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领老师
开发上百原创课程

陈燕华是一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脚
踏实地的教育实践中，追求教育理想。

2017年，四十出头的陈燕华出任厦门二实
小校长。陈燕华说，上任第一天起，她从来没有
停止过思考：如何带领学校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不断向前？

陈燕华提出创建教师学术共同体，每年举
办不同主题的学术论坛——每场论坛成为每年
推动学校综合性变革的关键，关系到教师思维
模式、行为模式和生活状态的改变。

今年和美论坛主题是“课程改变，学校改
变”，从最棘手的课程改革开始——课程是育人
的载体，通过课程改革，进而改变教学、改变学
校。

过去一年来，陈燕华带领老师们开启一线
教师的草根学术研究之路。老师们用了一年多
时间，自主开发了上百门原创课程，基本实现

“老师想培养学生什么素质，就开发什么课程”。
陈燕华认为，课程从来不独立于社会而存

在，也不是象牙塔里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教育者听到社会对人才的呼唤而做出的回
应。譬如说，面对未来的智能化时代，如果学校
还只是用按部就班的课程来培养学生，学生可
能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

她认为，通过论坛带动，可以让厦门二实小
的每位老师在学校整体发展中，不是被时代推
向未来的被动聆听与执行者，而是与时代并肩
同行、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者。

每天，陈燕华忙得像陀螺一样，她的老师参
评区级优秀老师，她是唯一一位为老师站台的
校长；课改专家到学校指导，无论是凌晨还是深
夜抵达，她都要亲自接送，因为她想利用与老师
们一起乘车的时间，向他们请教问题。

陈燕华认为，好校长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她说：“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要依靠发展
去解决，你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校会达
到更高水平。”

在这位女校长的带领下，厦门二实小变得
更强，在国家、省、市、区级各级学业质量监测中
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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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6%
公办幼儿园覆盖率达55%
示范性幼儿园占比达62%

义务教育
2009年被教育部确认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地区
2011年被确认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地区
2014年在计划单列市和全省率先实现全部行政区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区”国家评估认定
2020年实现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
2022年实现城区学校和乡村学校100%建立对口帮扶关系或教育共同体

我
的
老
师
，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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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明天是第 39 个
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
题是“躬耕教坛，强国
有我”。

今天，本报推出教
师节特刊，千言万语，
汇成这句话：因为有
您，心中有光！

老师，节日快乐！

今明两晚
为老师亮灯

今明两天18:30到 22:30，厦门将为老师亮
灯，祝老师节日快乐。

据悉，届时在世茂海峡大厦（世茂双子
塔）、绿发大厦、中闽大厦，以及厦门市人民会
堂、金尚路与莲前西路交会处LED屏，都将高
频率滚动刊播庆祝教师节的标语，包括“躬耕
教坛，强国有我”“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

“老师，您辛苦了”等。
教师节当天，全市户外大屏、地铁公交、楼

宇等公共宣传平台将刊播“为教师亮灯”宣传
标语。

市教育局表示，以多样的亮灯形式向教师
致敬，是为了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
师，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全市教师点亮节日
的祝福。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99..4747万万人
其中，
高校教职工1.92万人
中小幼、中职、特教学校教职工7.55万人
中小幼教师享受国务院津贴11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5人
特级教师192人
正高级教师125人
省教学名师42人
省学科带头人290人
厦门教师参加全省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获得一半以上的一等奖和

70%以上的特等奖。
在全省率先实施校长职级制和校长任职资格制改革，评选16名特

级校长、66名一级校长，建设17个名校长工作室、116个名师工作室。

把“小科目”
教出大道理

15年前，潘琼芳入职灌口中学任通用
技术教师，两年后获评集美区中学教坛新
秀，现在她是厦门市专家型教师在培对象、
市学科带头人。

通用技术学科是高中课改后新增的一
门学科，起初，灌口中学的通用技术课处于

“三无”状态：无专用教室、无设备、无器
材。潘琼芳就废物利用对一些旧物进行改
造。不过，随着学校创建达标学校后，通用
技术设备也“鸟枪换炮”。如今，灌口中学
不仅拥有木工室、钳工室，连服装设计室、
电子电工室和3D打印室都有。

很多人认为通用技术是不起眼的“小
科目”，在潘琼芳看来，它一直在发光发
热。她在课堂上开拓学生实践项目，有益
智类、装饰性、趣味性的，也有竞技性的，还
有实用的束口袋、储物盒、书架、台灯等，更
有现代的3D打印与智能设计。

这些实践的背后，是潘琼芳等通用技
术老师的用心良苦：希望学生经历设计过
程，将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在实际生活中发
现问题，旧知与新知形成联结，实现跨学
科、融会贯通、解决问题，最终提高他们的
综合素养和技能，为日后的职业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潘琼芳认为，知识不应停留在课堂中，
更不应只停留在书卷中，应该运用到实际
生活中。她鼓励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
去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尝试用知识和方法
去解决。

她的一名学生偶然抬头一瞥看到教室
上方摄像头，提出疑问，如果断电了，它的
功效不就没了？……在老师的帮助下，他
完成了一种“内置不间断备用电源和电源
适配器的网络摄像头”的实物作品和专利
申请，在第九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荣获“发
明创业奖·项目奖”银奖。

信息学奥赛的
金牌教练

48岁的曾艺卿是厦门双十中学信息学竞
赛组的灵魂人物，更是名副其实的信息学奥赛
金牌教练。

1998年起，曾艺卿执掌厦门双十中学奥林
匹克信息学竞赛团队，指导1000多人次学生在
各级信息学奥赛中获奖，其中1人获亚太地区
信息学奥赛国际金牌，5人次获全国信息学奥
赛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80多人次获国家级
奖，700多人次获省级奖。

近四年，曾艺卿指导的学生中，有3人获信
息学国赛金牌并进入国家集训队，他们的信息
学奥赛成绩在全国位列前50名，获得保送清华
北大资格。曾艺卿为国家培养了数百名拔尖创
新型科技人才，她的学生放在世界舞台上也毫
不逊色。

这位信息学奥赛“常青树”老师的重要法宝
之一——奥赛学习不以功利为目标。曾艺卿也
有获奖压力，但她更重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维
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对计算机科学的热爱。

她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格外关注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人际交往、亲子关系、心理素质、体育
锻炼等，积极引导学生沟通与交流，营造双十信
竞队的温暖、团结的氛围。

过去二十多年，曾艺卿放弃寒暑假、法定节
假日、周末等休息时间，投入许多精力用于竞赛
辅导。

曾艺卿瘦弱、个子不高，但她的学生称呼她
“曾大”。在高中毕业四年后，曾艺卿的学生汪
文潇还记得她在动员报告上说的话，“你们要有
自信，把目标设高一点，因为目标并不总是能达
到，设高一点，最后落一落，可能结果也还不
错。”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的汪文潇说：“我立过
不少小目标和大目标，有的差不多达到了，有的
差不少，但只要想到曾老师的话，我总会把目标
设得高一点。”

成为困顿时
那道暖心的光
作为中小学心理老师，苏巧妙也需

要随时待命。有时，她在炒菜，会接到濒
临崩溃的学生或家长的求救电话——苏
巧妙所在的学校开了一个24小时心理
辅导热线，她下班后，电话就转接到她的
手机。这时，苏巧妙只能关火，专心接听
电话。

有时，电话在深夜打来。有一次，一
位父亲打来求助电话：他收到儿子一封
意志消沉的信，不知所措，希望苏老师能
教他写回信。

某种角度看，作为学校一名专职心
理教师，苏巧妙的工作范围已经超出学
校。每学期开学，她和同事都要把学校
的心理辅导热线广而告之。有时候，她
在上课接不到电话，家长们会给她的
QQ留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家长和
学生有需要，她一直都在，成为困顿时那
道暖心的光。

亲子关系是学校心理咨询的常见
话题，不过，很多时候，她好不容易让学
生冷静下来，教会他们一些方法，回到家
却发现无法操作。孩子们气急败坏地
说：“我们的老爸老妈不是老师啊。”

苏巧妙说，这些抱怨让她更加坚信：
孩子的改变是一个系统的改变，孩子的
很多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如果只教育孩
子，那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苏巧妙决定为家长上心理课，金林
湾学校成立家庭心育工作坊，在周三面
向家长开放。不过，她的心理课不是讲
座，更多像是心理剧表演。譬如说，在一
次亲子关系主题中，苏巧妙通过戏剧表
演的形式，以绘本故事《等一会儿，聪聪》
为脚本，邀请家长们进行角色扮演。

苏巧妙说：“每个人可以是观众，也
可以是演员，都是生活的主角，根据自己
的家庭剧本，演绎属于自己的人生传
奇。戏剧的形式，可以让家长表达和‘看
见’亲子关系，启发思考。”

温柔的坚持
学生买账

陈彩萍当了14年老师，其中当过5年
班主任、3年年段长，现在是厦门一中初二
年段长。

不久前，这位英语老师收到刚上高一
小A同学的一封信，感谢陈老师的悉心
指导使自己取得进步。

小A在信中说，他初中英语基础很薄
弱，很多听不懂也看不懂，对英语更加排斥
和畏惧。小A的“英雄”出现了。陈彩萍
约他面批作业和试卷，邀请他加入学生会，
这也使得小A遇到困难后，主动找老师寻
求帮助。考试过后，小A请陈彩萍帮他总
结阶段学习成果。小A在给陈彩萍的信
中写道：“您的建议，不仅是具体的，还有很
多是关于方法的，让我在英语学习上一步
步走上正轨。”陈彩萍还建议他，不要和别
人比，而要和过去的自己比。在陈彩萍的
鼓励下，小A的英语成绩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110分提升到120分、130分、135
分，最终考上厦门一中海沧校区。

陈彩萍宽严相济、恩威并施，她崇尚
“温柔的坚持”。对于犯错的学生，她就事
论事，语气未必严厉，但态度必须严肃。她
的学生认为，陈老师的“霸气外漏”，不在于
怒目圆睁，而在于是非分明，胸中有丘壑。
在陈彩萍看来，学生害怕的不是板着脸的
老师，而是那个犯了错的自己，帮助学生面
对自己的那一刻，就是他们的成长瞬间。

这位穿旗袍的老师坚信，身为班主任，
要是一个知识丰富、讲原则、有素养的人，
学生看到老师的美好，会渴望成为和老师
一样的人。

送走了初三学生后，陈彩萍现在是初
二年段长。她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如果
很用心地带学生，学生毕业后就感觉像是
失恋了一样，可等到相伴的人离开后，会发
现原来每个人都一直在身边。

哪个班级棘手
她出手相助

53岁的吕越敏教了33年书，带过13
届的初三毕业班、5届的高三毕业班，还当
了17年班主任。

这位物理老师的精彩更多在于育人，
她有一个又一个成功转变“熊学生”的故
事，根本说不完。不过，有时候，她会突然
停下来，警惕地说：“这个不要说，容易让学
生知道是在说他，这样不好。”

某种角度看，吕越敏是学校的“救火队
长”，哪个班棘手，她上。甚至当其他班老
师有令人头疼的学生，也会向她求救，吕越
敏从来二话不说，出手相助。

吕越敏通常要求家长参与，形成教育
合力。也就是说，她不仅要转变学生，还要
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她曾经有一位学生，
聪明、爱玩、懒散，几乎不做作业。吕越敏
打电话给学生爸爸，爸爸没好气地说：我们
家孩子多，能供他们吃穿住，已经很不容易
了，哪里还顾得上学习？吕越敏可不饶他，
她把孩子的学习状态分析给他听：这个孩
子很聪明，好好雕琢一定能成器，你既然让
他来到这世上，再苦再累也要想办法好好
培养他。

孩子爸爸也有一肚子苦水：每次督促
孩子学习时，经常火星四射，父子俩一言不
合就吵架。吕越敏和家长面谈，她体谅家
长的不易，但家长还是要配合教育。之后，
她不断将孩子的点滴进步分享给家长，耐
心疏导父子隔阂，还试着和家长探讨与孩
子沟通时如何控制情绪及沟通技巧等。

今年秋季，同安实验中学科学城校区
开办，53岁的吕越敏出任年段长，让老师
们暗生佩服。吕越敏说，尽管有时陀螺式
的累死累活，有时成了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长”，有时要咬紧牙关攻坚克难，但总觉得

“如果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在学生的一些
重要时刻，做一回学生生命中的贵人，作为
班主任，感觉很惬意！”

课上得好
会开心一整天
王婷在吃午饭的间隙接受采访，吃完

饭后还要去布置学生活动。她说，班主任
工作真的“超级无敌累”，但成就感也是满
满的，“每天我上完课，上得好，我就会非常
开心，开心一整天”。

2017年，王婷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
通过校招入职翔安区实验学校。她现在
回想起来，刚当上老师那会儿，太想当好老
师，反倒太严肃了，还因此得了甲亢。后
来，她调整了心态，和学生关系更加融洽。
她的同事说，在教室里，总能看到王老师被
同学们包围的场景；在办公室，也能看到同
学在与王老师促膝长谈的身影。

她是一位温暖的老师，积极为班上的
困难生申请资助，还为后进生补课。

这几年，王婷参加市、区各级各类的教
师教育教学赛事，屡获佳绩。但她没有迷
失在比赛里，却发现更多日常教学的乐
趣。她更加专注于日常教学，精心备课。

不过，她并不认为比赛和公开课是作
秀，她认为它们是“日常课的先行，要尝
试。”她用赛事所学新理念完善日常课，坚
持手写备课稿，课堂焦聚而有深度，思路清
晰而开放，学生参与度高，是学生十分喜爱
的课堂风格。因此，她所带的班级成绩常
居年级前列，优秀率和及格率更是突出。

本版文/本报记者 佘峥
通讯员 傅春榕

本版图/受访者 提供
（除署名外）

王婷
任职：厦门市翔安区实验
学校初中语文老师
获奖：市新秀奖

潘琼芳
任职：厦门市集美区灌口
中学通用技术老师
获奖：市创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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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琐事
拉近与学生距离

陈奕凡刚刚工作三年，应该是此次受
市级表彰的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位年
轻老师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学生，
90%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她努力成
为他们的“贵人”，某种意义上是在托起城
市的底线。

这位年轻的班主任认为，严厉的批评
只会让学生面服心不服，她采取积极正面
的管教。班上一个学生打架，她没有严厉
批评他，而是找时间和他聊天。聊天中她
发现，这个学生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心情不
好、情绪失控导致打架。

陈奕凡说，这样的谈话让她明白，很多
时候学生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关爱。她请家
长入校沟通，试图解开孩子的心结。对于
这个学生，她格外关注，发现他经常没吃早
饭，就给他多带一份。有时间她会多跟他
聊聊天，分享一些生活和学习的趣事。渐
渐地，孩子发生了改变，更关心班级事务，
愿意带着体育薄弱的同学锻炼，学习上也
有了主动性。

陈奕凡认为，老师这份职业充满未知
和挑战。作为班主任，她每天会面对很多
班级琐事，在操场的、在食堂的、午休时的
……但她觉得，正因为这些琐事，让她跟学
生的关系更亲密。

陈奕凡说，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可以
深入学生的内心，帮助他们在迷茫的青春
期找到方向，这或许就是班主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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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凡
任职：厦门市马銮湾实验
学校语文老师
获奖：市优秀班主任

▶师资雄厚

▶均衡发展

今年，厦门两所学校首获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这是厦门首次在这一有28年历史的国家级奖项第一次获得一等
奖，也是福建省基础教育历史上零的突破。

厦门获得一等奖的两个项目分别是：厦门实验小学《整体建构 多
元融合：项目式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厦门英才学校《以美融通五
育：一体化育人体系的实践探索》。

▶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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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教育越来越重视学厦门教育越来越重视学
生素养生素养，，引入劳动教引入劳动教
育育。。图为学生在校园菜图为学生在校园菜
地劳作地劳作。。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 供图供图））

今年教师节，
厦门市教育系统有

686名教师获得省市
两级表彰表扬，本报选
取其中八位教师代表，
倾听他们教书育人
的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