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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的的““川川哥哥””，，学学校校的的““金金牌牌名名厨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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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节前夕获评“齐鲁名师”，虽然收到这么一份大礼，但济
南三职专尹川老师一刻也没有闲着。9月7日下午，记者在学校见到
他时，他正在实训室陪着十余名学生做酸辣土豆丝。“其实做一道
菜很容易，但是想要做得又快又好并不容易。”

在烹饪专业教学一线工作17年，尹川已经成为了学校的“金牌
名厨”，除了刚刚获得的“齐鲁名师”，他还是济南市杰出技术能手，
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学生口中的“川哥”
其实要求挺严格

9月7日下午两点，济南三职
专实训室，十余名学生正在按照
尹川老师的要求做酸辣土豆丝。
尹川一边拿着手机计时，一边指
导学生做菜。“其实做一道菜很
容易，但是想要做得又快又好并
不容易，这道菜我要求学生8分
钟之内做完，目前还没有学生达
到这一要求。”

“齐鲁名师”这一荣誉的获
得，并没有让尹川有片刻的放
松。他正带领学生备战今年10月
份即将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为了让学生达到比赛水
准，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完
全按照比赛要求进行训练。

尹川说，很多学生选择烹饪
专业只是喜欢做菜，并不知道要
成为一名专业的厨师还需要很长
的路要走。“职业和爱好并不同，
想成为一名职业厨师需要更加专
业与精准的技能，所以我在平时
的教学中也会严格要求他们。”

尽管严格，但很多学生都愿
意亲切地称呼尹川一声“川哥”。
在同学们眼中，“川哥”不仅是老
师，也是自己的朋友。尹川说，自
己平时还是比较随和的，在生活
中也经常和学生一起运动，“可

以算得上是学生的良师益友。”
而面对一些调皮的孩子，尹

川也会用更耐心的态度去对待
他们，虽然包容，但不纵容。“我
自己从小就不是一名听话的孩
子，因此也更能理解他们的想
法。我通常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
开导他们，所以和学生的关系也
比较亲密。”

“教学如烹饪，讲究火候，需
要耐心。”尹川将自己对烹饪的
独特理解巧妙融入教育教学，用
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学
生的尊重和爱戴。“老师需要站
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着想，而不
是拿学校的要求来压学生，老师
的话应该让学生从心理上接受，
不能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学校的“金牌名厨”
带学生摘国赛济南首金

在烹饪专业教学一线工作
17年，尹川已经成为了学校的
“金牌名厨”。2012年，他带领学
生夺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热菜项目的金牌，实现了济南市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金
牌零的突破。

近几年，随着国家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技能大赛成为各职业
学校展示教育教学水平的一面
镜子。“普通高中看高考，职业学
校看技能大赛。”尹川告诉记者，
刚开始学校对于参加技能大赛
没有经验，尤其烹饪专业，在校

生少，从事此专业教学的老师更
少，前几年参加大赛最好的成绩
就是闯进省赛，然后就止步于省
赛，国赛是连想都不敢想。

2010年，尹川自己联系并自
费带领学生到南方学习取经，回
来反复研究练习。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同年的省赛上，他带领学
生拿了两个二等奖，离进军全国
大赛更近了一步。

2012年，尹川开始负责热菜
项目。这一年，他带领学生斩获
市、省项目一等奖，直接进入了
国赛，一举夺得热菜项目全国金
牌，这是济南第一块国赛金牌。

除了刚刚当选的齐鲁名师，
尹川还是济南市杰出技术能手，
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在教学中，他充分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打破简单的技能教学，将
原料知识、营养卫生、成本核算、
专业英语、美食地理、名人轶事
等内容融为一体，突破烹饪专业
学生仅仅“会炒菜”的低层次目
标。所教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
通过率达98%以上。

2015年6月，尹川还参加了
省教育厅组织的支援新疆喀什
地区职业教育帮扶团，分别到喀
什地区疏勒县、英吉沙县、麦盖
提县、岳普湖县的四所职业学校
现场授课。“选择当老师并不是
为了名和利。”尹川说，在他心中
当老师最大的价值是能够用自
己的言行来影响学生，在他们的
生命中留下自己的影子。

“齐鲁名师”济南六职专于斌

““我我的的字字典典里里从从没没有有‘‘差差生生’’两两字字””
“只要给学生提供合适的环境和土壤，总能发掘他们内心最光

亮的一面。”在济南六职专老师于斌眼里，有一技之长的都是好学
生，而老师的职责就是给学生们创造空间，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
权，助其成长为一名有能力并自信主导自己人生的优秀人才。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小蒙

静心施教
坚持教学一线24年

24年深耕职业教育，从倾
情课堂的教学能手、精益求精
的业务骨干，到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于斌
获评“齐鲁名师”荣誉称号，无

疑是对她匠心独运静心施教的
最大肯定。

自从1994年走上工作岗
位，24年间于斌从未离开过教
学一线岗位。作为一名计算机
专业教师，随着技术更新换代，
于斌执教的课程也在不断变
化。“从最初的DBASE、DOS操
作系统，到近年来的影视后期、
平面设计、二维动画、网页设计
等，多达二十余门。”

于斌说，职业学校要求老
师一专多能，为了更好地教好
学生，她一刻也不放松，随时给
自己充电提升专业能力，而她
自学投入更是不计成本。“早在
二十几年前，就花几千元自学
了JAVA。”刚入职月工资只有
400元的于斌，硬是花了六千元
买了一台计算机，只为教好自
己开设的课程。

尽管当年也有机会去待遇
更好的企业，但出身教育世家
的于斌，出于对教学的热忱和
师生情谊的牵挂，数十年来一
直没有离开过她热爱的职业教
育事业。作为教务主任，于斌承
担着学校繁重的管理工作，而
醉心于教学研究的她，始终没
有脱离过一线教学岗位。

于斌每周承担着6-8课时的
教学任务，她一如既往地延续着
当年的自学热情，哪怕是开车或
者洗衣服的零碎时间，都被她用
来学习诸如“互联网未来”“人工
智能”等听教课程。繁忙的管理
和教学工作，于斌有时不免加班
到深夜，在孩子眼中，她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勤劳妈妈”。

于斌多年来对职业教育的
真心付出也得到了收获。她先
后获得山东省中职学校优质课
评比一等奖、全国中职学校“创
新杯”说课比赛一等奖以及济
南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计算
机专业第一名等荣誉。她还连

续8年指导学生在全市技能大
赛中荣获一等奖，并在省赛及
文明风采大赛中屡获佳绩。

给学生平台
挖掘出彩人生

“走进六职专，给孩子选择
权。”从走上教学岗位之初，于
斌就始终秉承着“教学是相机
诱导而非全盘托出”的教学理
念。在她看来，每个学生都有自
己的亮点，教学要激励学生向
上的斗志，为他们提供合适的
土壤、铺好未来的发展之路，让
每个学生都有成才的机会。

“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
‘差生’这两个字，首先看到的
都是学生的长处。”进入职业学
校的学生，很多是曾经不被“待
见”的，但在于斌眼里，不少孩
子都有自己的特长，而自己要
做的就是发掘他们内心最光亮
的一面。

早在十年前，于斌在学校团
委工作时，就组织开展一年一度
的艺术节、科技节等活动，给学
生们搭建起充分展示才艺的平
台，挖掘他们的精华和特长，“以
最长板带动短板的发展。”而一
些表现突出的学生也被于斌吸
纳到学生会中，2006级的学生小
涛就是其中之一。

“刚开始小涛性格有些孤
僻，是别人眼中不起眼的学生，

但我发现他素描和英语非常好，
就鼓励他在学校开英语广播。”
在于斌的支持下，小涛坚持了一
学期英语播报，这股韧劲也带动
他的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后来他
当选为学生会主席。直到今天，
他依然感念老师给的锻炼机会，
挖掘出他蕴藏的无穷潜力。

2016年，济南六职专紧跟
时代的步伐，依托“济南市中职
创客教育研究中心”和学校的
支持，于斌带领创客团队，以创
新创业课程为载体，将创客精
神和创客教育理念引入教学实
践，组织创客专家团队，打造校
园创客空间，构建起独特的
CHILD COURSE课程体系，
组建起济南市中职学校中首家
较大规模的创客空间。

“创客空间先后开设了四
十多门选修课，提供给全校学
生自由选择，让学生从选课开
始主导自己的人生。”于斌说，
这不仅实现了创客课程与社团
的连接，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随后孕育出一个个
创业工作室。

去年，学生徐晓波与四五
名商品经营专业的在校生，一
起创办了计算机维修工作室，
并注册了公司面向社会接单，
如今已经实现了盈利。于斌说，
创客空间已经孵化出五六个这
样的工作室，有的学生未出校
门就已经走上创业之路。

教师节前，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山东省第一批齐鲁名师名校长(中等职业教育)名单。全省有68人被考核
认定为齐鲁名师，24人为齐鲁名校长。其中济南有6位中职学校的名师上榜。9月7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代
表——— 济南三职专尹川老师和济南六职专于斌老师。(登录齐鲁壹点教育频道，可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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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斌指导学生上课。

尹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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