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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9月8日上午，在平顶山学院图书
馆6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段纳正在电脑
前制作课件，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繁体字
的《中国文学概论》，那是她祖父段凌辰
的著作。每每看到这本书，她便有了无
形的精神力量，推动自己在传承先辈衣
钵、赓续家学之路上不辍奋进。

段纳的祖父段凌辰是河南省早期
高等教育先驱者，父亲段佩简是我市教
育事业发展奠基者，她本人是河南省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平顶山学院
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主任。他们一
家三代投身教育事业，直系家庭成员中
有8人长期耕耘在教学一线，累计教龄
超过240年。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段纳
家庭被评为河南省首批教育世家。

国学大师学识渊博
教书育人薪火相传

段纳教育世家的第一代教师是她的
祖父段凌辰。“老人家是一位国学大师，学
识渊博。”段纳拿出祖父的著作、照片等，
讲起祖父的传奇故事，话语中满是崇敬。

段凌辰是国学大师黄侃的高足，
1935年被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培
养了一大批名师。战乱年代，段凌辰随
河南大学辗转流亡，却始终讲筵不断，
笔耕不辍。在整理祖父的诗文、著作之
时，段纳总会有高山仰止之感。

“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祖父在师
生欢庆会上吟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全校师生深受感动，被记录在河
南大学校史上。”段纳叹息道，“可惜祖
父英年早逝，年仅47岁。”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段凌辰给学
生及后辈留下了弥足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一手打造的“爱国、真诚、严谨、创新”
的良好家风也代代传承下来。

段纳的父亲段佩简从河南大学中文
系毕业后，继承父亲衣钵，先后到当时的
平顶山市一中、平顶山师专等校任教。他
是平顶山建市后的第一批教育工作者，为
我市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段纳的母亲王国英退休前是新华
区中心路小学语文教师，她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爱校如家，1993年被评为平
顶山市优秀教师，入选当年天津科学院
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语文名师传略》。

在家庭的熏陶和父母的言传身教
下，段纳从小就萌生了当老师的愿望。
1987年，她从平顶山师范学校毕业后，
开始在平顶山师专图书馆从事管理员
工作。在祖母、父亲、家人的鼓励下，她

以顽强的毅力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学
历水平和知识水平，最终成长为一名合
格的大学教师。

教师伉俪比翼齐飞
良好家风代代传承

段纳的祖父、祖母是一对教师伉
俪，在战乱年间风雨同舟，始终恪守读
书济世、教书育人的使命。

“我祖母写得一手好字，是那个年代
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她独自把4个孩
子培育成才，将长子段佩简培养成优秀的
人民教师。”在段纳看来，祖父母是那个年
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特有家国情怀。

“祖父著有《中国文学概论》等著
作，他以西方文论的理论框架，观照传
统中国古典文学，黄侃先生作序，给予
了高度评价。”至今阅读祖父的著作，段
纳都感佩不已。“祖父教书、学习、著书，
教学相长，知行合一。”段纳总是以祖父
等长辈为榜样，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勤
学奋进，不敢有一丝懈怠。

段纳的父亲、母亲也是教师夫妻，
把教书育人当作最高追求。“父母经常
备课到深夜，有时会觉得他们对学生比
对我们儿女还要好！”段纳说，父亲退休
后，还拿出自己的微薄积蓄，捐资1万元
设立“佩简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
优、有写作特长的贫困学生。

受父母影响，段纳立志成为像他们
一样优秀的人。她是平顶山学院最先
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之一，主讲的《普
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于2018年成为国
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一流线
上课程、河南省级一流课程；主持建设
的《大型节目转播流程虚拟仿真课程》
于2021年成为河南省级一流虚拟仿真
课程。在教学一线从教22年，她先后
获得“河南省高校教学名师”“平顶山市
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段纳的丈夫鲁书喜也是平顶山学
院的教授，夫妻俩携手共进，不断成长。
鲁书喜先后获得“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
带头人”“平顶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
称号，还入选平顶山市政协智库专家。

段纳的姐姐段绥、姐夫王孟州也是
平顶山学院的一对教师夫妻，分别获得
过“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工会
工作者”等荣誉，在各自的教学领域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

段纳家庭的下一代也已长大成人，
外甥女王晏然在浙江任教。段纳的儿
子鲁鹿鸣正在考研，将来准备接棒教师
工作。代代传承，接力奉献，为国育才，
这便是这个教育世家的“教育情结”。

段纳家庭：

三代赓续教育梦
百年传承好家风

□本报记者傅纪元/文 禹舸/图

这是一个一家三代有5位人民
教师的家庭。“踏实、严谨、敬业，教好
每一节课，做好每一件事。”秉承着这
一家风传承，这个家庭里的人民教师
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教育战线，
用责任与信念接力奉献社会。

一张迟来的“全家福”
9月6日下午4点，宋庆才一家

三口陪着年近80岁的父亲宋汝瑞从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来到位
于市区联盟路西段的市实验中学。

“这几天，亲朋好友、同事还有我教
过的学生纷纷给我打电话，祝贺我
们这个家庭获得全省首批教育世家
称号，感谢大家的关心。”宋庆才笑
着说。一家人很少有时间能聚齐，
当天下午在市实验中学任教的大哥
宋庆北有课，因此其他家庭成员就
抽空集中到大哥教书的地方，借摄
影记者的相机拍下“全家福”。

宋庆才的女儿宋鋆涵 2020 年
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
绩进入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任教。
9 月 6 日下午，她特地开车从郑回
平，拍完照片还要赶回学校。2016
年高考，宋鋆涵考了590多分，有不
少大学和热门专业可以填报，可她
毫不犹豫地报考师范类院校。“从小
就受到家庭熏陶。我们这一代人中
我堂哥和我已经就业，堂哥因为没
能成为一名教师感到遗憾，他曾经
告诉我一定要把教师这份事业传承
下去。”宋鋆涵说。

宋庆北此时正在教室里上开学
第一课，今年他教九年级两个班的语
文。从教33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
优秀教师、省文明教师、市优秀班主
任等荣誉称号。同事们对他的评价
是：踏实肯干，工作上不计个人得失。

4点半左右，上完课的宋庆北匆
匆走出教学楼，老中青三代五位教
师聚在一起。市实验中学校长马艳
丽向这个家庭的领头人宋汝瑞送上
鲜花，对他们长期扎根教育事业、爱
岗敬业、接力奉献的大爱表达了崇
高敬意。

在“咔嚓、咔嚓”的摄像机快门
声中，一个个幸福的瞬间被定格下
来。

教师“夫妻档”携手育桃李
9月7日上午8点半左右，位于

示范区滍阳镇的市十中校园内书声

琅琅，这所农村寄宿制中学已开
学。早上6点，宋庆才的妻子郭秀茹
已经到学校陪学生上早读，上午她
还有两节英语课。夫妻二人同在一
所学校教学，多年来扎根农村学校，
为一届又一届的农村孩子点燃了理
想与希望。他们栉风沐雨，把学生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呵护。妻
子郭秀茹回忆，大女儿没上幼儿园
以前，由于没人照顾，只能把孩子带
进学校。遇到两人同时上课的时
候，孩子睡醒后没人管，哭着喊着逐
个扒开教室的门找妈妈，那种场面
至今令她记忆犹新。

宋庆才告诉记者，父亲宋汝瑞
1966年参加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
给了教育事业。他德高望重，桃李
满天下，滍阳镇几乎没人不认识他，
有的甚至一家几代人都是他的学
生。他对学生严格又慈爱，带领学
生跑早操，批阅作业到上灯时分。
他还经常利用放学后和星期天，帮
学生洗头，给学生们理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缺少教
师，宋庆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
这条道路。从教36年来，他先后在
多所农村偏远学校任教，教过的学
生有2600多人，写过的教案近200
本，先后获得省级骨干教师、市级先
进工作者、市级优秀德育工作者等
20多项荣誉称号。

近80岁老教师的荣耀时刻
何为“成功的人生”？对于年近

80岁的宋汝瑞老人来说，执教近40
年无怨无悔、子孙后代多老师、桃李
满天下，就是他的光荣和骄傲。9月
7日上午10点多，老人坐在家中的沙
发上，白发稀疏，精神依然矍铄。一
沓厚厚的旧资料摆放在茶几上：
1977年全市先进工作者、1980年全
市“四化”建设先进生产者、1983年
全市制作教具先进积极分子……一
张张发黄的奖状和证书见证了老人
在教育事业上的奋进历程。

“我的父辈兄弟6人，其中3人
曾就读于淮阳师范学院并从事教育
行业，算到儿子这辈，我们这个大家
庭有21个教师。”宋汝瑞回忆道。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
长很重要。宋汝瑞的一言一行对
子孙后代产生了良好影响。在这
个家庭里，每一个人都在坚守，在
平凡的工作中践行着“薪火相传
育桃李”，让师德师风在传承中闪
光。

宋庆才家庭：

三代五人当教师
传道授业育桃李

宋汝瑞拿出当年获得的各种奖状和家人分享

段纳（穿白
短袖者）与家人
（母亲、丈夫、姐
姐、姐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