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文建出生于虞城县站集镇刘斜村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90年，自幼就梦想成为一名教师的他以优
异的成绩考上商丘师专，成了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
毕业后，根植内心深处的教师情结让他放弃了城里的
优越岗位，回到农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1994年，由于
用眼过度加上突发高烧，导致视网膜脱落。虽经手术
治疗，但仍造成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01。

“那时正意气风发，一位年轻人突然失去了‘心灵的窗
户’，可以想到对我打击有多大。”卢文建说，最让他不
能接受的是，医生给的那份“判决书”：仅凭0.01的微
光，他可能无法再登上讲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是乡村教师的张九英，不
顾家人反对和朋友嘲笑，毅然和这位其貌不扬、一身

“泥土味”的穷小子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爱人不离不
弃，学生陪伴身边，给了我生活的动力。再不振作起
来，不但别人把你当成一位残疾人，而且自己刚开始
的教师梦也会折翼。”在家休养的那段时间，经过激烈
的思想斗争，卢文建下定决心：要用0.01的微光，证明
自己的价值。

教室太熟悉了，可以不用人搀扶。重返讲台，对于
卢文建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备课”。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学生到我家里或办公室。第
一位给我读书的学生叫田青图，我记得非常清楚。他
说，老师，您眼睛看不见，我当您的眼睛，给您读书。”

从那以后，学生用心读、自己用心记，成了卢文建
特有的“备课”方式。无论风霜雨雪，酷暑严冬，这种

“借眼”授课一坚持就是28年。4000多名学生先后给
卢文建读课本、读有关历史方面的报刊杂志，充当他
的眼睛。在这种读与记的过程中，传递着知识，增进着
感情。“我听是一种学习，学生们读也是一种学习。命
运给我关上一扇门，同时也给我打开一扇窗。这些学
生就是我的眼睛，我的窗户。”卢文建说，学生们争着
给他读课本的场景让他不知多少次流下了眼泪。

2003年教师节那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新闻
《卢老师，我就是你的眼睛》，讲述了卢文建“借眼”授
课的感人故事。为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兴趣，失明
以后，卢文建摸索出一套特有的“卢氏教学法”。看不
到学生，他就用“扑克牌点名法”：取两张牌，横竖“坐
标”的交叉点那位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将枯燥无味
的内容编成快板、评书，让学生百听不厌。“夏禹商汤
周武王，秦王嬴政汉刘邦……”对于卢文建来说，他日
常上课的教具就是几张扑克牌和那副打起来叮当作
响的月牙板。

听了卢文建的快板书，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
评论员张彬都说：“我这个岁数听了都能被吸引，那些
中学生们更是感觉很新鲜，肯定便于记忆。”

学生们说，听卢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据卢
文建讲，在学校的多次命题作文《我最喜欢上的课》
中，大部分学生都是写的上历史课时的趣事。

这样独特的教学方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成绩最
有发言权。卢文建的历史课多次获得市、县优质课一
等奖，在教学水平测试中多次获全县第一名。他撰写
的《浅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吸引学生》一文获得河南
省教研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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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是我重度残疾你
仍不离不弃，一守就是一辈子；最真挚的感情
是什么？是我失去光明仍坚守三尺讲台，一站
就是27年……”这是2019年，《教育时报》对卢
文建的一段评价。

除了学生，卢文建还有一双“慧眼”——妻
子张九英。卢文建失明后，妻子不但承担了所
有家务和照顾老人、孩子的重担，还帮他整理
教案、课件。

“当我低迷自卑时，妻子总是笑着对我
说，你可是央视新闻人物，感动中国教育十大
教师……这么多年，我感觉亏欠妻子太多。”说
起妻子，卢文建低下头，眼眶湿润了。在他居住
的那间房子里，除了几张简陋的家具和床铺，
墙上还挂着他们的结婚照。照片中张九英依偎
在卢文建的肩头，面带微笑，目光坚定。

有爱就有光明，学生给他当眼睛；困难时，
他给学生当人梯。每年，卢文建都要拿出一部
分钱，用来资助困难学生。因为家境贫寒，学
生卢红玲考上高中面临辍学，卢文建拿出当
时家中仅有的1000元钱帮她交了学费；学生
刘青文没考上理想的高中，他想外出打工，卢
文建跑到家中做工作：复读一年如果考不上
重点高中，我赔你一年的打工钱……在卢文建
的家中，妻子张九英拿出一本厚厚的日记，上
面记满了卢文建和学生的点滴往事。卢文建则
展示了学生写给他的信，足足有100多封。这些
信或长或短，但在结尾处都写有一句话：谢谢
您，卢老师。

近年来，卢文建先后被评为感动中国人
物、感动中国教育十大教师、马云乡村教师奖、
河南省十大师德标兵、河南省骨干教师、商丘
市最美教师、商丘市骨干教师、虞城县十佳道
德模范等。他的事迹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教育报、河南电视台等多
家媒体报道。在河南省第35个教师节表彰大
会上，身披“河南省师德标兵”绶带的卢文建受
到了省委书记王国生的接见。

“在全国290多万乡村教师中评出100名
‘马云乡村教师奖’，比考上清华大学还要难。
卢文建老师是虞城县教育事业的一面旗帜。”
到卢文建家中慰问时，虞城县副县长陈富磊动
情地说。

“学生们说我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我就
要把这些正能量传递下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
人。”近年来，卢文建先后参加师德报告、励志
演讲150多次，“借眼”授课的真实故事感动了
很多人。

“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党和
国家给我这些荣誉，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鞭
策。”卢文建说。

卢文建的微信名叫“卢文建助梦者”。每学
期，他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为贫困学生、名列
前茅和进步较快的学生发放奖金。“能帮助学
生们圆梦，是我一生最有成就感、最幸福的
事。”谈到“马云乡村教师奖”的那笔奖金，卢文
建表示，他将拿出一部分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
学生、资助困难学生。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他
捐赠了500元，为抗击疫情奉献爱心。

生活不能改变，就要改变生活的态度。
采访结束后，卢文建给我们念了他写给学

生的一首诗：
《世界因你们而精彩》
最亲最爱的同学们，
敞开心扉听我说：
你们是夜空里的明星，
你们是冰雪中的炭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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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建接受记者采访

学生在给卢文建读课本

隆冬时节，寒气逼人。一阵清脆的
快板声从虞城县站集三中一间教室里
传出：“手打竹板笑嘻嘻，句句说得都
有理。都说朝代不好记，我用快板教给
你……”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阵阵笑
声驱散了冬日的寒冷。讲台上的这位老
师叫卢文建，是虞城县站集三中的一名
历史老师。除了爱听卢老师讲课，这些
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们还知道，卢老师
虽然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凭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执着和坚毅，“借眼”授课，刚刚
领回一项大奖：2020 年度“马云乡村教
师奖”，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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