区小学、规模小，但

依旧按照国家及地方要求，开
齐课程、开足课时。更可喜的
是，目前，学校里的音体美教师
均是专职教师。“以前没有专职
教师，尤其是美术老师，都由其
他学科老师代课。”王法开坦

言，由于老师不专业，这些课很
难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自从丁
云平老师来了之后，美术课越
来越规范，孩子们也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去年，学校还参加了
崂山区第一届书画展。

“我很喜欢上丁老师的课，特
别有意思。”六年级的张羽萱以前
从来没有学过美术，但自从上了
丁老师的课，她对美术的兴趣越
来越浓。她说，她现在会做手工、
会画卡通画，还会画山水画。

人数最少的班级
仅4个娃

青山小学坐落在崂山风景
区内，到风景区门口驱车进入
也需要近40分钟，一路要经过
三道关口。

虽说是山区小学，但学校
依山傍海，风景优美。王法开介
绍，目前学校在校生56人，18
名教师。人数最少的二年级仅
有4个学生。学生主要来自附
近的青山村、黄山口村、黄山
村、长岭村。

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中，
一所学校只要和大山两个字挂
钩，通常意味着教育的落后，物
资的缺乏。不过，记者走进青山
小学，却看到另外一番情景。这
里的教学设备、活动器材齐全，
教室里都配有交互式黑板、电
脑和电子液晶屏。2016年，学
校建设的新食堂投入使用，解
决了孩子们的午餐问题。

从今年秋季起，崂山区还为
山区学校开通了班车，包括青山
小学在内的老师就可以乘坐班
车上下班了。“现在有班车上下
班更方便了。”丁云平开心地说

“近几年生源外流现象比
较严重，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到
山外读书。但不管有多少孩子
在这里，我们都要保证他们接
受到很好的教育。”王法开说，
就拿人数最少的二年级来说，
当初摸底时应该有18人，可最
终仅有4人来报到，让他心里
很不是滋味。不过，来这里上了
的，中途就没有走的，这一点让
王法开很是欣慰。

因为一次写生，她结缘大山

山山区区小小学学来来了了位位
研研究究生生美美术术老老师师

在青岛市崂山区青山村，有一所“袖珍小学”：学校占地9亩，全校共56名学生，人数最少
的一个年级仅有4个娃。全校18名老师中，有一名2016年入职的年轻美术老师丁云平，她是全
校唯一一名研究生。当很多年轻老师都争相考取市区交通便利的学校时，她却坚定地选择了
这所大山里的小学。而这，源于一场特殊的结缘。

丁云平在校园内教孩子们写生。（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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