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亓树贞老师教学经验丰
富，从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一
直站在三尺讲台，从事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及研究工作。她不
止教学生努力，还非常愿意指
导年轻教师，参与讲课比赛。

学校一位老师说，亓老师
的人缘特别好，作为一名教导
主任，她原本可以有间单独的
办公室，但她要求一定得和年
轻老师同在一间办公室，说更
容易交流。

一位学校的年轻教师要参
加一个讲课比赛，晚上12点备
课遇到困难，给亓树贞打来电
话，她睡意正浓时马上从床上
爬起来，好好讲解完再去睡觉。

她说，觉得单自己进步是
不够的，个别老师优秀了也是
浅薄的，只有所有教师都能成
长进步，学校才能发展，培养帮
助年轻教师，就是平时工作的
一部分。

“工作中许多老师喜欢找
我说课议课，我也乐意和他们
聊。哪位青年教师试讲，我都会
调课去听，作评课总结，为了让
他们领悟每一处的教学目的，
我都会从头到尾完整地顺一
遍，周末就电话交流，深夜想到
某个地方可以讲得更好，就发
短信给他们。”从办事处到区里
再到市里，亓树贞全程陪同听
课评课，全程陪着改教案顺思
路，直到讲课前还不断地叮嘱
各种事项。现在，不少年轻老师
都在她指导下获得了奖项，她
觉得很欣慰，比他们还高兴。

亓树贞老师的学生，都很
喜欢上她的课。有的孩子经常
提问难题，每当亓树贞帮解答
完，他们总是用崇拜的眼神看
她，并更加努力认真听讲。一位
小学生说，“觉得亓老师讲的数
学课特别有趣，每天上不够，总
想多加一节。”

亓树贞说，她觉得自己没
有轰轰烈烈的故事，都是些平
凡小事，反而孩子们总能带给
她感动。孩子们从不害怕她，还
愿意和她分享些小秘密，她觉
得非常高兴。“虽然当教师很辛
苦，但是很值。”

亓树贞在指导学生参赛也
有了丰富的经验，在去年和今
年，她指导学校学生姜易萍和
殷星宇参加故事力大赛，分别
获得泰安市一等奖和泰安市农
村组学校第一名。

“每个表情都得告诉孩子
该怎么做，那段时间，每当中午
和下午放学后，学生都会来到
我办公室训练，我就一点点地
指导，姜易萍当时不会用小喇
叭，每次都在学校练习反复开
关。最后孩子能取得成绩，超过
了城区学校，让我很惊喜。”亓
树贞说。

指导年轻教师参赛

她从不藏着掖着

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处白峪店子小学 亓树贞
泰安市优秀教师

张晓丽是南关中学的一
名教师，她觉得在这个学校里
最不容易的人，不是优等生而
是被老师称作的“后进生”，明
明对学习无任何兴趣，还要坚
持来上学且基本上从来不迟
到，听不懂还不能出任何声
音。

所以每当新教一个班，她
都真诚地把想法告诉他们，

“不管你是优秀生还是暂时落
后的学生，之前的你和我没有
任何关系，但是我要对你们的
现在负责，你们是老师最心疼
的人，成绩差不完全是你们的
错，我希望我能帮助你们。”

2011年刚到学校时，张晓
丽每年都半途接一个班，有的
老师认为在这些班里上课如
履薄冰，因为可能随时会发生
状况。她推心置腹地和所谓的

“后进生”交谈过无数次，讲明
她的态度：“我不会骂人，因为
我没学会；我不能停你的课，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能
生气，因为我不能耽误其他同
学接受教育；我不能拿你的错
误惩罚我自己。”

张晓丽说她唯一能做的
是，首先原谅学生，因为他们
是孩子；其次和学生沟通交流
一直到他们改正为止。“也许
我能做的很少，也许自己的力
量很有限，但是我从没放弃过
我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宽容他
们和静等花开。我想，学会接
纳现实，学会尽量对学生直言
不讳、不作评判地表示自己的
希望和失望，明确地告诉他们
自己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甚
至是厚望，让学生对于自己的
教育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改变
就会从此刻开始。”

张晓丽一直是班主任，每
天坚持自主学习，每周一次学
生反思，每两周一次分层谈
话，每月一次家长茶话会，让
学生在学习习惯、学习方法、
情绪管理、自信心的重塑方面
等都取得了显著变化。一切都
在预设中缓步向前推进，即使
在学生管理中遇到许多棘手
的新问题，她仍然信心满满，
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当班主任是非常辛苦的，
有时也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面对孩子的挑衅，需要去调整
面对。

张晓丽非常喜欢王君老
师在《修炼一颗好的心跳出

“三界”外，才有好教育》中讲
过的一段话：“易怒，实在是对
自己最大的否定，当然也是极
大的伤害。‘不怒’的人生才有
韵味和境界，才可能领略到生
命 的 优 雅 之 美 。教 师 要‘ 不
怒’，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
有一点儿‘跳出三界外’的精
神，否则，很难彻底超脱。哪三
界？从一个班级来看，一是分
数排名，二是班级纪律，三是
各种评比。从教育的源头出
发，真正关注教育本身，摒弃
功利追求，视学生的点滴成长
为教育的珍贵财富。”

“我想自己最大的收益是
还原孩子真正的生命状态，种
下慈悲心和柔软的意志可能
将 是 自 己 毕 生 要 追 寻 的 目
标。”张晓丽说。

“后进生”最不容易

老师得“跳出三界”

泰安南关中学 张晓丽

周汉华是泰安市粮食市学
校的一名数学教师，今年40岁，
在工作的21年里，她担任过班
主任、辅导员、教研组长、教导
主任，现任粮食市小学副校长。
过去日子里，她从大津口农村
到了城区小学，学生和班级在
变，不变的是她的爱岗敬业、认
真勤奋和默默奉献，一直把工
作放在家庭之上。

周汉华说，她最难忘的在
工作之初时所处的大津口范家
庄小学，当时她住在民房里，经
常爬山过河去家访。一周回城
一次，总想着买些学习用品给
学生，他们则把自家的山果，悄
悄地放在讲桌上，让她十分感
动。

人到中年家事多，这些年
来周汉华请假的次数屈指可
数，能推到下班时间办的事情，
从不利用上班时刻。今年5月
份，她的母亲开刀住院，70多岁
的父亲在照顾，她不好意思请
假，考虑更多的是搭班老师会
辛苦，学生这学期课业紧张。

“我利用中午下午和周末时间
去照顾，好在老人理解我，在大
家和小家的问题上，我选择了
工作。”

随着周汉华成为副校长，
事务更加繁多，有时需要外出
学习和培训，面临着可能会耽
误课程的情况，她不怕辛苦提
前调课，从没有让别人代过一
节课，有时上课一整天就为了
把后几天可能因公事外出的课
补上。

“我喜欢今日事今日毕，把
当天的作业看完，写完批改记
录，总总手头的工作。”

一位和周汉华搭班的老师
笑着说：“她真是一清二白呀，
怪不得教数学呢。”

周汉华的儿子今年上高
一，他的童年记忆更多都留在
校园里，这些年来遇到妈妈需
要加班，他就在妈妈的办公室
写作业，有时发烧头疼也只能
在班级里躺着休息。更多的时
候，活泼爱动的小男孩就去校
园里探险。他笑着说，小学校园
里哪个地方有蚂蚁洞他都能记
得清清楚楚，都是他妈加班时
他一个人在校园里玩时发现
的，那些年妈妈加过的班，他实
在数不清。

2014年，周汉华市级科学
名师工作室成立，促使她带领
骨干教师学习和教研，期间迎
接了泰山区名师工作室的视
导，开展了“一师一优课”研讨，

“追求卓越 引领青春”等教研
活动。

青年教师的课，她每次必
听；教学设计，她每次必看；观
摩课堂，他们必定会交流。功夫
不负有心人，工作室成员吴多
圳获市优质课一等奖，被评为
区教学能手，霍翠萍被评为泰
山杏坛卓越教师。

周汉华说，从工作开始至
今，她每天都要在睡前问自己
三个问题：“今天做了什么”、

“还有什么没做”、“明天该做什
么”，她凭着自己的努力，今年
评为市优秀教师。

周汉华不是一个聒噪的
人，以至于有点冷，她喜欢安
静，只想做一个幸福的教书人。

每天睡前必有三问

21年来没落一节课

泰安市岱庙办事处粮食
市学校 周汉华

泰安市优秀教师

读不懂父

母就不知道什

么是亲情，读不

懂老师就不知

道什么是无私。

9月10日是教师

节 ，本 报 推 出

“寻找百名优秀

教师”活动，将

在以后的日子

里，刊登教师的

教书育人故事，

以表达对教师

们 的 敬 意 。1 1

日，八名教师首

次亮相，他们都

是今年刚刚受

到表彰的教师，

让我们一起和

他们回顾从教

那些年。

(白雪)

当班主任一当21年

不断创新教学模式

泰山区邱家店镇实验中学
范连军

泰安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泰山区邱家店镇实验中学
副校长范连军，在1991年7月参
加工作，今年43岁，他工作兢兢
业业，深受学生爱戴。在范连军
工作的24年中，有21年担任班
主任。

有的老师认为班主任工作
比较辛苦，但他从没这么觉得，
他认为，，只有真正走入学生中
去，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
在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
他创造性地开展了“影视教
育”、“感恩教育”等系列活动，
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开创了学校学生思想教育
的新局面。所主持的区级课题

《用影视教育来滋养学生的心
灵》和教育部重点课题《农村单
亲家庭子女家庭教育的方法研
究》顺利结题。

范连军自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从事思想品德课程的教
学，工作中细心研究新课程标
准，由“启发式教学方式”到“探
究性教学方式”，由“学生被动
接受”到“学生主动钻研”，努力
使自己的课堂教育趣味横生、
生机盎然，努力使学生学得轻
松，效果实在。特别是从2005年
起，为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率领教研组成员积极探索，不
断实践，勤于反思，终于摸索出
适合思品课程特点的“三为主
六环节”教学模式，把新课程标
准的新思想、新理念与思想品
质课堂教学的新思路、新设想
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教
学风格，取得了显著成绩。

范连军说，他参加工作以
来，历任级部主任、政教主任、
副校长，2011年9月由于工作需
要，经组织考核，担任泰安十三
中校长。“为彻底改变陈旧落后
的校容校貌，在各级领导的关
怀下，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利用两年时间，
成功地完成了区级样板学校打
造和省级规范化学校创建工
作，使校容校貌和教学设施有
了巨大变化，让农村学生充分
享受到先进的教育资源，大大
提高了教学效果。”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白雪

C04 教师圈 2015年9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白雪 组版：张祯 今 日 泰 山>>>>


	S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