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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所学校来讲，教师是最大的财富。近年来，威海市孙家疃小学坚持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积极打造和谐、、进取、高效的优秀教师团队，
着力提升教师素养，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德为先，强化团队凝聚力

“老师，没有您在身边，上
了初中我可怎么办？”这是一个
经历了家庭重重磨难、受姜宜
香老师关怀备至的孩子毕业时
的心声。51岁的姜宜香老师是
人人敬佩的师德楷模，且不说
她的每一节课都堪比优质课，
是环翠区英语学科带头人，单
看她对学生的困难体察入微，
受到学生如此依赖，便知她背
后付出了多少，诸如此类，不胜
枚举。面对这个孩子的无助，实
际上姜老师早已与初中进行了
对接。孩子，你远航的路上，老
师将默默再护你一程。一颗童
心，一双巧手，孙家疃小学的老
师通过各种活动，为孩子们插
上了想象的翅膀。姜言言老师
心灵手巧，折纸、衍纸、贝雕制
作……样样首屈一指。总是能
看到姜言言老师手工制作社团
课上一张张充满欣喜的笑脸，
走出她课堂的孩子们是那样兴
高采烈，眉飞色舞。如今，贝雕
制作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张名
片，言言老师工作更加忙碌了，
甚至有时要牺牲周末的休息时
间。她的两个孩子还小，家庭工
作两不误，奔波在路上，两头连
接的都是幸福。

师德，在孙家疃小学已远远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师德不
单是师爱更是师能的体现。仁爱
之心，琢璞成玉，老师们就这样成

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以人为本，强化校本教研

孙家疃小学以校本研训为
助推器，致力延伸教师们的“专
业长度”。中层干部是学校工作
的领头雁，她们既是各个部门工
作的行家里手，同时也是教学质
量管理的责任人。教学常规、课
题研究、质量提升……教师团队
的跨越式发展凝聚着她们的智
慧与汗水。“名师引领”“青蓝工
程”等质量提升工程，是学科团
队建设的有力驱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

巧妙的设计，精炼的展现是
数学教研团队的特点。教学三十
余年的李文玲老师，以她扎实的
教育教学风格带动着团队中的
老师们。“你家长是不是最近工
作忙，没时间跟你交流？”李老师
悄悄这样问退步的孩子，被问到
的孩子心中的抵触就这样被惭
愧占领，吐露完心事，学习上再
也不会心不在焉。刘云霞老师是
数学教研组组长，作为青年骨
干，她勤于钻研，用超高的工作
效率带动着团队的工作节奏，用
生活的源泉教活数学知识，用最
高效的方式将学生的基础打牢。

优美的语调，澎湃的热情
是学校英语教研团队的写照。
姜宜香老师被环翠区英语教师
称为“学霸”。她潜心上好自己
的每一堂课，带领英语组扎实
开展教研互动。同时还主动帮

助区域内的其他教师磨课，切
实发挥了辐射引领作用。丛红
晓、彭丽娜老师从专业的视角
出发，以高标准的专业要求倾
心研究课程，用爱浇灌课堂，学
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获得了
陌生又新奇的英语启蒙。学校
英语团队连年在环翠区英语教
师配音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学
校语文团队为童心插上了诗
意和想象的翅膀，书香满园。
周洁老师是学校语文组组长，
她以细心和幽默走进孩子们
的心中，课堂充满活力，学生
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知识的
美好体验。蒲心馨老师是一名
青年教师，勤奋好学是她的标
签，她学习并实践了韩兴娥老
师的海量阅读教学方法，用阅
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滋润了
孩子的心灵。

科学学科程琳琳老师，教会
孩子们用眼睛去观察，用工具去
测量，用仪器去实验，用心灵去
感悟。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科学
实验和实践活动中感受到科学
世界的无穷魅力。在程老师的
指导下，学生的科学小论文多
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

一个绿草如茵的操场，一群
热火朝天踢球的孩子，一张张激
情洋溢的笑脸……这是深深印
在逄宗强老师脑海中的画面。这
样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无论酷
暑还是严寒，他和孩子们训练的
脚步从未间断。“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奖牌背后凝
聚了他的心血。

蔡飞老师是学校的信息技
术教师，微课、白板、智慧平
台……他不仅是学生们的老
师，还是老师们教育技术的老
师。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他不断
完善自身所学，钻研信息技术
教学与应用，执教的信息技术
课也走上了国家级一师一优课
的舞台。

童年正是歌舞飞扬的年纪，
王治华和郝婉婉两位音乐老师倾
尽自身所长，指导孩子们在文艺
的天地里快乐成长。在合唱队和
电声乐队训练时，王治华老师利
用休息时间指导和陪伴着孩子们
点点滴滴的成长，在舞蹈队和话
剧舞台上，郝婉婉老师一丝不苟

地指导着孩子们的一招一式。
在教师团队的培养下，年

轻的身影渐渐绽放出光芒，蒲
心馨、程森达两位老师2014年
参加工作，在班级管理、教学能
力上迅速成长。如今，只有三年
班主任工作经验的程森达老
师已经成了师傅，以青年班主
任的视角带动新 教师的成
长。问渠那得清如许？这就是
团队的力量。

“今后，学校将始终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本”的培养方向，
倾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专业技
能过硬、教育思想端正、具有创
新精神、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
师资队伍，为办人民满意学校
而作出更大的贡献。”孙家疃小
学校长宋协兵说。

宋协兵校长教孩子们书法。

速读

日前，统一路小学课本
剧《完璧归赵》参加环翠区经
典诵读展演，经典课本剧表
演已经成为统一路小学的特
色文化。 刘丽波

日前，山东省学校文化
研究院调研组到凤林学校观
摩指导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工
作。 朱佩佩

日前，广州113中学、75中
学一行50人莅经区临新都中
学参观特色建设成果。

杨琳淋
本学期，南山小学始终

坚持推行“悦读书香校园”活
动，营造良好读书氛围。

苗林青
日前，环翠楼街道石河、

同德、布谷夼、鸿武等社区开
展了翰墨情书画摄影作品
展。 陈乃彰

日前，威海市实验中学
党支部创新组织生活开展

“行走·铭记·传承”系列活
动。 张祺

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皇
冠小学进行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培训。 曲信贞

近日，皇冠小学举行了
数学周系列活动。 杨秀明

日前，皇冠小学合唱团
在“岁月如歌”——— 地级威海
市成立30周年合唱音乐会少
儿组决赛中获得金奖。

邵娟
日前，皇冠小学举行了

教师写字基本功大赛。
王丽丽

近期，皇冠小学的舞蹈
《花木兰》获得经区艺术展演
小学舞蹈组第一名。

王欣荣
日前，塔中社区的志愿

服务队开展了环境专项整治
活动。 陈乃彰

日前，威海七中、锦华小
学、千山路小学的党员教师
们走进张村镇园区党群服务
中心参观学习。 林泽辰

日前，环翠家长学校报

告会在威海七中隆重举行。
林泽辰

日前，经区教育系统防
暴安全演练观摩现场会在新
都小学举行。 于明瑜

日前，枣庄校长参观团
走进经区实验小学参观。徐
文姬 张肖杰

日前，经区医院走进经
区实验小学开展爱眼知识宣
传活动。 刘娜 丛红艳

日前，曲阜学校校工会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社
团活动。 车韶华

日前，古寨中学初一级
部举办了花球啦啦操比赛。

孙妮静
日前，古寨中学举行读

书行动计划启动仪式暨最美
教师颁奖典礼活动。

孙妮静
日前，海埠小学举行与

爱“童”行亲子徒步活动。
姜腾波

日前，海埠小学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讲座。 朱广秀

广播操比赛 乒乓球赛
为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深

入开展，激发学生积极锻炼的热情，近
日，威海九中举行初一至初三级部广播
操比赛。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曲笑
蕾 摄影报道

为发展国球运动，近日，青岛路小
学举行第一届乒乓球班级联赛。比赛项
目有正手颠球、反手颠球、正反手交替
颠球等。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宋
彩燕 张丹丹 摄影报道

水精灵

有一只水精灵，他的名字叫

皮皮，为什么呢？因为他很调皮，

总是安静不下来。

他穿着海草上衣，脖子上挂

了一串珊瑚项链。

他家门口前铺着鹅卵石，家

里摆着两个水晶奖杯，还有海星

电视机，以及招待客人用的小

鱼。

皮皮走到哪里，哪里的小花

就变得更香了。他走到草地上草

就更绿了，走到小树边，小树就

长得更高了，所以他闲着没事就

去花草树木那里走一走。

皮皮很害怕夏天，因为夏天

太热了，他会蒸发变成云彩。他只

能待在水中的家里，这让他很郁

闷。不过他找了螃蟹，一起玩她家

的海带滑梯，这样他就不郁闷了。

不过他还是在天气凉快的

时候常溜出来玩儿，谁让他的名

字叫皮皮呢？

鲸园小学 1年级 2班 曲宣

谕

指导老师：刘老师

老师点评：宣谕的想象力
比较丰富，水精灵皮皮不管是
外 貌 、家 里 布 置 ，还 是 日 常 生
活 ，都 富 有“ 水 ”特 色 。另 外 ，
他不仅有精灵魔力的一面，又
有孩子气的一面——— 调皮、有
爱 心 ，也 有 无 聊 郁 闷 。可 以
说 ，人 物 形 象 鲜 明 ，读 来 生 动
有趣。一年级同学能写出这样
作品，赞！

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高区实验小学举行成长展示活动

本报威海6月28日讯(通讯员
孙昭君 王桂芝) 近日，高区实验
小学“诗意童年 雅韵人生”成长展
示诗词专场活动在学校多功能厅拉
开帷幕。学校领导及家长代表观看
了展示。

本次活动以诗词意象为版块
主题，分为“夏荷清韵”“秋月雅
思”“冬梅傲雪”“春桃宜人”，孩子
们结合主题吟诵古诗词，展示自
主创作的楹联、绘画及七绝；透过
诗词作品走近诗人的人生故事，
受到启迪。孩子们自信的表达、丰
富的积累、在展示中传递着诗情
画意，赢得了台下观众的一次次

掌声。
本次活动从准备到展示得到

了孩子们的积极响应，成为他们又
一次挑战自我、提升自信的平台；
更是学校古诗词教育探索的一次
阶段性学习成果展示。近年来，高
区实验小学以“继承传统精华 吸
纳时代精髓”为路径，在楹联特色
教育基础上，逐步探索古诗词教
学，梳理楹联诗词课程序列，将日
常诗词名篇积累、吟诵、绝句创作
与口头表达相结合，引领学生追寻
诗词源头，通过展示进一步激发其
走近民族经典文化的热情，助力他
们走向更高雅的人生境界。


	W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