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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愿桃李芬芳

唯愿桃李芬芳
江 鸿

有一份敬仰 有一个梦想
有一份热爱 有一个向往
教师 我们钟情的事业奔涌在三江
园丁 我们美丽的称号萦绕在心房
一群群蓬勃的青春和我们教学相长
一个个奋进的足迹让我们倍增力量
传承文明 乐教在无尽讲堂
百年树人 奉献把未来点亮
教育改革 着力建设发展对接社会需要
科学研究 探索人文自然献力祖国兴旺
我们的追求在教坛昂扬
我们的付出因大学闪光
传道 授业 解惑
永远的校园 就是我们永远的激荡
永远的青春 就是我们永远的希望
千秋业一生情
我们无悔呕心沥血
我们唯愿桃李芬芳
植根乐山师院 放眼世界沧桑
太阳底下书写我们的教坛年华
太阳底下塑造我们的时代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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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国家的重器，是大学的立校之本。纵观大学兴衰更替的千年历史，
唯一不变的是教师师德崇高与学问求索。乐山师院虽位于西部小城乐山，但来
自天南海北的老师汇聚于此，数十年来坚守教坛，忧劳学生，夙夜孜孜，从青
春韶华到垂暮之年，千淘万漉，不辍耕耘，不辍树人，把学校的事业做强，把
教育的命脉延伸，把民族的希望放大。

梅贻琦曾说: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乐山师院是一所普通
大学，我们虽没有蜚声海内外的大师，但却有钟情教育、钟爱学生的陈俐教
授，高山景行、画清人朗的李开能教授，滴水润物、诲人不倦的张自友老
师……他们像父亲一样严而有度，像母亲一样爱而有格，用刚毅执着叩开莘莘
学子渴求知识的心扉，用爱岗敬业书写为人师表的 “大”字。我们虽没有扬
名学界的巨匠，但却有风尘一路到星稀的殷利民、大山深处观鸟的付义强、教
学当架几座桥的张杨……他们把教书育人本职工作、个人理想与学校的事业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大师却有着和大师一样的情怀，有着和大师一样的引
力。他们是学生奋勇前进的不灭灯塔，是学校向上前行的风骨脊梁。他们的名
字已在学生心中永驻，也当值得全体乐师人珍藏铭记。

我们汇集乐师人的教坛年华，就是要品读他们立德树人的先进事迹，品味
育人路上的栉风沐雨; 沿着他们笃学践行的执著脚印，响应弘毅自强的责任感
召，敬往思来，继续奋斗，争当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优秀教师，以高尚、一
流的师德，用坚韧挺拔、奋力搏击的身影，去谱写学校争创省属一流大学最绚
丽的风景。

纵青山东流，无悔教坛，不负年华。

陈立志

201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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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最美青年教师

三尺讲台上的黄土地精神
———记文新学院青年教师杨晓军

杨晓军简介：杨晓军，男，３５岁，硕士，副教授 （低职高聘），中共党
员。２０１０年７月来校，教龄６年，现为文新学院传播系 （编者注：全书有较
多的学校及院系简称，为与大家平时称呼的一致，均未改全称）主任。主要任
课：广播电视学、电视采编。科研方向：跨文化传播、纪录片理论与创作。发
表论文１３篇，其中核心期刊６篇。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１项、省部级
课题２项，主持市厅级课题１项，两次被评为校年度先进工作者。

从西北农村走来的杨晓军带来了吃苦耐劳的黄土地精神。为了讲好电视采
编课，他几乎琢磨遍了中央台 《新闻调查》所有节目，查阅大量书籍、资料，
从中选出最前沿、最贴切，也最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事例，注入教案中。

他重视培养学生新闻人的责任感、正义感，带领学生创作摄制关注社会弱
势群体的纪录片、专题片等三十余部。在拍摄 《范韦军和他的１７８个孩子》中
彝区学生上学实景时，山路崎岖，冰雪覆盖，他差点坠入悬崖。他在武汉大学
做访问学者时，为指导学生摄制参赛作品，奔波在武汉、乐山之间，白天忙访
学，晚上忙指导。指导学生先后获得大学生艺术节全国二等奖２项、四川省金
奖２项和全国大学生微电影大赛最佳创意单项奖。

杨晓军出生在西北农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地干活，苦了、累了想回家，
父亲严厉地说：“活没干完不能回去，庄稼不会骗人，付出越多，收获才多。”
当年因家庭出身不好高中毕业没能上大学的母亲说：“在大西北活人，要加倍
付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敢挑战、有担当才算得上西北汉子，你要活出这
黄土地的精、气、神来！”父母的话深深地扎在杨晓军的心里，沉淀在他的血
液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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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钻研———在教学中成长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６日，杨晓军来到乐山师范学院。对于从小在缺水的西北农
村长大的他来说，乐山的青山绿水使他留恋。新进教师座谈会上，时任副院长
的任志萍拿过杨晓军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学校周边北方面馆的名字和位
置，那一刻，杨晓军感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当时，文新学院只有几台家用ＤＶ，连专业摄像机都没有。杨晓军的专业
是广播电视学编导方向，该如何为新闻专业学生教广电类课程，成了困扰他的
一大问题。

在对学生深入了解，对专业深入思考后，杨晓军决定首先要为学生教授纪
实类电视片的拍摄和创作。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转型，因为他之前学的专
业更多偏向于艺术类电视片的创作与研究。而纪实类的影片，无论在理论还是
实践上，都和虚构类影片有本质区别。他开始大量观摩、研究纪实节目和影
片，“我基本上把所有的 《新闻调查》节目都看了”，“那时候，我单身一个人，
除了上课，整天看书看文献看片子”。为了上好电视采编这门课，杨晓军花了
大工夫。

电视采编课开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除了上课，杨晓军把整天的时间都
用来钻研学习。他大量阅读新闻和纪录片方面的文献资料，仔细研究琢磨，时
常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好几次，他习惯性地学习到深夜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没
吃晚饭，便急忙出门买上几袋方便面，回到寝室匆匆吃上几口，又扑回到电脑
前开始钻研。他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白天常常以浓茶和咖啡解
困。他的床头，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每每发现重点和有所感悟，就立马记
下来，并在每次备课时翻翻自己的笔记本，将相关内容融入课堂。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晓军上课生动有趣，举例鲜活新颖，深深受到学生的
喜爱。２０１２级饶斌同学这样评说：“杨老师教学很实在，很接地气，既不一味
灌输理论，也不单纯强调业务，不管是理论课程的教学，还是实践课程的指
导，他不会照本宣科，上课的东西信手拈来，跟他讨论总能给你很多思考的空
间，特别是一些想法和观点，都让人获益颇多。一学期的课程下来，你会对这
门专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确确实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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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难———在实践中育人

在教学和生活中，杨晓军发现他的学生新闻专业意识模糊，甚至不知道自
己该干什么；对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认识太少。而新闻以真实为基本诉
求，最重要的就是触摸现实。这二者，都是培养新闻人的关键。

恰在这时，杨晓军得知了文新学院毕业生范韦军扎根凉山奉献青春的事
迹。以其新闻敏感和独特的农家情怀，他决定用光影去反映这件事，既表现好
人又在摄制过程中培育好的新闻人！于是，寒冬１２月，他带着几名学生，踏
上了去美姑县布里莫村小学采访范韦军和凉山儿童的道路。

那里的孩子们穿上了别人捐赠的但他们认为最好却单薄的衣服，站在寒风
中，双手冻得通红，迎接他们的到来。这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杨晓军的脑海中，
无法抹去。拍摄中，为了完整记录布里莫小学生步行两三个小时崎岖山路上学
的过程，杨晓军一直跟拍学生，翻山越岭，来回走了四五个小时。在一个悬崖
边上，为了拍摄小学生上学路途的艰险，杨晓军扛着摄像机俯身示范取景，脚
下一滑踩掉了一块松土，差点坠入悬崖，他起身叮嘱前面的孩子和跟在后面的
学生要注意安全，自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这些场景被同学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随行的２０１０级彝族女学生邱亩伍呷莫回忆说：“山路崎岖，冰雪覆盖，杨
老师跋山涉水，认真细致地拍摄镜头，边拍边给我们讲解。那种敬业的精神对
我影响很大，后来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总是想起杨老师给我们做出的榜
样。”后期制作时，杨老师也是亲力亲为，跟学生熬夜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有
的事。２００９级鲁凯霞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剪辑，杨老师就手把
手教我们，不厌其烦，不停地给我们讲解，好像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教
给我们似的。”

反映凉山农村教育的纪录片 《范韦军和他的１７８个孩子》在大学生艺术节
上获得全国二等奖、四川省一等奖。影片播出后，布里莫小学得到了不少爱心
组织的关注，捐款捐物、修建学校，学校条件得到了改善。

接下来的日子，杨晓军经常带学生深入社会，几乎每个周末都和学生去乐
山周边的农村或山区。他的关注点也转向更多的群体———抗战老兵、留守儿
童、矽肺病人、失独家庭、边缘人群等。在他的带领下，学生也越来越深刻地
理解了新闻人的使命与职责，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更加热爱了。

已经毕业的２０１１级何静说：“可以说新闻这个门就是杨老师领着我们进入

·５·



的，大一时懵懵懂懂，直到大一下学期开始接触广播电视学，以及后来的新闻
摄影、电视采编等方面课程后，才真正地接触新闻。除了课堂上的讲授，杨老
师带我们进行课后的实践，让我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认识社会，才让我真正
理解了新闻这个专业的本质。”

也许是从小历经贫困艰苦的缘故，杨晓军对弱者有种与生俱来的恻隐之
心，对生命存有一份特殊的敬畏之情，所以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关注那些容易被
忽视的弱势群体。“新闻人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要敢于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
头去触摸社会最真实的疼痛，通过自己的报道来伸张正义，促进社会的公平。”
这是杨晓军给新闻和主播专业学生上第一节课时要讲的话，是他对新闻事业的
理解与感悟，也是对学生专业发展的建议和告诫。

２０１１年开始，杨晓军带着学生关注抗战老兵。一次，在医院拍摄完一位
老兵，他和学生收拾设备正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虚弱的老兵颤颤巍巍地举起
自己的右手对着镜头敬了一个军礼，老兵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要去当兵，
保卫祖国。”不久后，老兵离开了人世。他的最后一个军礼深深地刻在杨晓军
的脑海中。还有一次，他们去探访一位老兵，当老兵听说师生们拿了摄像机要
拍他，竟然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将刚洗完的湿漉漉的军装穿在了身上……

经历这些事情，杨晓军意识到，爱国情怀已经流淌在老兵们的血液里。但
有些老兵晚年精神生活孤寂，从那时起，杨晓军便时常带着他的学生，利用周
末去陪老兵们说话、聊天，有时还买菜去老兵们家做饭，通过一次次贴心的陪
伴，老兵们晚年的生活得到了些许慰藉。

如今，不少老兵都离开了人世，在世的也大多９０岁以上高龄了。２０１５年
的一天，几名同学去采访老兵，学生出发前，杨晓军再三叮嘱，老兵们年纪大
了，拍摄要尽可能一次完成，不能过多打扰老兵。杨晓军这些体贴别人、细致
入微的行为让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参加拍摄的石岩林同学说：“杨老师就
是这样一个人，这些不经意的行为让人很温暖。他除了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
做人。”

俄罗斯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 “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
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替代的阳光。”或许杨晓军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如何影响了
学生，但他身体力行的力量就犹如折射到学生心底的阳光，默默地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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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最美青年教师

勇于担当———在挑战中实现自我

２０１４年，杨晓军在武汉大学访学，四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艺术节恰恰在
当年举行。文新学院党总支书记和杨晓军通了一个电话，请他为大学生艺术节
准备微电影作品。放下电话，杨晓军立刻买了返程票，当晚就坐上了回成都的
火车。躺在卧铺上，他彻夜难眠，将参赛的选题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第二天
回到乐山，杨晓军没顾上回家，就匆匆赶到学院去见书记，并最终确定了四个
选题。四个选题就是四部片子，一部片子就需要几百个镜头，工作量是巨大
的。杨晓军二话不说，带着２个老师、１６名学生开始了片子的创作。

那段时间，杨晓军同时承担了武汉大学导师布置的繁重任务和参赛的重
托，没日没夜地来回奔波在武汉和乐山两地之间。四部作品，任务繁重，临近
艺术节截稿时，片子还在后期制作中。为了确保四部作品都能参赛，杨晓军在
学校时就陪着学生待在工作室整夜地编片子，回到武汉大学就通过电话、ＱＱ
视频等方式指导学生制作；白天抓紧时间做导师安排的任务，晚上就熬夜指导
学生做片子，学生休息了还要思考片子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就这样几天几
夜没睡过一个完整觉，丝毫不敢懈怠。那次创作的四部纪录片，在大学生艺术
节上斩获一个全国二等奖。而且，四部影片全部在四川电视台每周五黄金时段
播出，每播一部之后都有一个对杨晓军和学生的专访，让他们谈选题、目的、
意义，在四川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学校争了光。

支撑一个人如此拼命工作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而杨晓军的这种精神，用他
的话来说，“来自于黄土地”。从西北贫困落后的农村成长起来的他深信，做任
何事情都像种庄稼一样，付出越多，收获越多。在他看来，吃苦耐劳，坚忍不
拔，敢挑战，有担当，那是必须的。

工作五年多，杨晓军在教学、科研方面均表现优秀，赢得了同事、学生的
普遍赞誉。文新学院党总支书记熊泽文曾这样评价杨晓军：“他的工作干得非
常仔细，很多教学计划、考试方案等都是其他老师参考的范本，事情交给他，
我们很放心。”短短五年时间，杨晓军指导学生捧回一个个奖杯和获奖证书。
截至目前，他指导的学生已获得大学生艺术节全国二等奖２项和四川省金奖２
项、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三等奖１项、全国大学生微电影大赛最佳创意单
项奖以及其他全省以上赛事获奖３０余项和各类学科竞赛奖励近５０项。他发表
学术论文１３篇，其中核心期刊６篇。近三年完成科研分１１０７分，教学排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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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排在前５名。
“听说你是夜猫子？”
“是的，白天要上课，空闲时还有其他工作任务，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来

阅读书籍，磨砺磨砺自己的思想。”
“在很多人看来，经常熬夜对身体不好。你已经３５岁了，没必要那么拼命

了吧？”
杨晓军陷入了沉思。短暂的停滞之后，他笑着说：“作为一个从黄土地大

山里走出来的人，我想我应该让这种 ‘黄土地精神’在这里留下一点痕迹吧！”
他的眼神里透露着一个而立男人应有的豁达与坚定。

这就是杨晓军，一个将 “黄土地精神”带到三尺讲台和我们美丽校园的西
北汉子。

（学生记者：李雪　冉亚萍　指导教师：石燕京　赵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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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最美青年教师

旋转在三尺讲台上的 “小陀螺”
———记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王柯芦

王柯芦简介：王柯芦，女，３２岁，双硕士，讲师，中共党员。２００９年７
月来校，教龄７年，现为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主要任课：基础英语、英语
阅读、英语口语。科研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近年来发表论文
１０篇，其中核心期刊４篇。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项、省 （部）级课题２
项，主持市 （厅）级课题１项。

王柯芦专注教学，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探索中外教师合作的实景教
学，把绘画引入课堂，摸索出行之有效的英语阅读教学方法，把学生从被动学
习者变成了主动学习者。先后获得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和 “外教社杯”
全国外语教学大赛四川赛区二等奖。她牵挂学生成长，助力学生专业发展，指
导学生参加英语演讲比赛、大学生英语竞赛、考研。她执着科研，在教学中开
展研究，用研究成果反哺教学，并深入中小学开展实验和服务地方。身为英语
系主任，她奉献系部，改良专业英语教研活动，建立教研工作坊，营造教改氛
围；她推动青年教师共同成长，带动他们参加省级教学比赛，共同促进外国语
学院的发展。

盈盈一握的小陀螺，以生命的全部力量旋转出美和坚持。外国语学院英语
系主任、双硕士、青年教师王柯芦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小陀螺”。她身材娇
小、精力充沛，像陀螺一样每天转个不停，在她钟爱的三尺讲台上奉献着赤诚
与阳光。

外为中用———初心回馈母校

王柯芦２００２年考入乐山师院，２００６年到四川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三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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