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攀登者读后感(大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攀登者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读完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我被
书里的一群人牵绊住了，梦里都是他们的身影。书中说，和
他们在一起呆一段时间就会中毒，我信！

这本书描写了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老师艰难曲折的转正过程。
为了孩子们，他们付出了自己的一生。然而到头来，他们依
然贫穷，依然痛苦，依然在替天行道。他们背负着教书育人
的神圣使命，安抚着全国所有乡村儿童痛苦的灵魂，让他们
识了字，认识了国旗，学会了做人，懂得了爱。

写到这儿，我想起我们上小学时候的一位张老师，他也是一
位民办教师，由于收入菲薄，看到村里很多人都盖起了新房，
要强的他也不甘人后。于是他白天上课，晚上熬夜做木工活，
苦苦打熬了三年，一座漂亮的平房终于拔地而起。大家赶去
祝贺，他也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然而仅仅住了
半年，张老师就去世了，村里人都知道他是累死的。盖棺之
前，他爱人趴在棺材上不让盖，哭完之后她将张老师的手表
调在了6:00上，她说：你每天早上上课，都是6:00起床，到
时候别迟到了。一村人全哭了。

感谢这些天行者，向他们致敬！



攀登者读后感篇二

寒假里，我带着异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刘醒龙的《天行者》。

届岭地处偏僻，离最近的小镇也有30里的山路，一到大雪天，
几乎和外界隔绝。村民几乎都是文盲，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受
教育，得用各种手段去动员，去强制家长将孩子送来上学。
这样才将适龄孩子的入学率从10%多一点提高到60%多。让村
里出一个大学生是这些人多少代的愿望，也是这些民办教师
的终生奋斗目标。那个地区贫穷，贫穷得最好吃的就是油盐
饭，即用一点油将剩饭炒一下，然后加点盐水；贫穷得许多
孩子交不起学费。小说中的几位民办教师的工资是70元，其
中35元由地方教育系统支付，另外35元由村里支付。由于工
作在偏远、落后、贫困地区，所以该由村里支付的那一半儿
工资，经常因为村里没钱、或是教育不被村长重视而被长期
拖欠。由于上学的孩子因贫困有的交不起学费，有的买不起
书本，学校被大石块撞塌后没钱维修教室等等，为了使教学
能够进行下去，他们经常要将自己的钱垫进去。在业余时间
还不得不进行些开荒种地等额外工作，以创些收入，维持学
校的各种开支和补贴贫困孩子的学习生活之用。他们在放学
后，还要照顾那些离家很远不能天天回家的学生。到了周末，
还要步行一、二十里路，护送那些远道的孩子回家。他们是
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能让民办教师坚持下来，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偶然会有一两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的名额，小说中几位民办教师，十几年来一起工作，同甘苦，
共患难，使得他们有了生死之情。每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后，
他们既想自己转正，又不愿意舍弃自己共患难的同事，最后
将名额让给新来的年轻人。

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段是，余校长到城里去听课学习，
但是记者王主任却联系了学校让他去当传达，因为那份工资
的关系，余校长倒也没有推辞，但是在担任传达室工作的时
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
去教室外面听课、学习，每天早上，在学生们和老师没有来



到以前，他就打开一间教室的门，站在讲台前面，进行试讲，
讲完一遍，自己接着总结反思，然后再修改，再试讲。他的
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王主任和实验学校的校长，
也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敬重这些乡村教师，他们或许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或许
很贫穷，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富有的，在他们
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看到了那种坚韧
不屈的民族精神，看到了他们奋发自强的，也看到了他们对
于学生们的关爱。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
是奶，奉献的是民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
高地的人，对照他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
样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攀登者读后感篇三

向万站长、明爱芬、徐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夏
雪、骆雨......等等的中国大地的民办教师深深致敬。因为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亿几千万
农村中小学生“传到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
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他们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人，他们是二十实际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
英雄，他们是山区孩子们的精神脊梁。“民办教师”这个词，
也许将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精神不能让人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用默默奉献、匍匐前行、乐观向上的精
神谱写一曲曲人间最美的赞歌。

这是一本相当令人震撼的书，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我看
着看着都流下了眼泪，随着故事情节一起喜怒哀乐。看完之
后都有一种想当民办教师的冲动。民办教师也许是物质的匮
乏者，但绝对是精神的富足者。在他们身上，我越来越多地
发现了当今社会正逐渐缺失、人们又渐渐淡忘的一种精神，



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不屈不饶、奋发自强的精神。而正是这
种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让我们得以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虽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曲折的情节，但朴实的语言更能让我
感动。文中通过界岭小学几个民办教师生活遭遇的叙述我们
了解、感受、体知当地中国农村成千上万个乡村民办教师生
存环境的辛酸苦辣、情绪焦灼和痛苦无奈，他们没有太多的
文化修养，没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身上没有所谓的气质修养，
听不到华丽的言语，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者，是
真正农村文化的苦行者，他们是在用心、用情，全身心地做
着别人不屑，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他们的故事似乎与我们很远，有些听起来甚至让人感到不解，
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又分明感受到他们离我很近，因为那
是一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碰撞与共鸣。

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他们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那种，很少有
人去关注、正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其生存现状，但他们还
是用自己的羸弱的身躯所蕴含的良心、道德顽强支撑起了中
国农村社会不断向前前行。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更多的人认为在城市，在工业化，
但大家是否想过，一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我们城市发展
的动力在哪里，前途又在哪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农村
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是蜡烛，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别人；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奉献的是民
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高地的人。对照他
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
献社会。

简单介绍一下此书，《天行者》---作者刘醒龙，第八届矛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

还是概括一下本书吧：

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交织一首动人心弦的感人乐章；

粉笔、黑板、板擦、教学楼谱写一曲震撼人心的精神诗歌。

攀登者读后感篇四

《天行者》，刘醒龙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在极其艰苦坏境里的
民办教师，他们担负着农村小学“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力图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命运，却无力改变自己的
命运，为他们的执着感动，为他们在遭受不公面前的无奈而
难过。

“九月的太阳，依然不想让人回忆冬日的温情柔和，从出山
起，就露出一副急得人浑身冒汗的红通通面孔，傲慢地悬在
空中，终于等到要落山时，仍要挣扎一番，将天边闹得一片
猩红。这样被烤的蔫蔫的山村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灰
溜溜的狗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没玩没了的鸡飞狗跳，让暮
归的老牛实在看不下去，抬起头来发出长长的叫声。安静了
一整天的大张家寨，迫不及待地想发泄郁结。大大小小的烟
囱，冒出来的黑烟翻滚的很快，转眼间就飘上了山腰，并在
那里徐徐缓缓地变化成一带青云。”作品开始用生动、诙谐
的语言描写了九月山村一天的景色，把读者马上带入无聊、
焦躁、懒散的山村环境，书中内容继续讲述几位乡村民办教
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这些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边
缘人，在这个知识如沙漠的落后土地上坚守着，像传教士一
样执着于文化的传播，他们有着世俗人的七情六欲，在转正
指标中的自私与狡黠，关键时刻我们又看到了这些小人物纠
结后的高贵心灵。

余校长他们的人生是沉默的人生，在时代的发展与嬗变中，



似乎不起一丝微澜，作者在故事的叙写过程中，也以近似于
沉默的方式，写出他们的人生坚守，展现的.是一种人生方式
的沉默之诗，又是一种信仰的史。我们看着余校长与明爱芬
的生离死别，孙四海与王小兰的深爱情伤，看着万站长的无
奈与伤痛，孙英才的离去归来的人生选择。这些伟大的小人
物的忍辱与不屈，煎熬与守望，创伤与弥合，分离与相守，
使得《天行者》在沉郁苍凉中映照出当下世俗人间的浮华庸
俗。

作者用平实的语言，既有对人物在利益面前心里挣扎的细腻
描写，又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山里漫天飞舞的冬雪，
落日余晖中孤独的笛声，在小人物朴实的语言中蕴含着耐人
寻味的哲理，老村长的墓碑、抛掷的硬币，还有那篇幅中几
次出现的“真的有狼吗”？让人们感受了楚文化的诡异，这
些现象出现在落后的山村读起来一点也不让人觉得突兀。作
品着墨不多的万站长，不但把张英才送进了大山，也把读者
带进了作品中，他就像一根线把山里山外连接起来，把作品
人物串联起来，有一句话说的深刻，“虽然改变了民办教师
的身份，骨子里还是民办教师。”他始终放不下对界岭小学
的牵挂，其实是忘不了对那片土地的眷恋，他的命运怎又不
算是一个悲剧呢，作品中的这个小配角给我的印象同样深刻。

总以为只有经过漫长冬季蛰伏的北方，才能孕育出厚重、深
沉、悲壮的作品。读了刘醒龙先生的佳作才认识到，原来楚
地不仅是“楚国巫风甚厚”，还有着如此感天动地的悲壮之
歌。

攀登者读后感篇五

天行者这部书我早已经读完，原本没打算写读后感的。可是，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那天，我去报告厅听一个社会实践报告会。我本抱着轻挑而
去，最终却带着沉重而回。一位学姐为我们讲述她在老家当



支教的经历。看着脸上泛着“红晕”的孩子们，我们不禁有
些心酸。到了最后，学姐问了，那句话至今还让我记忆深刻。

国家确实有提高教师待遇的政策，我也确实看到城里老师待
遇提高了，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偏远地区教师待遇提
高的消息。国家也有大学生义务支教的政策，然而，这是长
久之计吗？他们也有父母啊。热血可以流淌，青春年华怎可
挥霍。一个人一旦成年，他就有了对一个家的责任。

那位学姐问我们有何好办法，我们答道有国家政策呢。她说
国家政策不知何时才能推广到她的家乡。是啊，什么时候啊？
或许会很久吧。我于是想到基金会，可是却不曾听说有这么
一种专门的基金会。这些年来，我们只关注那些贫苦的孩子
们了，忽视了那些教孩子的人们了。

我真心的希望能够有有识之士，有能力之士能够建立一个专
门为偏远，贫困地区教师谋福利的基金会，如果您真有此愿，
请认真管理基金会，不要让它从倒红十字会基金会的覆辙。

攀登者读后感篇六

作者刘醒龙，讲述了在一个名叫届岭的偏僻山村，三个民办
教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默默、无私地奉献着。

届岭地处偏僻，离最近的小镇也有30里的山路，一到大雪天，
几乎和外界隔绝。村民几乎都是文盲，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受
教育，得用各种手段去动员，去强制家长将孩子送来上学。
这样才将适龄孩子的入学率从10%多一点提高到60%多。让村
里出一个大学生是这些人多少代的愿望，也是这些民办教师
的终生奋斗目标。那个地区贫穷，贫穷得最好吃的就是油盐
饭，即用一点油将剩饭炒一下，然后加点盐水；贫穷得许多
孩子交不起学费。小说中的几位民办教师的工资是70元，其
中35元由地方教育系统支付，另外35元由村里支付。由于工
作在偏远、落后、贫困地区，所以该由村里支付的那一半儿



工资，经常因为村里没钱、或是教育不被村长重视而被长期
拖欠。由于上学的孩子因贫困而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本，
学校没钱维修教室等等，为了使教学能够进行下去，他们经
常要将自己的钱垫进去。在业余时间还不得不进行些开荒种
地等额外工作，以创些收入，维持学校的各种开支和补贴贫
困孩子的学习生活之用。他们在放学后，还要照顾那些离家
很远不能天天回家的学生。到了周末，还要步行一、二十里
路，护送那些远道的孩子回家。他们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
子来教。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一直在那里坚持着。能让民办
教师坚持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偶然会有一两个民
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名额，小说中几位民办教师，十几年
来一起工作，同甘苦，共患难，使得他们有了生死之情。每
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后，他们既想自己转正，有不愿意舍弃
自己共患难的同事，最后将名额让给新来的年轻人。

其中记忆深刻的一段是，余校长到城里去听课学习，但是记
者王主任却联系了学校让他去当传达，因为那份工资的关系，
余校长倒也没有推辞，但是在担任传达室工作的时候，他并
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去教室外
面听课、学习，每天早上，在学生们和老师没有来到以前，
他就打开一间教室的门，站在讲台前面，进行试讲，讲完一
遍，自己接着总结反思，然后再修改，再试讲。他的这种刻
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王主任和实验学校的校长，也深
深的感动了我。

小说中描述的这些民办教师，不仅要履行自己教书育人的责
任，还要同形形色色的落后观念和势力进行斗争。我敬重这
些乡村教师，他们或许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或许很贫穷，
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富有的，在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看到了那种坚韧不屈的民
族精神，看到了他们奋发自强的，也看到了他们对于学生们
的关爱。尽管他们的教学水平比起新一代人有着很大的差距，
更不能和那些有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公办教师相比，但正
是由于他们的默默辛勤奉献，才使我们国家那些偏远贫困地



区的孩子们没有被应受的义务教育所遗弃。对照他们，我们
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攀登者读后感篇七

向中国大地的民办教师深深致敬。因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
境里，担负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到
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
巨大而所得甚少。他们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他们是二十
实际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他们是山区孩
子们的精神脊梁。“民办教师”这个词，也许将渐渐的淡出
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精神不能让人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他
们用默默奉献、匍匐前行、乐观向上的精神谱写一曲曲人间
最美的赞歌。

这是一本相当令人震撼的书，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我看
着看着都流下了眼泪，随着故事情节一起喜怒哀乐。看完之
后都有一种想当民办教师的.冲动。民办教师也许是物质的匮
乏者，但绝对是精神的富足者。在他们身上，我越来越多地
发现了当今社会正逐渐缺失、人们又渐渐淡忘的一种精神，
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不屈不饶、奋发自强的精神。而正是这
种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让我们得以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虽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曲折的情节，但朴实的语言更能让我
感动。文中通过界岭小学几个民办教师生活遭遇的叙述我们
了解、感受、体知当地中国农村成千上万个乡村民办教师生
存环境的辛酸苦辣、情绪焦灼和痛苦无奈，他们没有太多的
文化修养，没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身上没有所谓的气质修养，
听不到华丽的言语，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者，是
真正农村文化的苦行者，他们是在用心、用情，全身心地做
着别人不屑，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他们的故事似乎与我们很远，有些听起来甚至让人感到不解，



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又分明感受到他们离我很近，因为那
是一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碰撞与共鸣。

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他们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那种，很少有
人去关注、正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其生存现状，但他们还
是用自己的羸弱的身躯所蕴含的良心、道德顽强支撑起了中
国农村社会不断向前前行。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更多的人认为在城市，在工业化，
但大家是否想过，一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我们城市发展
的动力在哪里，前途又在哪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农村
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是蜡烛，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别人；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奉献的是民
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高地的人。对照他
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
献社会。

攀登者读后感篇八

“九月的太阳，依然不想让人回忆冬日的温情柔和，从出山
起，就露出一副急得人浑身冒汗的红通通面孔，傲慢地悬在
空中，终于等到要落山时，仍要挣扎一番，将天边闹得一片
猩红。这样被烤的蔫蔫的山村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灰
溜溜的狗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没玩没了的鸡飞狗跳，让暮
归的老牛实在看不下去，抬起头来发出长长的叫声。安静了
一整天的大张家寨，迫不及待地想发泄郁结。大大小小的烟
囱，冒出来的黑烟翻滚的很快，转眼间就飘上了山腰，并在
那里徐徐缓缓地变化成一带青云。”作品开始用生动、诙谐
的语言描写了九月山村一天的景色，把读者马上带入无聊、
焦躁、懒散的山村环境，书中内容继续讲述几位乡村民办教
师，这些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边缘人，在这个知识如沙漠
的落后土地上坚守着，像传教士一样执着于文化的传播，他



们有着世俗人的七情六欲，在转正指标中的自私与狡黠，关
键时刻我们又看到了这些小人物纠结后的高贵心灵。余校长、
邓有米，孙四海等一个个真实的人物跃然纸上，每天响起的
笛声吹奏出艰难环境中的苦涩浪漫。作品通过这些活灵活现
小人物的描写，我们看到了这些平凡人物所呈现出来的中华
民族精神和思想境界，和凤凰琴不同的是这部作品孙四海的
竞选村长，让人有了改变的希望，叶碧秋的成长，让这些苦
苦支撑知识改变命运的老师得到了慰藉，作品有对偏僻落后
百姓贫穷愚昧的怜悯，颂扬人性中最淳朴的善良，以及与命
运抗争的不屈和坚韧，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掩卷沉思，心不
能平静，因为自己的启蒙教育就是如他们这样的.乡村知识分
子所给予的，家乡的朋友也曾是民办教师，条件虽然没有他
们艰苦，却有着相同的烦恼，自己也是教师，知道教师工作
是一种凭良知的职业，所以读起来更易产生共鸣。

作者用平实的语言，既有对人物在利益面前心里挣扎的细腻
描写，又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山里漫天飞舞的冬雪，
落日余晖中孤独的笛声，在小人物朴实的语言中蕴含着耐人
寻味的哲理，老村长的墓碑、抛掷的硬币，还有那篇幅中几
次出现的“真的有狼吗”?让人们感受了楚文化的诡异，这些
现象出现在落后的山村读起来一点也不让人觉得突兀。作品
中着墨不多的万站长，不但把张英才送进了大山，也把读者
带进了作品中，他就像一根线把山里山外连接起来，把作品
人物串联起来，有一句话说的深刻，“虽然改变了民办教师
的身份，骨子里还是民办教师。”他始终放不下对界岭小学
的牵挂，其实是忘不了对那片土地的眷恋，他的命运怎又不
算是一个悲剧呢，作品中的这个小配角给我的印象同样深刻。

总以为只有经过漫长冬季蛰伏的北方，才能孕育出厚重、深
沉、悲壮的作品。读了刘醒龙先生的佳作才认识到，原来楚
地不仅是“楚国巫风甚厚”，还有着如此感天动地的悲壮之
歌。



攀登者读后感篇九

向万站长、明爱芬、徐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夏
雪、骆雨……等等的中国大地的民办教师深深致敬。因为他
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亿几千万农
村中小学生“传到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
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他们是太阳底下最光辉
的人，他们是二十实际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
雄，他们是山区孩子们的精神脊梁。“民办教师”这个词，
也许将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精神不能让人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用默默奉献、匍匐前行、向上的精神谱
写一曲曲人间最美的赞歌。

这是一本相当令人震撼的书，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我看
着看着都流下了眼泪，随着故事情节一起喜怒哀乐。看完之
后都有一种想当民办教师的冲动。民办教师也许是物质的匮
乏者，但绝对是精神的富足者。在他们身上，我越来越多地
发现了当今社会正逐渐缺失、人们又渐渐淡忘的一种精神，
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不屈不饶、奋发自强的精神。而正是这
种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让我们得以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虽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曲折的情节，但朴实的语言更能让我
感动。文中通过界岭小学几个民办教师生活遭遇的叙述我们
了解、感受、体知当地中国农村成千上万个乡村民办教师生
存环境的辛酸苦辣、情绪焦灼和痛苦无奈，他们没有太多的.
文化修养，没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身上没有所谓的气质修养，
听不到华丽的言语，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者，是
真正农村文化的苦行者，他们是在用心、用情，全身心地做
着别人不屑，而自己为之一生的事业。

他们的故事似乎与我们很远，有些听起来甚至让人感到不解，
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又分明感受到他们离我很近，因为那
是一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碰撞与共鸣。



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他们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那种，很少有
人去关注、正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其生存现状，但他们还
是用自己的羸弱的身躯所蕴含的良心、道德顽强支撑起了中
国农村社会不断向前前行。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更多的人认为在城市，在工业化，
但大家是否想过，一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我们城市发展
的动力在哪里，前途又在哪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农村
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是蜡烛，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别人；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奉献的是民
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高地的人。对照他
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
献社会。

攀登者读后感篇十

作家刘醒龙的《天行者》这部小说以坐落在大山深处几乎与
世隔绝的界岭小学为背景，叙述了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
张英才等几代民办教师的奋斗、挣扎与追求。这里的生存条
件严酷而恶劣，山风、暴雨甚至野狼时刻都会威胁着他们的
生存，单调、枯燥、孤独、苦闷和与世隔绝的感觉折磨着他
们的神经。他们工资微薄，只能靠自己种菜、种地养活自己，
补贴山区的学童。但他们没有被生活压垮，仍然以他们朴实
真诚的爱、责任感与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对乡村孩子
的培养上。

教室不够、教师不够、教学条件简陋，一个教师要教几个年
级，而且语文、算术、音乐、美术全部要同时承担。他们对
自己的工作充满神圣感与尊严感，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着在
山路上奔走的学生，每天一丝不苛地举行着升旗仪式，那山
风中飘扬的国旗，无疑是他们心中美好理想的寄托。他们是
一批精神的殉道者，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全部投入到了



乡村教育事业中。

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很难把他们一一拎出来细评，因
为他们是一个联合体，息息相关。他们或执着，或清高，或
精明，性格迥异却在特定的环境中相互扶持，建立起亲人般
的情谊，这也许就是那片热土上升腾的希望。他们拿着最微
薄的工资，却是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用心血去哺
育这文化贫瘠的大地，即使天塌地陷，有他们在，传承文化
的学校就屹立不倒；即使没有了一切，他们仍唱着《我们的
生活充满阳光》。

我敬重这些乡村教师，他们可能是物质上的贫困者，却又是
精神上的富有者，在他们身上，我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当今社
会正逐渐缺失、人们又渐渐淡忘的一种精神，一种民族精神，
一种不屈不饶、奋发自强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哺育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让我们得以生生不息、代代
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