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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市市中中区区首首评评功功勋勋校校长长
教师节学生也有大礼，全区1729间教室将用上“新风”

9月10日是全国第33个教师节，9日济南市市中区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对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除了首席教师、首席班主
任、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等，今年市中区首评功勋校长和农村(城郊)学校特级教师，济南市纬二路小学校长烟文英获评功勋校长。

不仅老师获奖，学生也有大礼。记者获悉，9月底全区92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共计1729间教室将完成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的安装，实现
100%全配备。

市中区学科首席教师、济南实验初中张伟

打打造造绿绿色色无无污污染染的的语语文文课课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如果说学校像个生态园，那么课堂
就像一方方土地，需要老师们遵循自然
规律，躬耕呵护，方可生机勃勃、绿意盎
然。济南实验初中的张伟老师就是这样
一位本真绿色课程的躬耕者。从教16年
的她一直致力于打造绿色无污染的语
文课堂，今年获评第七届市中区学科首
席教师。

张伟目前担任济南实验初中初二1
班和2班的语文教学。教师节前夕，记者
见到她时，她正在上一节作文课，布置的
作文题目是：特别的……要求学生小切
入，大立意，见微知著，敬细远大。“十几
年来我一直琢磨着怎么把课上好，怎么
让学生爱上读书，爱上写作。”

“教材只是个例子，语文课程不能
脱离教材，但不能只教教材。对于学生
而言，初中三年读6本语文教材远远不
够。”为了给学生提供自主阅读的时间，
张伟整合教材，压缩篇目，给阅读让路。

讲到《惠子相梁》，她给学生大谈
《逍遥游》；学《五柳先生传》，她给学生
诵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讲他的悲
喜人生，诉说对他的仰慕；背《送友人》，
她讲李白与王昌龄、与杜甫、与高适、与

孟浩然的友谊；品《记承天寺夜游》，她
更是积极建构校本课程《走近苏东坡》，
表达自己对苏子的倾心……

“希望我的学生在绿色阅读课程中
自然熏陶，在熏陶中爱上读书，在享受
读书的过程中，培心育德。”张伟说要阅
读，也要写作；爱读书，才会写作。写作课
程的设计需要遵循自然规律，水到渠成。
平日里她主张学生坚持记录生活“足
迹”，自由写作，真实表达。每周一次微作
文指导课，一周一个训练重点，通过微片
段练习，指导学生写作方法。她说，“作文
就像走路，一回生二回熟，路走得多了，
学生自然不会迷路。关键是你得告诉学
生路线，并沿着这个路线反复走几遍。方
法纯熟后，方能写无定法。”

张伟说她追求的语文课是：放手学
生，充满生机，自然熏陶，生态营养。她
在繁忙的课业外讲“名人堂”，讲陶渊
明，讲苏轼，讲李清照；她尝试放手学
生，开展“朗诵者”、“书法会”、“微讲
坛”、“我的足迹”……

“你给学生一个支点，他会还你一个
惊喜。”课堂上出其不意的惊喜，常常让张
伟觉得站在讲台上幸福满满。“祛除庸俗
无趣的污染，抛下功利应试的诱惑。让语
文课程有营养，有格调，有高度，有境界。”

市中区学科首席教师、济南实验初中滕新媛

她她把把地地理理课课搬搬到到田田野野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与语文、数学、英语相比，地理算是
个小学科，但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
全心身的投入，济南实验初中滕新媛老
师不断创新，成立了社团，开发了校本
课程，把这门学科上得有声有色，还取
得了国际国内一系列成果。今年她获评
第七届市中区学科首席教师。

滕新媛1987年大学毕业工作，今年
恰好从教30年。目前她担任学校初一年
级4个班的地理课教学。她的地理课与
众不同，8年前她创建了指南针社团和
指南针校本课程，并以此为依托，执著
地追求“没有围墙的课堂”。

2009年2月，滕新媛在初一级部进
行了《描绘生命家园——— 济南市环境地
图制作》活动，有5名学生获得了国际大
奖，12名学生获得了国家一、二等奖。她
又带领学生进行了《关爱生命家园———
济南市环境保护情况调查与研究》，获
得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指南针校本课程是一门融合了地
理、历史、生物、政治、文学艺术等跨学
科的综合性探索课程。分为校内和校外
两大板块，包括四个主题：《地球故事》

《慧眼看世界》《穹顶之下》《大河之

旅——— 走近母亲河》。
“地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让学生走进自然，与大自然无缝对接，体
悟自然之美，应是地理教育工作的重要
一端，在美育方面，地理教学有着当仁不
让的情怀和地位。”滕新媛说，连续8年，
每年她都主动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考察活
动：寒武纪之旅——— 走进莱芜山区，研究
三叶虫化石；走进黄河故道——— 在广袤
的河滩收集标本；郯庐地震带之旅———
跋涉郯庐大裂谷，感受大自然的苍凉与
厚重；大河之旅——— 走近母亲河……

滕新媛说，她不追求给学生每个问
题的解决方法，而是注重建立学生探索
的兴趣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破传
统模式，把课堂搬到校外、田野，让学生
从书本走向实际的、丰富的现实世界。

“把野外考察、地理调查等不可替代的地
理研究手段，引入到初中地理教学中，满
足并滋养学生好奇心，提升学生地理学
科素养。通过研究性学习，实践中教学，
让教育回归到实践本身，学以致用。”

学生在收获能力和快乐的同时，还
获得了很多惊喜：目前已有15名学生获
得了国际大奖，有170多名学生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奖项，2名学生获得“全国地
球小博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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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评功勋校长
和农村特级教师

“在孩子眼里，她是位慈祥的、可以
72变无所不能的‘校长奶奶’；在同事心
中，她是位可亲可敬的、无私帮助每一
位老师走向舞台中央的‘专家校长’；在
家长口中，她是位值得依赖的、教会他
们拥有给予和获得幸福能力的‘校长大
姐’。”9日上午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工作
会议上，纬二路小学烟文英校长被评为
市中区首位功勋校长，区委书记宋永祥
亲自为她颁发了证书。

另外22人获评首席教师、16人获评首
席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十
佳教师、十佳班主任也一同受到了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市中区除了首
评功勋校长外，还第一次评选区属农村
(城郊)学校特级教师，他们是济南七贤
中学卢箐芳、济南党家中学李宗群、济
南十六里河中学张卫国。“这体现了市
中区对农村(城郊)教育的倾斜，有利于
调动广大农村(城郊)学校教职工的积
极性，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市中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另外，市中区今年在全国率先实现
了集团化办学全覆盖。2013年，市中区
教育局在全市率先实施集团化办学机
制改革，以品牌学校带动新建学校、城
郊学校、薄弱学校共生发展。至2017年4

月，累计投入4500万元，建立20大教育
集团，交流干部教师1204人，实现集团
化办学100%全覆盖。

全区1729间教室
将用上“新风”

今年9月1日一开学，市中区很多学
校的学生发现，教室里新安装了空气净
化设备及新风系统。记者从会上获悉，9
月底全区92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共计
1729间教室都将完成空气净化设备及
新风系统的安装，实现100%全配备。

“区财政专门拨付3300万元，在全
区范围内安装空气净化系统，对孩子而
言是极大的福音，但这在全国范围内都
没有先例，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全力以
赴把好事办好。”市中区教育局局长刘
绍辉介绍，今年1月6日，他们便建立了8
个样板间测试，先后组织5个部门的专
家进行了4次论证，招标模式、技术参
数、服务方式等均为全国首创，形成了
全国第一个科学规范的校园空气净化
系统运作体系。

除了能够呼吸上“新风”，今年市中
区的学子们还穿上了免费校服。据统计，
今年区财政投入1700多万元，为全区中
小学生免费制作校服，有49000多名学生
直接受益，包含了驻区市直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生。令家长们更高兴的是，校服不
仅能免费穿了，而且标准也从过去的小
学每人160元直接翻倍提到了每人320元，
中学则由200元提到了400元。

首届市中区功勋校长上台领奖。

市中区优秀教师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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