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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西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
吕嘉豪，依然忘不了在“一外”读书的那三年。“我是‘一
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那三年的生活很充实、很快乐，
还给我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吕嘉豪说。

2017 年，吕嘉豪曾和同学一起去尼泊尔旅行。
旅行中，吕嘉豪依靠良好的口语能力成为“随行翻
译”，帮助同学避免了很多麻烦。得到同学的夸奖，
吕嘉豪颇为自豪：“为啥同样是一所学校的同学，我
却能给大家做‘翻译’？这与我良好的口语基础是分
不开的，而这个基础就是在‘一外’打下的。”他还记
得，在“一外”上学时，老师在英语教育中非常看重口
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他的英语根基也由此打得很扎
实，让他受惠至今。

如今，吕嘉豪的妹妹跟随哥哥的脚步，也在“一
外”上学，吕嘉豪说：“放假的时候，我会偶尔接送妹
妹。看到母校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我很感慨，很感
激，感谢她对我的三年培养，让我学会了自立，让我

学会了去独立解决问题。”
如吕嘉豪所言，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一外”更

加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自强能力。为使学生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一外”高标准训练学生课堂常规、集
会常规、出操常规、路队常规，班主任还会根据各自
班级的情况设立“卫生小白鸽”“守纪小明星”“礼貌
小榜样”“进步之星”等奖章，用以激励孩子。同时，
该校老师还会利用班队活动时间，结合孩子的年龄
特点和学校的每月主题，开展“好习惯伴我行”“整理
真有趣”“我是自理小能手”“文明礼貌好榜样”等主
题班会，并通过看动画、读儿歌、讲绘本等多种多样
的形式，激励学生提高自理能力、养成文明好习惯。

也是因为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一外”吸引了
更多孩子的到来。63 岁的襄城县颍阳镇邢庙村村民
张留安便是“一外”的“铁粉”。他的孙女从“一外”毕
业后，目前在市七中读九年级，成绩优异，被家人寄
予厚望。他的孙子也沿着姐姐的成长轨迹，成了“一

外”四年级的一名学生。
张留安是非常注重家庭和教育的老者。当时，

为了给孙子、孙女选择学校，他跑遍了许昌市区和襄
城县的民办学校，最终，他被“一外”的教育理念和良
好管理所吸引，说服家人把孩子送到了这里。“开始，
村上还有人说风凉话，说有钱‘烧’哩了，还把孩子送
到许昌上，在哪儿上还不都一样？！”然而，当孩子在

“一外”生活、学习一段时间后回到村里，乡亲们的口
风就完全转了向。“你看看，这孩子送到好学校硬是
不一样，恁小就这么懂礼貌，还会自己洗衣服，不简
单！”

孩子的成长，让张留安“扬眉吐气”，也让他对“一
外”充满了感情，他从河里捞出小鱼小虾，舍不得吃，收
拾干净非要送给学校领导；地里的玉米、花生长成了，
也想着要送给老师……这位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
老农，用最朴实的方式，给予“一外”特殊的“嘉奖”。

一首歌中唱道，“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
轻”。从 2008 年到 2019 年，11 年中的“一外”，有人到
来，有人离开，而不变的是，白中兴带领的班子依然在
坚守，“冯瑶们”依然每天激情满满，“吕嘉豪们”依然念
叨着母校的好……老去的、长大的人，陪着11岁的、“正
年轻”的“一外”，创造着、实现着新的光荣与梦想……

“一外”11年，光荣与梦想再启程
——写在许昌第一外国语实验小学建校11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松召峰 通讯员 孙杨

2008 年，许昌实验小学老校长白中兴 62岁，已经退休两年，一项新的任务压到了他的肩上，老骥伏枥，重启创业之旅；

2008 年，22岁的冯瑶大学毕业，应聘到一所初建的学校，看到校园荒草丛生的场景，心里凉了半截，“不行就撤”，是她当时的想法；

2008 年，吕嘉豪 10岁，在家人的安排下转入了一所新学校，三年时光成了他记忆中的温暖，他铭记至今。

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盛世的繁华和民族的灾难集中出现在这一年，让它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这一年，许昌教育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许昌第一外国语实验小学（以下简称“一外”）成立，退休老校长白中兴、应届毕业生冯瑶、懵懂

孩童吕嘉豪在这一年、在这所学校产生了交集。

时间来到 2019 年，“一外”已经悄然走过了 11个春秋，往昔的艰辛铸就了今日的荣光，昨日的奋进沉淀为如今的底气……

今年是许昌实验小学建校 60周年，而白中兴就与其结缘了 55年。
1964 年，18 岁的白中兴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至许昌实验小学工作；1984

年，他走上了该校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副校长、校长等职务。2008 年，市教育局
责成许昌实验小学创办许昌实验小学西校区，即今天的“一外”。彼时，白中兴
已退休两年，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学校的重托，开启了新的开拓之旅。

跟随白中兴一起来到新学校的还有现在“一外”的党支部书记李明及副校
长张书坤、李德安等，他们组成了学校最初的班底。这个班底成了“一外”的

“中流砥柱”，奠定了该校最初的根基。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于彼时的白中兴一行来说，创业的压力是巨大的。

“一外”租用的校舍是一所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的私立学校，校园墙壁斑驳、满
目疮痍。然而，当时，距离开学只剩下 40 天时间，“一外”开始了“旧校换新颜大
会战”，组织多家施工队同时施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学校的翻新。是年 9 月
1日，一所焕然一新的学校呈现在了学生和家长的眼前。

学校“换颜”的同时，招生工作也在艰难推进中。一所位于国家许昌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新学校，要赢得家长的信赖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说服力。“当时大
家都憋着一股子劲儿，一是要招来学生，二是必须要把学生教好。”当时负责招
生工作的李明说。他们发动各种关系，到幼儿园讲发展蓝图，给家长展示师资
力量，100名孩子，成了“一外”第一批学生。

学校还很弱，学生还很少，但发展的规划不能含糊。根据校情，“一外”开
始实施“三五工程”的办学思路，即“加强五项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打造
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战斗力，既有实干精神，又有创新能力的领导团队；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组成一支相对稳定、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加强群团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它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规章制度建设，用严密严明的纪律规范师
生员工的行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用高雅优美的环境陶冶师生情操。“抓好五
项工作”：抓好德育工作，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抓好教学工
作，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抓好体、卫、艺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抓好后勤工
作，为教育教学和师生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抓好安全工作，保障师生人身和学
校财产安全。“突出五项特色”：突出小班化教育；突出养成教育；突出英语教
学；突出特长教育；突出优质服务。

仅用短短三年，“一外”便实现满员。到了近年，每年的招生季，“一座难
求”已经成了常态。

随着生源的增多，“一外”的校园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如今的“一外”，树
木葱茏、芳草萋萋，亭廊生辉、设施完备，处处充满了勃勃生机。该校先后多次
被命名为“河南省民办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民办教育质量特色创建先进单
位”“河南省民办教育名片学校”“许昌市民办教育先进单位”“许昌市管理规范
化学校”“许昌市素质教育示范校”“许昌市绿化先进单位”“许昌市园林单位”
等，并受到省教育厅的奖励。老骥伏枥的白中兴校长也被评为“河南省民办中
小学名校长”“河南省民办教育领军人物”。

学舞蹈出身的冯瑶，肢体语言丰富，在谈到“一
外”、提起学生时她手势更多，动作与声音的顿挫之
间，满满是对学校发展的骄傲。

然而，在 2008年刚入职时，冯瑶却想过做“逃兵”：
“我是我们学校招收的第一批老师之一，当时到的校
园跟荒废了一样，满是杂草，刚进学校心就凉了半截，
直打退堂鼓。”校园当年境况，冯瑶依然历历在目。

而“一外”有着神奇的魔力，让像冯瑶这样的年
轻人，跟着白中兴校长一行，像拓荒者一样，开启了
一所学校的壮丽发展历程。

7 年后，当黄汶老师入职“一外”之时，她的感受
已经与冯瑶当年“被劝退”的心情完全不同。初入

“一外”的黄汶，对这所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彼
此之间的良好关系颇为吃惊。在此之前，她曾在一
所县级市的学校代课，那所学校生硬的管理方式和
机械的工作内容，让她深感无趣，甚至对教师这个职
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然而，在 2015 年加入“一外”
后，她找到了做事业的感觉：“学校把每个老师、每名
学生当作一个个生命个体去尊重，让人感觉温暖、有
力量。”职业带来的自豪感和尊严感，让黄汶更加投
入到工作当中，像那些老教师一样，焕发出了强烈的

进取心，迅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和优秀班主任。
教师团队的激情充沛和无私奉献，来源于学校

在强师德、练师能、暖师心方面的不懈追求。作为一
所民办学校，在维护教师队伍的稳定方面，“一外”相
对于公办学校，做出了更多的努力。“我们提倡‘老师
爱学生是天职，学生爱老师是幸福’，但我们还提出

‘班子成员爱老师’，并在专业成长、政治进步、生活
关怀、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保证了教师
队伍的稳定。”白中兴说。

在平时的工作中，“一外”用制度去激励爱，用精
神去引领爱，励师志、暖师心，让教师更加专注地投
入到日常工作当中。“教师的工作比较琐碎，校园又
是相对封闭的空间，很容易让人产生职业倦怠感。
不间断的反思，触及灵魂的体会，不断去捕捉生活的
点滴幸福，才能保证工作的激情。”李明说，为了鼓励
老师积极打捞教育生活中的感动，提升职业幸福感，
激励他们更好成长，“一外”会定期举行“爱的小故
事”征文比赛，让每个老师定期写“爱生心得”；从年
级到学校，层层推荐，每月评出“爱生模范”，用制度
和激励措施，让老师保持初心、感知幸福。

“一外”还深入教师当中，发现好人好事，树立榜

样。每年的教师节，他们都会评出本校的“金杏坛
奖”，其中专门设置“爱生奖”，奖励那些在爱学生方
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教职工；每年的 12 月底，该校还会
评选“师德标兵”，并借机举行“师德标兵”演讲比赛，
鼓励老师分享个人心得；不断完善班主任考核、奖励
制度，加强班主任工作的过程化管理，让班主任真正
成为学生的“守护者”。

这些措施，在 11 年的传承中，逐步成立“一外”的
“气场”，无声地影响、滋养着生活在其中的老师、学生。

对此，在“一外”工作了 10 年的张丽老师有着特
别的感受。在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她成了孩子们
信赖的“老师妈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对她念念不
忘。前一段时间，张丽接到一个毕业生妈妈的求助
电话：“孩子进了初中，压力变大了，这两次考得不
好，情绪低落，我们也劝不住。孩子一直很喜欢您，
您能不能抽空帮我们开导开导？”这个毕业生是从张
丽班里走出的一名优秀学生，目前就读于我市一所
竞争压力比较大的初中。恰好，张丽与孩子住的小
区相去不远，她便抽空经常找孩子聊天。在张丽持
续的开导下，孩子安然度过了低落期，状态转向积
极、乐观。“现在孩子还经常给我打电话，学习、生活
上 的 琐 事 都 给 我 说 。 这 种 被 信 任 的 感 觉 ，挺 幸 福
的。”张丽笑着说。

冯瑶、张丽、黄汶……正是由他们组成的、坚守
如一的、甘于奉献的、后劲十足的这样一支教师团
队，构成了“一外”发展的基石，助推学校走向更好的
明天，带领学生始终站在校园正中央。

好老师：
有爱心，敢担当，不负芳华为明天

好学生：
学知识，能自立，争做时代好少年

好校长：
带队伍，到城西，兴起一所新学校

“一外”奋发有为的领导班子

师生在“一外”共享快乐时光

集体朗读也是一道风景线

多姿多彩的课外生活

美丽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