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教师邵艺光

“旧”课程
也能出新意

今年是邵艺光从教的第五个年头，新
学期迎来的不仅有一批新学生，还有两名
徒弟。新教师有很多困惑，遇事就想问师
父，这一点邵艺光很清楚——毕竟自己也
是这么过来的。

一开始踏入教师生涯，怎么备课、怎么
上课，邵艺光得到前辈倾囊相授。到了第
二年，同一门课，邵艺光驾轻就熟。到了第
三年，她已经不满足于原有的上课模式，怎
么融入育人价值、怎么实现结构化教学，成为
她更关心的事情。

2021年，邵艺光设计的课例《比的意义》入
选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成为全国教师的
借鉴案例。她把三年级学的倍数、五年级学的
分数，融入六年级“比”的课程。“以前的知识不
能学过就忘了，而要融会贯通，我努力帮助学生
建立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如今，邵艺光谈起教
学，已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这堂课开始前，邵艺光让学生提前收集“生活
中的比”。孩子们不局限于课本的例子，而是用数
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果汁中纯果汁和水的
质量比是1:4，数学课本的长宽比是26:18，一个人
头长与身长的比是1:7……原来，数学就在身边。

邵艺光也会举例子，融入自己对学科育人的理
解。她说，某个城市的师生比是1:19，而农村的师生
比是1:23，这意味着什么？学生们听了，往往若有所
思。在追问中，学生感受到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引导
中，学生开始思考如何让教育更加均衡。

“教书育人，设计数学课程也要想着如何育人，就
体现在这些细节里。”邵艺光说，这门六年级数学课她
已经连续教过三年，但每节课前都会重新备课。备课时
融入新理念、尝试新创意、实验新方法，教学中深钻教
材、课程标准及教学材料，闲暇时学习网上材料、旁听资
深老师上课、参加各类培训，并常常自我反思。

邵艺光希望，自己能给徒弟和实习老师树立榜样。
看着徒弟俩懵懂的模样，她仿佛看见过去的自己。她为此
庆幸，说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成长的不仅仅是学生们，
还有她自己。

邵艺光，同安区第三
实验小学教研室主任助理，
分管学校数学与科学教学
工作，厦门市骨干教师培养
对象、同安区骨干教师；曾获
厦门市第五届教师技能大赛
一等奖、厦门市第八届基础教
育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大赛一
等奖、厦门市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竞赛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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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宝玉的学生必须写
周记。久而久之，孩子们
有了“树洞”，她也有了观
察学生的“窗口”。

她告诉学生，这本周
记只给老师看，不是写作
文，想写什么都可以。于
是，每名学生的思想波动
尽收眼底：一名六年级女
生对男同学暗生情愫，陷
入青春苦恼；有人跟同学
闹了矛盾，在周记里放狠
话准备约架……

这时候，叶宝玉赶紧
约学生单独聊聊。作为一
名语文老师，她要操心的
却远不止语文教学。“农村
学校许多学生的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家庭教育比较
缺失，我自然就要去补
位。”叶宝玉觉得，农村教
育虽然要花费更多心血，
但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

曾有一名所谓的“坏
学生”，经常在课堂上捶桌
子、踹椅子，成为班级最头
疼的对象。但叶宝玉注意
到，这名男生并不是毫无
缘由地发作，往往是老师
没发现他举手想发言，他

才闹起脾气。
叶宝玉家访后得知，

男孩的父母离异，身边只
有妈妈，常常管教不了。
男孩因此对周围有着莫名
的敌意，怀疑同学看不起
自己。叶宝玉懂了，这是
一个极度渴望被关注的孩
子。

于是，她在课上多向
男孩提问，男孩有了点滴
进步，她就给予大力表
扬。后来，家访便成了家
常便饭，随时谈心，成了男
孩的半个妈妈。最后，男
孩的行为、学习成绩有了
可喜变化，顺利毕业，就读
中学。

从教25年，叶宝玉亲
眼见证农村教育发生质
变。从前，每次家访都要
脚踩泥路，有时还需摸黑
打手电筒行走。如今，乡
村的硬件条件提升了，学
校环境变好了，农村孩子
也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资
源。现在，孩子们普遍希
望得到更多的关爱，叶宝
玉愿意把这个担子一直扛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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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宝玉，同安区汀溪中心小学语文教师，厦
门市骨干教师、同安区优秀教师，现任学校办公
室主任。曾获同安区师德标兵、厦门市教育系
统教师岗位练兵先进个人、同安区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同安区教育系统教育教学业绩突出单
项奖等荣誉。

张梦琳张梦琳

叶宝玉叶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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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响起来！
送给学生心中的光

本报与您分享五位同安区属学校优秀教师代表的故事

刚担任同安职
业技术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时，王安进
是领导班子7个成员
里年纪最轻的。这所
学校有些特别，由三
所隶属不同系统的学
校整合而成，三所学校
分别是厦门市同安育
才职业学校、厦门市第
二技工学校和厦门市卫
生职业中专学校。

三所学校各有所
长，有的擅长产教融合，
有的专精医疗卫生，有的
胜在管理体系规范。但
是，三校合并遇到不少新
问题——生源差、缺师
资、少设备以及领导班子
思想不统一。

“有三个‘婆婆’管，
整合难度可能是厦门所
有合并校‘第一难’。”但
是，王安进很快就找到了
策略，就是以项目为导
向，制定一个个项目目
标，实现力往一处使。

他打了个比方，打排
球时，全体队员只会盯着
球，脑子里不想其他。这
就是统一目标带来的统
一思想、统一行动。行动
有了回报，荣誉一个接着
一个来：福建省重点职业
中专学校、福建省首批中
等职业学校达标校等。
2018年，建校10年之际，

学校获得含金量最大的
荣誉称号之一：国家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

这意味着跻身职业
教育“国字号”，成为代表
国家职业教育办学水平
的学校，对同安区职业教
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而从教34年，其中
从事职业教育16年的王
安进觉得，更大的荣誉来
自每一名学生。

前年暑假，一名能上
一级达标校的女生来到
校长室，提出入学要求。
因为这名女生已有职业
规划，直指药剂学专业。
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开
始职业教育？王安进对
她十分欢迎，这说明大家
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
正在消融，上中职不再是
丢人的事，通过职教高考
同样能上本科。

如今，学生升学率年
年创新高，98%上高职圆
了大学梦。学校规模从
以前的1000多人，扩大
到如今的近5000人，明
年新校区竣工投入使用
后，可容纳9200人。王
安进常常告诉老师们，改
变个人命运、改善家庭关
系、推进社会发展，这是
教育者最大的成就感来
源。

“张老师的课很有
趣，让学英语变得更轻
松。”学生们的心声，让张
梦琳觉得一切付出都是
值得的。

怎 么 让 英 语 课 有
趣？张梦琳努力成为一
个有趣的、有魅力的人。
她结合自己求学、支教的
经历，用一个个故事还原
英语场景，或者设计一个
个互动游戏，让学生在玩
耍谈笑中收获知识。

张梦琳觉得，英语一
定要开口，常常鼓励每一
名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
中来：“你的回答可以不
是完全正确，但一定要勇
敢表达观点。”她让学生
在课堂上站起来，克服羞
怯心理、积极表达自我，
勇敢开口说想法、聊经
历。在五年教学生涯中，
张梦琳从不照本宣科，

“自我驱动力”使她不断
学习，常思常新，经常引
入课外知识，满足学生对
知识的“饥饿感”。

张梦琳的细心不仅
仅局限在课堂上。她会

提前看天气预报，雨天提
醒学生加衣带伞；重要考
试前，认真检查学生文
具，确保没有任何遗漏；
手写的纸条和卡片也时
常夹在学生的作业中，或
是友善的提醒，或是温柔
的夸奖，如山间清风，如
林间细雨，走进了学生的
心里。

在上一届高考前，张
梦琳担心学生们压力太
大，想尽办法让他们在繁
忙的课业中喘口气，不时
组织有趣味、有意义、有
温度的课外活动。她说，
学在一起，也要玩在一
起，毕竟高中时光是人生
的宝贵财富。

“学生喜欢这名老师
就是喜欢上这门学科的
开始。”张梦琳说话温
柔，一头微卷的长发，
一双带笑的眼睛。
学生评价她，像个
大姐姐一样温暖
——也许，这是
对老师的最高
的夸赞，像亲
人一样。

有时像妈妈一样温柔呵护，有时像姐姐一样
理性坚定，偶尔像个小妹妹一样，用点小“手段”
向孩子们撒娇，偷偷对孩子们扮鬼脸惹得他们哈
哈大笑……从教10年, 黄抒斐时刻保持童心以
理解孩子，用爱包容、接纳每名孩子的个性。

2017年，黄抒斐开始接手德育工作，她是彷
徨、紧张的，因为她深知立德树人绝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但是同事们一致认为，她善于思考，对活
动的策划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想法。而黄抒斐也
不负众望，在她的带领下，近年来幼儿园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例如，“悦读吧，兴国娃”

“奔跑吧，兴国娃”都是家长和孩子喜欢的园本节
日，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持续创新。

黄抒斐认为，德育不仅仅局限于教室里的讲
授，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的阅历体验。她经常带
着孩子们走进养老院，为老人表演节目、包饺子，
以实际行动引导孩子们关爱老人。在月末，她会
组织全园劳动日，引导孩子们进行一些力所能及
的劳动，如擦洗滑滑梯、玩具柜、刷小拖鞋等，让
孩子们体验劳动的不易和快乐。

“真正的德育是润物细无声的，通过孩子们
喜欢的活动，才能传递教育的温度和光亮。”黄抒
斐的努力得到多方肯定，她获得同安区教育系统
先进德育工作者、大同街道优秀班主任、工会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教育实践的推陈出新，离不开平时的学习积
累。一直以来，黄抒斐积极参加各项业务培训、
参与课题研究、撰写论文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和业务能力。凭借出色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她
先后被聘任为同安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宣讲
团成员、乡村宣传团成员、同安新青年宣讲团成
员、同安区党史学习教育理论宣讲轻骑兵。

幼儿教师黄抒斐

保持一颗童心
更能理解孩子

黄抒斐，同安区兴国幼儿园德育
主任，一级教师、厦门市骨干教师。曾
获二十二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
交流活动幼儿教育组信息技术创新教
学案例一等奖，厦门市第八届基础教
育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大赛幼儿园组一
等奖，连续四年在厦门市基础教育优
质微课程资源征集评选活动、同安区
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获得一、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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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校长王安进

三校合一校
进入职教
“国家队”

中学教师张梦琳

有双带笑的眼睛
是学生喜爱的大姐姐

张梦琳，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英语教
师，高三英语组备课组长，厦门市骨干教师、同
安区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曾获厦门市第五
届教师教学技能赛一等奖、青年教师基本功大
赛一等奖，在课堂创新改革大赛、优质课比赛、
微课程评选、命题活动等取得优异成绩，同时
是厦门市获得 2021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
课”荣誉的42位佼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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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是 教
师节。人生如
旷野，恩师如
灯，一位位老师
用智慧的光芒
照亮学生的前
行之路。

在同安区，
一批批优秀教
师不断涌现出
来、扎根在此，
在不同领域各
自发光——从
幼儿园到中小
学，从城区到乡
村，从普通教育
到职业教育，共
同绘就同安区
教育图景。

今天，本报
带您走近五位
区属学校优秀
教师代表，倾听
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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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进，同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高级讲师，曾获福建省优秀共
产党员、厦门市教育系统单项奖校长管
理奖、厦门市教育系统单项奖管理业绩
突出奖、厦门市教育系统单项奖抗疫先
进个人等荣誉，带领学校获评国家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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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叶宝玉

学生周记
成为她的“观察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