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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承载着孩子

和家庭的希望，更承载着教育的未来。
连日来，本报记者采访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
8 位教师，他们中，既有几十年如一日扎根教育
事业的老一辈教师，也有朝气蓬勃的 90 后新生

代教师；既有耐心呵护孩子成长的特教老师，也
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职教老师。虽然岗位不
同、年龄有别，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责任
心是相同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呵护和引导，让更
多的孩子自信勇敢地生活；正是因为他们的笑容

和温暖，不断激励孩子成为
更好的自己。在第 4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本报通过这组报道来表达对教师这一崇高职业
的敬意，同时，也向所有坚守岗位的教师们道一
声：“老师，您辛苦了！”

她坚守初心潜心育人，送走一批又
一批学生，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结出一
串又一串丰硕果实，她就是大同二
中英语老师温圣哲，是学生们口
中的“温奶奶”。

9 月 6 日，记者见到温圣哲
老师时，她正在备课，教案层
次分明、目标明确。与温圣哲
的聊天中，记者在她的笑容里
总能感受到暖意。在谈到为
什么要当英语老师时，她笑着
说 ：“ 母 亲 也 是 老 师 ，受 她 影
响，自己也喜欢。”

1990 年参加工作的温圣哲，曾
担任 10 多年的英语教研组组长，现
在是学校教学委员会专家、西南大学校
外辅导员。“我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帮
助，在我大学假期，母亲常带着我到学
校听课。刚上班时，我的每节课都是先
讲给母亲听，她每天都要检查我的教

案，母亲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给我指
出不足和薄弱环节……”

温圣哲做了 34 年英语老师，岁月

不仅沉淀了年轮，还有她教书育人的从
容和自若。经过多年的教学磨砺，她形

成 了 独 有 的 教 学 风 格 和 带 班 魅
力。在教学中她始终坚持用

正能量和接地气的语言影
响学生，摒弃刻板的说教，
活跃课堂气氛，唤醒孩子们
对中外语言学习的浓厚兴
趣。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温圣哲获得过很多荣誉，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

工作者、大同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面对掌声与肯定，她始终保

持着一颗淡然的心，一如往常一样备
课、上课。

“想要做一名好老师，就要不断地
充实自己，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站稳三尺讲台。”温
圣哲说。 本报记者 高燕

“大家和我一起读……”9 月 3 日，
记者走进市特教学校，刘佩兰老师正
一边用手语，一边用缓慢的语速、
响亮的声音、夸张的口型带
着 学 生 诵 读 古 诗 词 。 学 生
们 尽 管 吐 字 不 清 、连 不 成
句，可在刘佩兰看来，这是
他们发出的最“动听”的声
音。

在下课间隙，记者采访
了 刘 佩 兰 。 她 是 我 省 培 养
的 首 批 特 教 老 师 ，1993 年
毕 业 后 ，加 入 到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一直坚守在听障语文教学一
线。谈及选择特教事业的原因，刘
佩 兰 笑 着 说 ：“我 选 择 做 特 教 老 师
其实没有故事，只是觉得这个职业很
崇高。”

今年 51 岁的刘佩兰已经从事特殊
教育工作 31 年，她坚信“有教无类、有

爱无碍”，教学工作中，她注重探索听障
儿童的教育规律，从矫正和缺陷补偿入
手，实施分类教学，针对学生的个性特
点，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调动学生的

视觉、触觉、运动觉等多种感官，对其进
行语言训练，也因此找到了打开听障儿

童有声世界的“钥匙”。
刘佩兰告诉记者，残疾儿

童普遍存在性格孤僻、情感低
沉的特点，对他们的教育必须
以情动人、用情感化，只有达
到师生的情感交融，才能取得
好 的 教 育 效 果 。 由 于 她 的 教
法 非 常 适 合 听 障 孩 子 的 学 习
实际，多年来，她所教的班级
都是全校学习的样板，她所教

的学生中有数十名考上了北京联合
大学、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郑州师范

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等大学。
刘佩兰说：“让每一位‘折翼天使’

都拥有多彩人生，是我们特教老师的最
大心愿。在我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天
使，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本报记者 高燕 实习记者 王东蕾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有这样一群默
默奉献的人，他们就是乡村教师，他们
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农村
孩子前行的道路。

云 州 区 倍 加 造 中 心 小 学
校 教 师 刘 娜 就 是 他 们 中 的 一
员。1996 年，从大同幼师毕业
的刘娜毅然选择回乡执教，成
为一名乡村教师，从那以后，
她 就 把 满 腔 热 情 献 给 了 教 育
事业，把无私的爱奉献给了农
村的孩子们。

“既然选择回到农村当老师，
我就要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从踏上
讲台的那一刻，刘娜便立誓要潜心教
育、孜孜耕耘，“让每一名学生在我的
课堂上都有所收获”是她追求的目标，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是她自律的信
条。28 年来，她一直站在教育工作的最
前沿，先后多次获得县（区）、市两级“最

美教师”“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学
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日前，她又获得

“2024 年全国模范教师”称号，这是作为
一名教师所获得的崇高荣誉。

在农村学校，父母进城务工、
离 异 家 庭 的 孩 子 很 多 ，对 于 这 些

“缺爱的孩子”，她心中始终记着这
样一句话：要做学生生活中
的“ 母 亲 ”、错 误 中 的“ 大
夫”、交往中的“挚友”。对
学 生 而 言 ，刘 娜 不 仅 是 老
师，更像是妈妈。在刘娜细
致耐心地教导下，每个孩子
都 能 在 班 级 这 个 大 家 庭 中
快 乐 地 生 活 学 习 。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任 教 期 间 ，

刘娜所带的班级从未发生过学生流
失和辍学现象，学生入学率、巩固率

和毕业率均达百分之百。
耕耘三尺讲台，无悔青春芳华。在

云中大地上，还有许多像刘娜一样的乡
村教师，他们扎根农村，以满腔的热忱
书写责任与担当，用坚毅的双手托起乡
村学子的梦想。 本报记者 田雁

“小朋友们，请坐好，我们一起
来做手指操。一根手指点点，两根
手指剪剪……”9 月 3 日，记
者来到市实验幼儿园，看到
高师老师正开心地和小朋
友们一起做游戏。

高师出生在一个教师
家庭，受父亲影响，早在孩
提时代就有了当教师的梦
想，长大后报了学前教育专
业，1996 年正式成为一名幼
儿教师。

“上班后，第一次真正面对
那么多孩子，我表现得并不好。”
高师回忆道，爸爸告诉她，教师是一份
神圣的职业，要有爱心、耐心，只要用心
做就能做好。

之 后 ，高 师 全 身 心 投 入 幼 教 事 业
中。孩子哭闹时，她以温暖的拥抱提供
安全感；孩子在户外活动时，她鼓励孩

子挑战自我，做好保护措施；孩子在探
究游戏中，她耐心讲解规则，引导孩子
掌握操作方法，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每
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老师要用满满

的爱意浸润每一个幼小的心灵。”高师
说，看着孩子们一步步成长，她很有成

就感。
令高师印象深刻的是一个

小女孩，在刚入园的时候性格
很腼腆，从不主动和其他小朋
友交流。“课堂上，我鼓励她，玩
游戏时，主动邀请她参与，并对
她的表现给予肯定。”高师说，
女孩到大班的时候有了很大的
变化，性格十分开朗。

除 了 日 常 教 学 外 ，高 师 还
非常注重家校共育。她经常与家长沟通
交流，了解孩子们在家的表现和需求，
共同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 1996 年参
加工作以来，高师先后荣获省级“幼儿
教育教科研骨干”“保教能手”和市级

“学科带头人”“师德标兵”等称号。
本报记者 丁亚琴 实习记者 王东蕾

扎根焊接教学一线 24 年，80 后
沈贵强在弧光产生和火星闪耀间，
迎 来 焊 接 技 术 的 一 次 次 变 革
——手工焊、自动焊、机器
人焊、智能焊接。这项从名
字上听起来就越来越有科
技感的工艺深深吸引着沈
贵强。

沈贵强是晋能控股煤
业集团有限公司技师学院
的一名实习指导教师。他
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焊接技
术，一步一步练就“心手合一”和

“稳、准、灵、快”的焊接基本功，逐
步成长为焊工高级技师、国家级技能
竞赛裁判员、弧焊机器人操作员、高级
考评员、机器人焊接专业建设指导专
家、智能焊接专业标准专家，培养出了
一批又一批焊接技能人才。

作为学院焊接加工专业的带头人，

沈贵强积极打造机器人焊接教师团队，
实现了手工焊接向机器人焊接的全面
升级，并完成了省级示范校、国家级高
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任务。

“把简单的事认真做、用心做，你就
是赢家。”这是沈贵强最爱说的一
句话，也是他成功的秘诀。他靠着

执着、敬业的精神，成为焊接行
业的佼佼者。24 年来，沈贵强
言传身教、认真教学，把自己的
焊接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
位学生，把对焊接的热情全部
融入到教学工作当中。不管是
在实训教室，还是在三尺讲台，
沈贵强都游刃有余，既重视课
堂理论知识讲解，也重视实训

室的实操教学，在沈贵强看来，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让学生学到真本
事。

“要么不干，要干一定要干到最
好。”24 年始终专注于焊接技术创新，沈
贵强用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演绎着自己的“工
匠故事”。 本报记者 田雁

“思政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性
很强的课程，如何上好思政课，是我一
直探索和钻研的课题。”9 月 3 日，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李静
老师表示，作为一名思政课
老师，她要秉承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给学生的心灵埋
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2004 年，李静研究生毕
业后入职大同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
给学生讲课后，一位学生对
我的评价，他说我讲得精彩，但其
中一些内容他听不太懂。”李静说，
课后她自我反省，思考如何把思政课
讲得既有真知真趣，又能让学生学有
所得、学有所悟、学有所行。

为了让思政课入脑入心，李静探索
了多种教学方式。如面对数学专业的

学生，李静选择先讲一点政治经济学，
让学生找到两者共同之处，提高他们的
学习兴趣。她创新教学模式，如角色互

换、小组讨论等方式，提高思政课的吸
引力，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思
政课带来的思想启迪。

“思政教育不仅仅局限
于课堂上，学生应该走出课
堂 ，到 社 会 实 践 中 去 感 知、
领悟。”李静说，去年，她建
议 学 校 教 师 带 领 学 生 去 大
泉 山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现 场 教
学，将革命文物资源与思政
课建设相融和，丰富思政课
的内涵与形式，提升思政课
育人效果。

“传播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思政课教师的

责任担当和光荣使命。”李静说，今后，
她将守好思政课教育教学责任田，用心
讲好每一堂思政课，承担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

本报记者 丁亚琴

近年 来 ，我 市 一 批 又 一 批 援 疆 教
师响应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
号召，跨越千里到新疆支教。他
们是火种，通过因材施教
燃 起 了 边 疆 孩 子 心 中 渴
望知识的火苗；他们是春
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滋 润 着 西 部 少 年 心 灵 的
花朵。

大同三中教师王思超
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说起援疆支教，王思超说：

“这一年半的援疆，我完成了上
级交给的教学任务。时间虽短，
但收获很多，这次经历也让我心灵完
成了一次升华，对我今后的成长有很
大的帮助。”

2023 年，王思超作为援疆教师来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第三
中学。初来乍到的她，除了要适应当地
的气候和饮食，还面临着一系列任务与

挑战。她虽然有着十多年的教学经验，
但面对新环境仍有些不踏实。面对新课
程，她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不了解学情，
便主动找班主任，希望能用自己的教学

经验和能力为孩子们夯实基础，她也很
快与学生建立起了彼此间的信任和

师生感情。
“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责

任就是自己上的课尽可能让
每 个 学 生 都 想 听 、愿 学 、乐
学。”王思超结合教学实际，
制 定 了 有 针 对 性 的 教 学 方
案，精心备好每一节课，用自
己 的 学 识 和 阅 历 去 影 响 孩
子，让他们在每一堂课都有
新的收获。在学校开展的“学

生评价教育师打分”中，她得分全部
是满分。

“学生得知我援疆任务结束时，
在教室里贴满了留言条，让我非常感
动。现在我也会时常翻看和他们在一起
的照片。虽然援疆有归期，但情意无期
限，我会竭力做好教育援疆无限期的

‘后援’工作。”王思超说。
本报记者 高燕

“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更要对学
生的人格修养、理想信念、情怀志向等
有积极影响。”9 月 4 日，记者在大
同大学文学院见到刚下课的高
震副教授，他说出了对教
育的理解。

2019 年 7 月 ，高 震 从
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后入职
大同大学。谈及为何选择
来同就业，高震说：“我是
土生土长的大同人，也是
热爱大同的人，在毕业后
能够助力家乡高等教育事业的
发展，义不容辞。”

三尺讲台，高震始终怀揣育人初
心。课堂上，他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
态度，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喜爱。课堂
外，面对前来求教的学生，他耐心地为
大家释疑解惑。“能够得到学生的信任
和认可，是我莫大的荣誉。”高震感慨
道。

高震平时不仅从事日常教学和编
辑审稿工作，指导多名本科生、研究生
的论文写作，还坚持读书、潜心科研。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近些年，我思考能
否结合自身专业所长，从文学角度
推进云冈学的深入发展。”高震说，

经过 3 年多的钩沉考辨，目前，他
已完成近 20 万字的书稿《近
世咏云冈石窟诗词辑注》。

“身为大同人，似乎对云
冈石窟并不陌生，但只有深入
研究之后才发现自己所知甚
少。”高震说，下一步，他将继
续对近代云冈纪行文献进行
挖掘，为新时代云冈学的发展
贡献力量。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这是《论语》中我特别喜欢的一句
话。”高震说，在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
神的今天，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具备弘
毅品格，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本报记者 丁亚琴 实习记者 王东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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