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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为师

新学期开始，学生尚未全部返校，但潍
坊学院体育学院院长赵健的教学已经在进
行了，为学生示范动作，在双杠之上翻腾，标
准的动作中看不出这已经是一位即将迎来
自己第36个教师节的老教授。

36年，始终处在教学第一线，在赵健看来，
这都是自己的本分。“从小就在这种认真从教
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赵健说，在他们家，老教
师不止他一个，教师更不止他一个，“每个人都
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分子，在自己的
位置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赵健的父母如今住在山东财经大学燕
山校区的家属楼，这对分别已经92岁高龄和
88岁高龄的夫妻，便是赵健口中那两个真正
的老教师。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年的两个年
轻人相继成为老师，从教生涯辗转多地，从
济南到菏泽，又从菏泽到济南，如今两人的
两个儿子、儿媳、女儿以及大孙女也相继成
为人师。

“一家11口人，8人都是或曾经是人民教
师。”拿着一家人的合影，一个个介绍着，赵
健的父亲赵瑞麟脸上也挂满了自豪，他也曾
是一名大学体育专业的老师，母亲田斌则在
中学教书育人。赵健是两位老人的二儿子，
二儿媳张云华也在潍坊学院体育学院“并肩
作战”30多年，大儿子赵明是中国农业大学
的教授，大儿媳刘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女儿赵静是所有儿孙中离
两位老人最近的一位，是山东财经大学的一
位教学秘书，大孙女则是清华大学的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

“当老师好呀，什么时候都需要教书育
人，我们那时候艰苦，是为新中国的教育事
业拓荒和奋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
务，但这些孩子们都比我们优秀，在新中国
教育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家工作得都兢兢业
业。”赵瑞麟说。

在家里墙上，挂着老人的几幅书法作
品，其中一幅便是写给自己大儿媳的，作为
中国航天领域的知名专家，两位老人也把她
当作这个家里的骄傲。

身正为范

在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赵明这个学期的课程依旧排得很满，一个学
期带四门本科课程，总共差不多160个学时，
年届六旬的赵明对每一堂课都不敢马虎。

“不备课不上课堂，对待每一堂课都要认认
真真，这或许也是从父母那儿传承而来的
吧。”赵明说，从教近40年，他从未间断给本
科生上课。2020年，赵明成为北京市教学名
师，但在他看来，这并不算什么。“与父母的
从教生涯相比，我们都还差得远。”

“当老师就是平平凡凡，但也要踏踏实
实。”虽然深得儿女们敬重，但说起自己的教
师生涯，赵瑞麟总说“脑中空空”。“当老师那
些年，就是想着完成党和国家安排的任务，
就是想着对学生和教学负责。”

作为一位大学体育教师，赵瑞麟当年的
《简易田径场地测画》《田径竞赛的组织与裁
判法》《田径运动场地》等著作如今都对田径
场地的建设等有着指导意义。“要说要求孩
子们做过什么，大概也没有，但我希望，当老
师要做到两个点，对学生要严格、对教学要
负责。”

在每个子女的家里，都收藏着赵瑞麟的
一部书法著作，其中关于“师”字，赵瑞麟有
着自己的诠释，“肩负重任、教书育人、尽心
竭力、为国为民。”关于“德”字的诠释则是

“育人品、明善恶、知荣辱、是非分”。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平常的生活中，

老人们并不会说什么，所谓传承下来的或许
就是一种氛围，是他们一言一行中给子女儿
孙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自己的公婆，二
儿媳张云华一直心怀敬意，对于公公的那本
书，她也一直将“师”字和“德”字那两页单独
标记了起来。

“自己也已经退休，但即便现在与老人
交流起来，也时常会受到启发，当了33年老
师，也希望自己能把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传
递给每一个学生吧。”张云华说，她也依稀记
得当年丈夫赵健带着学生参赛，让她自己每
天煮鸡蛋给学生们补营养的事情，“对待学
生就像对待孩子一样。”

“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两个对他们的
学生比对我们这些子女都好。”赵静自小一
直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小妹。如今也已经在山
东财经大学工作15年，每当面对学生，她总
会多出几分耐心。“每当面对学生时，心里也
总会出现父母对待学生时的那些画面，有时
想想，这也许是从父母那潜移默化学来的。”

学生来寻

在位于山东财经大学院内的家里，除了
过节，基本只有两位九旬的老人。但这里安
静却不冷清，赵瑞麟喜欢练练书法，田斌没
事喜欢活动活动，赵瑞麟退休后创立的手杖
健身法也是两人共同的爱好。

此外，这里还不时有昔日学生打来的电
话或学生们的来访。

“两人退休30多年了，他们当年的那些
学生也算得上老人了，但那些学生依然时常
来探望这两位老师，子女不常在身边，但两
位老人的‘子女’并不止这些。”赵静说。

2020年5月，独自在家的两位老人迎来
了一位冒雨而来的客人，田斌打开门，来客
便是一句，“田老师呀，咱们30多年没见了！”

一句突然的问候让老人心情激动，这位
访客是几十年前老人在菏泽师专附中任教
时教的一位学生。

“这么多年了，特别想念田老师，只打听
到她在那边住，不知道是哪栋楼，那天下着
滂沱大雨，从上午打听到下午，才找到田老
师家门。”这位从菏泽专程赶到济南的学生叫
刘洪存，如今也已经60多岁，对于昔日的老
师，依旧念念不忘。“那时候家里困难，自己家
里纺的棉布，把布拿到学校，衣服都是田老师
给缝的，还缝得特别好看。”刘洪存说。

事实上，“刘洪存”并不止一个，在田斌
老人的记事本里，保存着一份同学通讯录，
那是济南第三十九中学六八级（7）班的同学
通讯录，这是老人1970年随丈夫去往菏泽

前，在济南第三十九中学教的唯一一届学
生，通讯录是大家2006年聚会时制作并送给
老人的。

“搬家去菏泽那一年，我读一年级，那天
早晨我打开门那一刻，门外都是母亲从济南
各地赶来送别的学生，有人早上5点就在门
外等着了，那个场景至今都是童年最深刻的
记忆之一。”赵明说，纵然父母此后在菏泽一
待十几年，但这些学生却一直惦记着这位田
老师。“1993年，那时我们都在外地工作，母
亲的60大寿也是这些学生们帮着操办的。”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身为老师，可能
要比他们的父母想得更多才行。”每每见到
同样已是老人的那些学生，田斌和赵瑞麟也
甚是感慨。“这些年他们都生活幸福，不是我
们做了什么，那其实都是教育的功劳。”

家风传承

当自己的儿辈也已渐渐老去，在这个教
育世家，也迎来了第三代老师。2020年，家中
的长孙女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后，放弃了一
所国外高校的终身教职回国，如今已经是清
华大学的一位副教授。

“科研固然要好好做，但教学一定要做
好。”这是赵瑞麟嘱咐孙女的，在他看来，教
书育人依旧是教师的本分和最重要的职责。

职业生涯从当年的山东师范学院（今山
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到远赴菏泽参与
创办名噪一时的菏泽师专体育系，再到返回
济南任教于当年的山东经济学院，当过系主
任，也当过副校长，是山东省劳动模范，也曾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果说有点什么成绩，
那还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老师。”赵瑞麟说。

在当年的菏泽师专体育系，赵瑞麟曾担
任全国体育系教研组组长，对老师“三
严”——— 严格备课、严格教学、严格考察学
习，学生则要“三会”——— 会做、会讲、会教。
那时的菏泽师专体育系，不仅为菏泽，也为
全省许多大中小学提供了大批的优秀体育
教师。

“我们那一批的学生，后来都是各个学
校的骨干。”今年64岁的韩晓惠是济南大学
的一位退休老师，她是恢复高考后，菏泽师
专的第一批学生，同样身在济南的她每年都
会去探望一下自己的老师。

“依然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宁愿你们在
学校骂我两年，不能让你们工作后骂我一辈
子’，他的严格、他的慈爱让我们每个学生都
受益匪浅。”韩晓惠说。

“一家8位老师，放在中国众多的老师
中，我们都是平平凡凡的一员。“赵健说，如
今，在培养体育师资的事业上，他也依然在
延续着父亲曾做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就要对每一位学生
负责，精益求精，脚踏实地，从教30多年，从当
年的昌潍师专到如今的潍坊学院，最令我们
欣慰的也同样是我们的毕业生撑起了当地中
小学体育教育的那一片天。”赵健说，对于他这
一辈来说，教师生涯已经所剩无几。

“从没算过都教过多少学生，如果从父
母那一辈算起，我们家三代人里面都有人坚
守在教育战线上，我们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
学生更多。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我们家
庭的成员。”赵健说。

大学新的学期开始，潍坊
学院体育学院院长赵健也开始
忙碌起来了。在这个三代11人
的家里，开始忙碌的不止赵健。

“家里11口人，有8人是老师，我
和妻子在潍坊，女儿和大哥大
嫂在北京的高校，父母和妹妹
在济南。”赵健一大家子虽分处
三地，但相同的职业，让这个家
庭彼此联系得更为紧密。但在
他们看来，他们的家庭成员远
不止这11个人。

赵瑞霖曾经执教数十年。

赵健（左）指导学生做体操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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