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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在黑暗中拥抱光明
文l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任廷会

刘芳，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的盲人女教师。她没有在黑暗中沉沦，反而活出了前所

未有的精彩。 “我不会向命运低头。”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她是一个敬业、乐观、坚强的

教师。”

“她爱唱、爱笑、爱美。”

“刘老师比很多身体健全的人都

更坚强。”

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的领

导、同事和学生看来，盲人女教师刘

芳不仅没有随着“黑暗”消沉，反而

更加阳光，传递着浓浓的正能量。

“我今天穿得漂亮不?”11月18

日，身穿红色旗袍、内搭黑色毛衫的

刘芳以这样的开场开始接受采访。她

长长的睫毛下，闪着一双灵动的眼睛，

让人难以觉察出异常。

不向命运低头

读大学时，刘芳的眼睛就已经开

始出现夜盲症状，但她没有在意。

1993年，23岁的刘芳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麦架中学(现白云区第三中

学)做语文教师。几年之后，她的夜

盲症蔓延到白天，“眼前总觉得有水波

纹晃动，波光闪闪。”

1997年8月，刘芳在省医接受眼

睛检查手术后被医生告知：“你患的是

视网膜色素变性，将来你会成为一个

盲人。”

“真是晴天霹雳!”她至今清晰

记得当时那种悲痛：“五雷轰顶、绝望、

泪流成河⋯⋯”

回到家，看着才8个月大的儿子，

她心如刀绞：“如果我不在了，儿子怎

么办?”她开始思考往后的人生该怎

么走。

“为了儿子，我必须坚强。虽然

以后会看不见，但我还活着，总比得

癌症好很多。”这个念头支撑着她勇敢

地走过接下来的十年时光。“到2007

年时，我完全被黑暗包围了。”

“我要记住世界的色彩。”1997年

之后的两年里，她报了一个美术班：

学习素描、下乡写生、削作脸谱⋯⋯

她争分夺秒地阅读大量书籍。在

2001年看完最后一本纸质书《笑傲江

湖》后，她开始依靠听读来为自己“充

电”。直到这个时候，家人才知晓了她

的病情。

丈夫在凯里工作，常年不在家。

虽然已经失去光明，但她依然坚强地

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直到后来父母搬

来同住。“我不会向命运低头。”回顾

往事，她语气坚定。

舍不得三尺讲台

“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儿。”面对苦难，刘芳常常唱歌激励自

己。

面对生活的磨难，

刘芳选择在黑暗中拥抱光

明，用美好的心灵和行动

给予他人光明和感动。图

为刘芳给学生上德育课。

(蒲学光／摄)

1月14B．2015年qb国自行车联赛”珍酒杯”贵州遵义·汇川海龙屯站比赛在汇川体育运动中心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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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无能。”

在家时，扫地、洗衣、倒水、炒菜，

她样样做得来；在校时，去楼下的厕

所，从讲台到教室最后一排，她熟练

的动作与常人无异。

尽管生活艰难，但她舍不得放

下自己钟爱的三尺讲台。2003年至

2007年的四年间，是刘芳最为艰苦的

岁月。学校领导了解到刘芳的病情后，

担心她会耽误学生，便多次劝导她辞

职休假。“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

不仅不会耽误学生，还能帮助更多学

生。”

为了把课上好，在同事的帮助下，

刘芳利用残存的一点视力，把初中三

年的语文教材里重要篇目中的难点与

重点，全部熟记于心。

在教室里，她用声音掌控着课堂，

像磁铁一样吸引学生。这得益于刘芳

天生具有的幽默感，以及富有感染力

的表达。她的课生动有趣，她像个相

声演员一样运用说、学、逗、唱等形

式上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深受

学生欢迎。

无论是上课还是批改作业，刘芳

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比如作文课，

起初她让每个学生带着作文到办公室

朗读给她听，然后由她点评。之后，

她把作文评阅从办公室转移到教室，

学生朗读完自己的作文后，她凭借超

强的记忆，迅速对文中的细节做精彩

点评。

学生成绩不但不受到影响，反而

越来越好。虽然刘芳带的班级多是“问

题班”或者“双差班”，但是这些班

级学生在中考时成绩常常名列学校平

行班级第一。2005届中考，学校前三

名语文高分都出自她所教的班级。

尽管教出了成绩，但她依然面临

考验。2006年，新任校长何代乾跟她

说了来自家长们的担心。“别人能做

好的事情我照样能做，甚至比他们做

得更好，为什么不让我留下?你们要

我离开我的讲台，离开我的学生，这

等于是要我的命。”刘芳的坚毅、执

着深深打动了校长。

德育教育的“活教材"

白云区第三中学地处城乡结合

部，不少学生属于留守儿童。加上初

中生正处在学生叛逆期的阶段，学校

方面打算安排老师对这些学生进校心

理辅导。

2 008年6月，刘芳走上了学校

为她创设的新工作岗位一一心理咨询

老师。

“眼睛看不到，改不了作业、试卷，

这会加重同事的工作量。何况，实施

新课改后，语文教材的一些篇目都改

了，如果我再教下去会对学生不好。”

考虑到这些现实因素，刘芳决定忍痛

割爱，放弃自己最喜欢的语文教学。

心理咨询室开设后，每天都有不

少学生去找刘芳寻求心理辅导。刘芳

用爱去倾听学生们的真情实感，用情

感去感化学生，为学生建立个人成长

档案袋。

201 2年的一天，某班级一位语

文老师焦急地跑到刘芳办公室求助：

语文课上，学生张伟(化名)回答问

题时出现错误，老师不停地念叨，张

伟站起来大吼一声“那我就错了呗!”

看着张伟的这种态度，语文老师更加

生气，继续念叨。于是张伟采取了极

端的方式，用圆规不停地划自己的胳

膊。惊慌之下，语文老师赶紧拉着这

位学生来到刘芳的心理咨询室。

刘芳叫张伟坐下之后，轻轻地拉

着张伟的手，当她触碰到张伟流血的

手腕后，刘芳流泪了。看着老师哭，

张伟也嚎啕大哭⋯⋯待到平静下来

后，刘芳开始给学生作心理辅导。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呢?”

“我越说错，老师就越生气，我

只能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稳定老师的

情绪。”

“如果我是你妈妈，我得心疼死，

世间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我看

不见都可以做到，你也可以⋯⋯”

过了一会儿，张伟站起来，扶住

刘芳的双肩：．“刘妈妈，我以后再也

不会这样了。”

瞳2015年12月，第45期I 37

为了缓和张伟与语文老师的关

系，第二天班会课，刘芳前去代课。

刚走到教室门口，刘芳就风趣地说“儿

子，我们又见面了。”

正当同学们不解之时，张伟昂首

挺胸地跑到门口牵着刘芳走上讲台。

拉着张伟的手，刘芳知道这个孩子已

经领悟到了老师的苦心。

每个学期，刘芳都要到金校所有

班级至少上两次课，针对学生们存在

的共性问题进行疏导。此外，她每周

都去学校乡村少年宫道德讲堂给学生

们讲故事，并常常去校外多家单位做

讲座。

刘芳失明后先后完成了两部小

说，其中1 7万字的((石榴青青》已

经出版，她把出版费捐给了贫困学生。

“我这样做是希望有更多人关心农村

教育，关注留守儿童。”

在校长何代乾看来，白云区第三

中学拥有优良的校风校纪，与刘芳有

很大的关系。“我从来不刻意去给学生

或者老师们上德育课，因为刘芳就是

我们学校的‘活教材’，她给我们带来

的正能量和希望胜过任何德育课堂的

说教。”何代乾说。

对话刘芳：

记 者：你为何能赢得学生的信

任?

刘 芳：我坚持用情感去感化学

生，坚持用爱倾听学生心声。对有困

难的学生要真诚地去帮助，耐心地去

开导，让他们走向阳光：

记者：你的愿望是什么?

刘芳：接下来这几年，我有三

个心愿：让学校心理咨询室T作更上

一层楼；出版自己的第二本书《花开

十年》，讲述农村学生的可爱和对好老

师的渴求；用卖书所得的钱．帮扶更

多贫困生。

(责任编辑／王远白)固

11月16日． “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在凯里市开幕。‘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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