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名单公布，
10 位老师获评“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

辽 宁 省 本 溪 市
本溪满族自治县第
五中学的教师张万
波，成为辽宁唯一获
此殊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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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教师节前夕，2021 年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名单公布，10位老师获评“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五
中学的教师张万波，成为辽宁唯一获此殊荣的
人。

这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涵盖了高教、职

教、中小学、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教育，同时兼
顾了地域、民族、性别、年龄等因素，既有高校勇
攀科研高峰的领军拔尖人才，也有在乡村默默
奉献的一线教师。

向他们致敬！向张万波老师致敬！
张万波 男，满族，1973年2月生，中共党员，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五中学教师。
他扎根乡村教育24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坚

持教书育人，用耐心和爱心教会农村孩子学习
知识、学会做人。2009年晋升高级职称后，一直
从事着毕业班的数学教学和教务主任的工作，
多年担任班主任工作。他热爱学生，视生如子，
潜心钻研业务，课堂上关注每一个学生，不放弃
每一个学生，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和尊敬。
他多次担任师德报告团、专家型班主任论坛主
讲人，积极分享扎根乡村的教育教学做法。曾
获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

辽沈晚报记者 闫柳

张万波获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张万波在辅导学生。 本人供图

曾祖卜凤义教数学，祖父卜恩林教数学，父
亲卜飞教语文数学，她，卜俊婧，教音乐，一家四
代都是教师，桃李满天下。“踏实教书，精心育
人”，这是卜家人骨子里认准的理，也是传承百
年的家风。

在鞍山岫岩，卜家四代人从事教育延绵百
年，这在当地早已被传为佳话。

一家四代皆为人师 传承百年

1983年1月，卜俊婧出生在岫岩三家子镇，
小时候，坐在家里就能听到旁边学校传过来敲
铁管的声音，那就是学生上下课的钟声。透过
学校的院墙，就能看到成群的小哥哥、小姐姐在
操场上游戏奔跑的身影；琅琅书声不时飘过来，
卜俊婧梦想着早日背上书包坐在书桌旁。看到
父亲从学校下班回来，她总会问上一句，“爸，我
什么时候能上学啊？”

6岁时，卜俊婧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小学生，
当时爸爸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我什么时候能
成为爸爸的学生啊？”和爸爸一起上学，一起放
学，虽然未能进入爸爸教的班，但在她幼小的心
灵里就早早地感受到，读书是件特别快乐的事，
学校是最纯洁的地方。

小学毕业后升入三家子镇中学，因为这里曾
是爷爷工作过的地方，她愈发觉得亲切，“将来我
也要像太爷爷、爷爷、爸爸一样，当一名老师！”

卜俊婧考入鞍山师范学院音乐专业，2003
年，毕业后便返回母校担任音乐教师，那一年她
才 20 岁。卜俊婧在母校效力 16 年后，经过考
试，进入六七十公里外县城内的岫岩实验小学。

一家四代皆为师，延绵百年，这件事在小小
县城早早就传开了。

乡村教育起步艰难

能够吸引穷苦人家的孩子进入课堂，是卜
家的第一代教师卜凤义认为最实在的事。

地主家庭出身的卜凤义是旧中国乡村教育
的实践者，他出生于清末，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
始在岫岩北部的汤沟、石庙子等地从事教育工
作，主要是教授数学。那时正逢新的社会制度诞
生，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变革，卜凤义踌躇满志，
但面对愚、贫、弱、私等问题困扰的乡村教育，想
让山沟里的孩子突破封建思想禁锢立即接受教
育却不是件容易事，他不停地宣传，不停地努力
着，他认为，只有多读书将来才能有饭吃。

卜凤义教授的数学由浅入深，层层推进，深
得孩子们喜欢，他也成了全县知名的数学老
师。经过他30年的努力，许多村里的孩子走出
了村，走出了县，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他的6个子女也都学有所获。

1949 年，卜家第二代教师的接力棒落到了
刚刚从东北大学毕业的卜恩林身上。卜恩林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三家子中学，几年后，又到海城
一中、二中等学校教书，在临近退休时又回到了
三家子中学。由于卜恩林学识高，业务能力强，
获得了极佳的口碑。

教育世家出了二十多名教师

读书会让学生飞得更高更远，这是卜家第
三代教师卜飞认为最实在的事。

卜飞回忆起四代人从事教育的往事，中国
历史千秋万代，卜家的百年四代沧海一粟，只是
新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在学校，我没教过女
儿，父亲没教过我，但我人生之中有幸听过父亲
讲的课，那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到寒暑假，
他被教育局定为培训教师，专门给我们这些年

轻教师讲课，传授教学经验。”
1971 年，恰逢各乡中小学缺少音乐和体育

教师，初中毕业的卜飞通过考试，成为三家子中
心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先教音乐和体育，一
年后就开始当班主任了，教语文和数学，除了其
间到下面村小帮代过课之外，没有离开过三家
子小学”，卜飞称，38年从教，辛苦，但桃李满天
下的幸福，不是其他职业能体会得到的。

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这是卜家第四
代教师卜俊婧认为最实在的事。

从学习中感受到快乐才会有学习的动力，
由让我学变成我要学，卜俊婧的教学理念与祖
辈们的想法有了明显不同，“这主要还是因为时
代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特点，读书
让我们卜家最受益。”

卜家人世代爱读书，肯学习，培养出了许多
知识分子并走出大山，奔赴祖国建设的四面八
方。但卜家似乎更钟情于教，经卜俊婧粗略统
计，直系亲属中从事教育者达14人，如果再加上
姻亲，总人数超二十人，真正的“教育世家”，“二
太爷、三姑奶、三爷、三爷的儿子、二姑、二姑的
孩子都是老师，我嫁的也是老师，我们家聊不完
的话题就是教育。”

总结四代人的共性——“实”

卜俊婧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曾祖父传下来
的《数学难题三千解》一书，“这本书差不多快有
百年了，还是线装呢，这是我们家教育传承血脉
的见证。”

“踏实教书，精心育人”，这是卜俊婧继承下
来并印在骨子里的家训。老一辈们在乡下苦心
从教，那时条件差，待遇低，但思想特别纯，“蜡
炬成灰泪始干，是对教师这个职业最好的赞美，
如今我们卜家燃烧百年的蜡灿依然在这片土地
上点亮着。”

卜俊婧分析道，从曾祖那里传承下来的为师
之道，就是一个“实”字，内心充实才淡定，脚步踏
实才沉稳，语言平实才至真，思想朴实才致远。

卜俊婧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喜欢看他们
善良可爱的眼神。备课讲课从没有觉得累，反
而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能够把自己所学教
给他人就已经是收获了。

百年来，让卜俊婧感受最深的还是乡村教
育在硬件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她所在的实验
小学百余平方米的舞蹈教室就有两个，音乐教
师多达8名，这在以往是不敢想象的。

教授8个班，每周16节课，卜俊婧仿佛每一
天都走在祖辈们踩过的道路上，但这条路少了
荆棘少了坎坷，这条路更光明也更厚重，内心虽
然充满无限自豪，但也觉得重任在肩。

这条路还将有后来人，卜俊婧的女儿虽然
今年只有 6 岁，最大的梦想依然是走上三尺讲
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如果这个梦想真要是
实现了，那她将是我们家的第五代教师。”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一家四代皆为师 百年前数学书还留着

卜俊婧准备参加演出。

卜俊婧正在指导学生进行基本功训练。 本稿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