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岁的她，是医学硕士，是法学博士；是国
家级心理咨询师，是高校教授……虽然她有很
多的身份“标签”，但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师生
心中，她是热情似火的“恩慈”姐姐。

27年前，颜志伟弃医从教，从妇产科的手术
台走进高等学府。讲台上，颜志伟承担的是司
法鉴定学、法医学、微量物证与毒物毒品检验等
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了让这些“难懂”的科目，
让学生学得会、学得透，她每次上课前都花大量
的时间、精力做准备。凭着过硬的专业能力、完
备的教程课件、生动的课堂语言，颜志伟的课上
始终掌声不断。

对待学生，颜志伟就像自己的孩子：特困
生刘延峰身患重病，她捐出自己刚刚拿到的

科研成果奖；全校教师优质课大赛，她把奖金
捐给学校图书馆；贫困生回不了家，她拿钱给
学生买票；学校心理咨询室没空调，她自己拿
钱装；大学新生突患恶疾，她一次捐了 2.64 万
元……

为了帮助更多学生，1998年，颜志伟注册成
为河南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17年来，她不断
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曾经资助136名贫困失
学儿童重返课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历次爱
心援助活动中，颜志伟捐出的善款已有 35万余
元。别人说她傻，颜志伟说：“学生来
到学校，就是把生命中的一段交给老
师，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不能辜
负他们。”

最美教师，有人是山谷间的君子兰，有人是麦
田里的守望者，而她，却是播撒美丽的精灵。她是
首届“河南最美教师”获得者——郑州市科技工业
学校教师李迪。

自从走上讲台，李迪在郑州科技工业学校担
任班主任已经超过10年。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
是个特别“好脾气”的人。有人曾当面问她，当老
师这么“好脾气”，怎么能够降伏那些刁钻古怪的
学生呢？对此，李迪有自己的“法宝”：“我的优势
就是一颗单纯、真诚和年轻的心。”

“我 2005年开始担任班主任，班里学生非常

调皮，甚至气得我几次想要辞去班主任工作。”李
迪说，没想到学生们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挽留她：

“学生们用学校的高音喇叭喊‘李老师，我们错了，
请你原谅我们’。”这件小事让李迪看到了学生们
的可爱之处。随后，李迪立志做一个让学生们喜
爱的老师。她说：“班级就是学生的家，让学生参
加家庭活动，为这家的建设付出汗水。她们为这
个家付出的越多，爱得也就越深。”

关于梦想，李迪说，我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当成
修炼美丽的过程，以美丽的姿态感染身边或远方
的人，让美的种子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

在郑州四中西藏班，有一群特殊而又平凡的
教师，他们既当老师，又当父母，仝允波就是其中
的一员。参加教育工作34年，担任藏班班主任就
有21年，仝允波用热血与汗水浇灌着来自雪域高
原的格桑花，孩子们都喜欢叫他“仝爸爸”。

“藏族学生刚来到内地时，大多只有十来岁，
不会洗碗洗衣，不会铺床叠被，天热不知减衣，天
冷不知加衣。”仝允波便手把手地教他们，每天把
天气预报写在黑板边上。

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不少
来自西藏偏僻牧区的孩子们对汉族老师不信任，
对老师的教育会有抵触情绪。仝允波还记得担任
西藏班初二（2）班班主任时，班里有名的“牢骚大

王”次仁旺堆。有一次上早操，次仁旺堆装病躲在
寝室。仝允波没有拆穿他、批评他，而是关切地询
问“病情”，背他去医务室检查。“老师，我装病不是
不想上早操，我就想试试看你是不是嫌我身上脏、
是不是真心关心我们，爱我们……”后来，次仁旺
堆悄悄告诉仝老师。记不得多少次和孩子们朝夕
相伴，记不得与多少个孩子促膝长谈，记不得多少
年没回家吃年夜饭……就这样，藏班孩子和仝老
师，从最初的桀骜不驯到后来的惺惺相惜，从最初
的针锋相对变成了后来的温暖亲切。

“藏族孩子不远万里来到四中，远离父母，我
们应先当父母，后当老师。”这是四中西藏班老师
们共同坚守的责任和承诺。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
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优美的旋律仿佛
还在耳畔，走出大学校园，走进高中校园，1991
年出生的商丘姑娘韩晗早已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成为市实验高级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

两年前，第一次登上讲台，韩晗特意换上高
跟鞋、深色的正装，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些，心
里担心“镇”不住学生。“班里的孩子大多是‘95
后’，我们年龄相差不大，交流起来很轻松。”韩晗
告诉记者，其实，真正能“镇”得住学生的法宝是
丰富的课外知识和妙趣横生的开放课堂。

“韩老师把单词在很短的时间迅速播放，然
后让大家比赛，看谁记得多。”高三创新一班赵文
惠最喜欢韩晗的纯英文课堂。她说，韩老师还把
BBC新闻、热播美剧、流行歌曲等内容“糅”进英

语课堂里，跟大家互动交流。不少同学私下里都
叫韩老师“女神”“Vera”。

市实验高级中学的“90 后”老师还有不少，
他们可都是来自 985 高校和师范院校的高才
生。当“90后”麻辣鲜师遇上“90后”猴孩子们，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打破枯燥的教条和模
式，让课堂气氛更加活跃生动、趣味十足是不少
学生给这些“90后”老师贴上的标签。

“总感觉您像一个大姐姐，和我们有着共同
的爱好和热情，上起课来生动有趣又认真，一路
有您陪伴，好开心。”“猴子王，猴孩子们心疼你，
祝你一直美美哒。”教师节到了，学生给韩晗的节
日贺卡上，洋溢着满满的祝福。韩晗翻看着笑笑
说：“只要猴孩子们喜欢，再苦再累都值了，我得
再加把劲啦。”

“支教是一种经历，是一种磨炼，更是一笔
人生财富。”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教育对口支援
的号召，作为郑州市第八批援疆支教教师，郑州
八中地理老师张长江去年接过援疆支教接力
棒，赶赴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二中开始一学期
的支教任务。

“初次走进哈密市二中校园，看到孩子们那
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求知若渴的眼光目不转睛
地望着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在慢慢
地接触中，张长江发现这里的孩子基础有点儿
差，但是他们很淳朴，很真诚，很好学。

作为援疆教师的领队，张长江积极组织援
疆支教教师在一起进行教研活动，按照郑州支

教教师的“四个一”量化指标标准，开展高标准
的公开课、精彩的专题讲座、生动的专题活动，
并参与负责课外工作，和当地老师结对子发挥

“传、帮、带”作用，把我市实施课程改革的成熟
教学经验带到新疆孩子的课堂上。

援疆支教工作给张长江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每天夜晚，结束一天的工作，收拾好东西回
到宿舍，打开小台灯，张长江都会记录下点点滴
滴。“作为一名支教教师，希望自己确实能做点
什么，哪怕是影响边区的一个孩子，都会让我心
境坦然、温暖、纯净。”他说，希望自己在这个急
功近利的年代里，做个真正的麦田守望者，踏踏
实实教好书，育好人。

“90后”麻辣鲜师遇上“90后”猴孩子

身为老师 不能辜负学生的信任

本报讯（记者 王红）今后，我省农村
小学将迎来一批通晓数学、语文、体育、
音乐、美术等 11门学科、十八般武艺皆
强的全科教师。昨日，省教育厅召开新
闻发布会，全省启动农村小学“全科教
师”培养试点，明年高招首批定向招收
1000名免费师范生。

全科教师通晓“语数外音体美”

以往，受诸多因素制约，偏远乡村小
学、教学点的老师大多是包班教学、混年
级复式教学，音体美、英语、信息技术等
课程无法开足开够，心理、书法等科目更
没有可能开课。

针对这种状况，为了优化农村义

务教育教师结构，发展乡村教育，缓
解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薄弱
学科、紧缺学科教师短缺矛盾，我省
决定从 2016 年起，以培养乡村小学全
科教师为载体，启动实施河南省免费
师范生政策试点，为农村教学试点培
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
全科教师。

“顾名思义，‘全科教师’就是什么都
能教，都能教好，能胜任小学 11门课的
教学。”省教育厅师范处处长朱自锋介绍
说，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是“一专多能”
的教师，培养出来的老师集中了小学教
育所有的精髓。比较而言，单科教学的
老师更多是关注孩子在这门课上的表

现；全科教师带班，会有更多对孩子全面
发展的体验和认识，学科间融会贯通的
教学方式也利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明年首批录取千名免费师范生

“全科教师”咋选拔？咋培养？按
照计划，2016年，我省计划安排 1000名
定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计划。其中本
科层次 700人、专科层次 300人，分别由
经过申报遴选的我省高等院校培养。

全科教师作为定向就业招生计
划 ，纳 入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年 度 招 生 规
模。专业名称为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方向），本科学制 4 年，专科 3 年，师范
类。小学全科教师高考录取实行单列

类别录取，本科层次在本科二批录取，
专科层次随专科录取，类别为农村定
向小学全科教师。分数从高到低择优
录取，凡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其他
批次投档。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
岗单位所在县生源。

啥样的考生可以报考？朱自锋说，
志愿从事农村小学教学点教育事业的
河南籍高考考生可报考。定向就业的
全科教师属特殊岗位，鼓励有志于长期
从教、终身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男生报
考。被录取的全科免费师范生学习期
间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的生
活补助，在学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
所在地。

全省师德标兵表彰会昨举行
10人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讯（记者 王红）在第31个教师节来临前夕，昨日，我省召开河南师德

标兵表彰会，闫乃富等 10名优秀教师荣获“河南省师德标兵”称号，并被授予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据介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含民办教育）公开评
选“河南省师德标兵”以及全省师德先进个人。按照规定，今年评选重点向一
线教师倾斜，参选教师应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知识功底扎实、教
学能力过硬、教学态度勤勉、教学方法科学，平等对待学生，尊重学生个性，理
解学生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全省共评选出 10
名“河南省师德标兵”、89名“河南省师德先进个人”。

今年入选“河南省师德标兵”的10名优秀代表包括：卫辉市狮豹头乡柳树
岭小学闫乃富、河南大学张晓晖、济源职业技术学校李成群、三门峡市陕县硖
石乡庙沟小学卢新平、周口市郸城县实验小学王西梅、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胡
庆周、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四山中心小学曹鹏飞、巩义市鲁庄镇赵城小学张全
举、永城市第二幼儿园豆静、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郅广武。

按照规定，10名师德标兵昨日被省总工会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

9月7日，新密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企业，在新密市直二小举办了慈
善助教捐赠活动，现场捐赠100辆电动车，用于奖励贫困优秀教师。

本报记者 张立 摄

庆祝第31个教师节
各区表彰教育先进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今天是第 31个教师节。连日来，市内各区纷纷召开
表彰大会，表彰教育系统贡献突出的单位和先进个人，晒出教育工作成绩单，
为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

昨日，郑东新区举行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对 111位优秀教师、17位优秀教
育工作者、41位优秀青年教师、60位优秀班主任等进行表彰。高新区对教育教
学先进单位、尊师重教先进单位、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二七区在庆祝教师节暨“六名工程”总结表彰大会上，晒出“六名工程”第
一周期成绩单。自2010年启动“六名工程”第一周期建设以来，二七区积极打
造“多彩教育”品牌，持续推进“一校一品”建设，30多个特色学校教育品牌百花
竞妍，70多个特色项目学校百舸争流；组建区级“名校长”工作室11个，郑州市
3个小学“名校长”工作室全部落户二七区；培养省市级以上名师、骨干教师、学
科带头人500余人。该区还创新学校建设“代建制”，以平均每年5所的速度推
进学校建设。5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2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23所，新增
优质学位2.7万余个。

7日，惠济区庆祝 2015年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上，对涌现出的名学校、名教
师、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尊师重教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并提出在向
偏远农村学校教师增发边远地区补助的基础上，区教体局、人社局、编办等各
部门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向乡村教师倾斜的新政策，创新举措，同等条件下，
在干部提拔、职称晋升、评先表优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尽快让乡村教师享受
到政策倾斜的果实。

我省试点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明年高招首批录取千名本专科新生 学习期间实行“两免一补”政策

全省共有教职工145.51万人
中小学教师高学历比例增加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从事教育
事业的教职工总数达145.51万人。

据统计，全省目前共有各级各类学校（机构）6.07万所，教育人口 2699.99
万人。其中，在校生2554.48万人，教职工145.51万人。

在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全省中小学教师高学历比例也在不断提
高。其中，全省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99%，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88.36%；普通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20%，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68.64%；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6.34%，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所
占比例7%。

同时，全省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明显提升。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
师中，副高级以上 3.33万人（其中，正高级 8020人）。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
校专任教师中副高级及以上所占比例分别为 39.11%和 27.36%。专任教师中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4.87 万人（其中博士生 12154 人）；硕士及以上学位
6.08万人（其中博士学位12647人）。

昨日，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在荆浩美术馆举办了“杏坛丹青——河南省
教育界美术作品展”，参展的近百幅作品全部出自河南教育系统的教职员
工之手。据悉，美术展将持续至20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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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梦想，夏育成荫，秋实
可掇。不经意间，第31个教师
节来了。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曾经说过：“你不仅是教
课的老师，也是学生的教育者、
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

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阐
明了好老师的四个标准，并强
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
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
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习总书记的
讲话既清楚地诠释了老师的责
任和使命，又道出了社会对好
老师的渴盼！

“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
对于我市8万余名中小学教师
来说，无论是兢兢业业、几十年
如一日的老教师，倾尽爱心、传
递师德大爱的最美老师，还是
玩转“微课”、“慕课”、“翻转课
堂”，以专业提升推动课程改革
的一线名师，初登讲台、谦虚好
学、敢想敢为的“90后”麻辣鲜
师……他们都在平凡的坚守
中，一步一步践行着心中的教
育梦想。在这个最美的节日
里，本报记者带您去听听他们
梦想拔节的声音。

想念那身戎装
更想念孩子们渴求的眼睛

他，是一名抗日老兵，曾在战场
浴血厮杀；放下长枪，脱下军装，他又
站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初见离休老干部王书文，是在老
人家中。和预想的不同，窗明几净的
屋里，没有成堆的书墨飘香，也没有
抗日老兵的一点印迹。四下里，整整
齐齐摆满的，都是小孙子日常的各种
玩具。

只是谈及那段战争岁月，老人温
和的笑容里突然多了几分严肃、几分
坚毅。“1943年我当兵的时候，只有16
岁。那年黄河决堤，我跟着村里人稀
里糊涂入伍，起初只是为了讨生活，
直到半年后部队被八路军收编，后来
在老战士的教育下，我才渐渐明白，
当兵打鬼子，是为了不当亡国奴。”

王书文说：“曾经有一次，为了保
卫延安，部队急行军走了3个多月，每
天夜里赶路，白天扎营，最远一晚上
能走180里地；那时候，我个子还没手
里的枪高，可照样扛着飞奔。遇到敌
人，那就迎着枪弹上；打仗时，受过
伤、跳过山崖、立过功，却从来没觉得
怕，因为当时想法很简单，我是战士，
打鬼子，死了也值。”

新中国成立后，王书文因为伤病脱
下军装、拾起了书本。从初中、高中、大
学，他一路读书，不仅在中国农业大学
求学，还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
学进修了3年半。1963年，王书文学成
返郑，成为郑州七中一名政治老师。

此后，他的生活就被备课、讲课、
改作业的事务填满。在学生们眼里，
王老师教学一丝不苟，但待人却温和
宽容；学生犯了错，他批评和关心双
管齐下，总能让孩子心服口服；学生
之间有矛盾，他从不急着断黑白，而
是全面了解来龙去脉，化解问题；学
生给他挑“刺”，他闻错即改，当面给
孩子道歉……学生们都说，从来没见
过这么好的老师！

从士兵到老师，命运的转换让人
始料不及。回忆往昔，已是耄耋之年
的王书文只是淡淡地说：“我想念那
身戎装，更牵挂讲台下孩子们渴求知
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