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光者：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杜晓菁

育人心声：做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认为好的教育，做为学生好的教育。 追光者：惠济区艺术小学 李怡雯

育人心声：我坚信美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我始终要
求自己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孩子们一起心如花木，向阳而生！

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何晶晶 校对 禹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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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来了

“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你面前有一朵还沾着露水的鲜
花，深深地吸气，把花香吸入身体中……呼气，把身体浊气都
呼出去。想一想，如果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动物园，你觉得你
的家人分别像哪种动物？是老虎、狼、小兔子或者是猪等？
他们身上有哪些特点和这些动物相似……如果脑海当中有
画面浮现的话，请睁开双眼，把脑海当中的画面摆放在沙盘
里。”李兰英的话音刚落，学生便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沙架前，
细细挑选起脑海中出现的沙具。

这不是一节普通的心理课，而是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
教师李兰英的沙盘与作文融合课。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阐
述自己的沙世界，真情实感在沙盘中流露，写出的作文自然
也生机勃勃。

能把作文和沙盘进行融合，还得从李兰英“用心影响学
生”的教学理念说起。在十六载的教学生涯中，她用爱心、耐
心、创“心”去影响学生。她坚信：只要方法得当，就能寻找到
爱写作、会写作的金钥匙。在学习了沙盘治疗之后，她就尝
试着将沙盘和作文融合。

“玩中学，学中玩，学中悟，悟中成长。”沙盘作文课真实
地阐释了寓教于乐的含义。学生对沙盘充满了兴趣，开始变
得愿意说、愿意写。激发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后，李兰英开始
扩展沙盘面积，引导学生关注沙盘内的重点细节。这次，学生
充分调动自己的五官去感知画面，用眼睛去“看”人物的表情，
用耳朵去“倾听”人物的对话，用鼻子去“闻”花香的味道……
这样一来，学生写出来的文字更流畅了，画面更清晰了，情感
更细腻了。一位同学说：“沙盘作文让我不再恐惧作文，也让
我爱上了读书，以后的写作中，即使没有沙盘，我也能文思泉
涌。”另外一位学生说：“沙盘活动让我明白了写作要有真情
实感，要结合生活体验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更可喜的是，
通过摆放沙盘，学生不仅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逻辑思维和运算能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用心影响学生”的教学理念下，李兰英即将开展沙盘
与古诗、文言文的融合实验。 她坚信：每位学生都是金子，
只要教师能用爱心、耐心精心呵护，都能闪闪发光。在以后
的教学生涯中，她将用海一样的胸怀，接纳每一颗童心。

“致敬追光者——寻找你心中独一无二的老师”

近段时间，网上一直在热聊江苏锡山
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和他的教育主张。

唐江澎是中国基础教育界的网红校
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好的教育》，在书中，
他用哲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情怀、作家的
文笔娓娓道出了“什么是好的教育”。他
说：“学生，没有分数，赢不了今天的高考；
但只有分数，却赢不了明天的大考。”

借用唐江澎的话，我想说，我们的学
子，既要分数，赢得今天的中招；更要全面
发展，赢得明天的人生大考！简言之，我们
既要“育分”，也要“育人”；既要今天，更要
明天！

建校之初，我们推行了“民主、公开、规
范”的治校方略，确立了“学生第一、教师第
二、中层第三、校长第四”的服务理念，践行
了“以小型团队研究为基础，以问题和目标
为导向的走动式管理”模式，苦练内功，通
过提升服务水平和教育质量来赢得家长和
同学们的认可。

很长一段时间，我站在学校大门口一
个一个地问同学们同一个问题：“喜欢来上
学吗？”每次听到同学们说：“嗯，喜欢。”我
就心花怒放！

为了更好地育人，培育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明天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郑州七中教育集团博
雅教育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开发了自己的

“核心武器”，这就是：与中国学生核心素养
相切合的符合金桂学子口味的校本课程。
每天午休前，博雅堂（图书馆）里挤满了学
生，这是我们的阅览课，老师引领着，各班
轮流上；每周五的中午和下午，我们开放能
够开放的所有场馆，为校本课程的实施提
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每年我们都要开展
师生共同参与的旅游研学、科技夏令营、易
趣节、学科素养节，而且非常“绿色环保”，
几乎不花一分钱。今年，我们还想再开设
一门瑜伽课。总之，让同学们在课程中活
动，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发现自己的优

势，从而顺势而为，自信从容地走向成人、成
才、成功、成名、成家、成不朽的康庄大道。

如果说育人是我们的目标，构建和谐
的师生关系就是育人的策略，甚至可以说
是育人的捷径，是育人的“秘密武器”。

郑州七中倡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概括为
六个词：亲近、尊重、理解、关爱、信任、融
洽。这 6个词是有逻辑关系的，逻辑起点
是亲近，终点是融洽。在金桂校区的师生
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故事，这些故事将
幻化为学生和老师之间恒久的热爱。

什么是热爱？热爱是一心只想让他
好，热爱是时不时地会想起他，想起他就会
想见到他，见到他时会精神愉悦，进而对人
生和世界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这样，同学
们为分数而学就转化成了为热爱而学，教
师为生计而教就转化成了为热爱而教，这，
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让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分数，更为了
明天的梦想，并肩作战，奋力前行！

善良、真诚、执着、热情……认识杜晓菁
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她所感染。对待工
作中的每一件事情，她都是激情四射、活力
无限。她说，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教育事
业，就要全身心地投入，用脚踏实地的力量，
带着孩子们健康阳光地成长，帮助他们从课
堂走向远方。

生在党旗下，长在春风里，杜晓菁一直
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反哺社会。她上大学的
时候，就时不时通过捐款、做志愿者等方式
去帮助一些贫困孩子。她的爱人是一名军
人，志同道合的两人，参加工作后一直想着
为社会做点什么。经与甘肃省庆阳市教
育局和华池县扶贫办沟通，他们选定了 3
名山区贫困小学生作为资助对象，四年
来，两人已累计向这 3 名学生资助近两万
五千元。

在他俩的影响下，目前，她爱人的单位
已推动全员资助贫困学生。她也带动了身
边更多的人加入资助行列。杜晓菁坚信，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回馈
社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萤萤之火终会成燎原之势。

2017 年，入职不久的杜晓菁接受了一
项任务，那就是组织一批学生排练一个舞
蹈，参加学校表演。活动结束后，一名学生
拉着她依依不舍地说：“杜老师，以后有这样
的排练机会，能不能还叫上我？”原来，这名
学生很喜欢跳舞，但因为家庭原因，负担不
起校外的培训费用，只能将这份喜欢默默埋
在心底。得知原因后，杜晓菁深受触动，她
暗下决心，“要让更多喜欢舞蹈的孩子都有
学习的机会。”此时，她想起了入校时，师傅

和她说的那句话：“做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认
为好的教育，做为学生好的教育。”

坚定目标，说做就做。她组建了街舞社
团并义务开展训练。六年如一日，每天早晨
6:40~7:30，下午放学后 1小时带领学生训
练。每逢比赛前夕，她还要利用周末和寒暑
假为学生加训。怀孕期间也不例外，她坚持
带领学生完成了全国啦啦操比赛，才安心回
家待产。从最初的一个班 10名学生，到如
今的三个班 60多名孩子，街舞社团迅速发
展，街舞运动如今也舞动校园大课间，在学
校全面普及。看着孩子们自信、灿烂的笑
脸，她特别开心，也特别满足。

尽管和爱人分居两地，一边要照顾不到
两岁的女儿，一边要做好手里的每一项工
作，但杜晓菁总是开心地对待每一件事。她
特别爱笑，笑起来眼里闪着光。她说，自己
真心热爱这份事业，只想尽其所能地散发一
点光、一点热，全力为孩子们编织美丽的梦
想。对她来说，热爱就是能量之源。而且，
她和爱人互相支持、互相成就，爱人早已成
为学校的“编外员工”，身兼心理教师、护旗
手教练等“职务”，每次休假回来，也会自发
到学校帮忙。

在孩子们眼里，温柔爱笑的杜晓菁没有
什么威严可言，可是孩子们就是愿意听她的
话，和她亲近。得知曾经教的一名学生，到
了初中逆反严重，变得不爱学习，杜晓菁主
动与初中部教师及孩子父母沟通了解情况，
课余和她交流，周末带她散心。几个月时
间，孩子巨大的变化让家长倍感欣喜。这样
的事例还有很多，杜晓菁总是用她的阳光和
能量，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传递能量传递爱传递能量传递爱

作为惠济区艺术小学美术教
师，“光影中的艺术”皮影社团负责
人，从教4年，李怡雯始终坚守初心，
认为作为教师，一定要及时转变角
色，既要做学生的合作者，智慧的引
领者，更要成为跨学科知识的储备
库——一个多面手的角色。

在惠济区艺术小学的众多社团
中，作为 2022年成立的新社团，“光
影中的艺术”皮影社团已经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不仅在 2022~2023 学年
下学期区社团展示中大放异彩，获得
一致好评，而且荣获惠济区优秀社团
称号。骄人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学校
的支持、老师的努力、学生的刻苦、家
长的理解，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作为社团主要负责人的李怡雯老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共同的
精神家园。而皮影戏作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
习和表演，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中华文化。皮影戏是集戏曲、音乐、
美术、文学为一体的综合艺术，独特
的表演形式和深刻的故事情节，具
有很高的教育价值，能培养孩子的
审美意识、文化素养和民族自豪
感。基于此，结合学校“和而不同，
雅而有致”的校训，通过积极探索，
将“非遗皮影”融入学校美育课程的

“光影中的艺术”皮影社团应运而
生。自此，李怡雯的美术教师生涯
翻开了新的篇章。

除了正常的美术课堂授课之
外，李怡雯一心扑在了皮影社团，下
定决心要把皮影社团“带出个样
子”。一天课间，“哎呀，这个杆子好
难呀！”“是呀，我晚上回去都在练，
还是摆动不好。”李怡雯在门外听着
孩子们的对话心里一紧：如果在开
头就觉得难，没了兴趣，往后就更学
不好，于是赶紧微笑着推开教室门，

“哈喽，孩子们，老师今天给大家请
来了一位新朋友，让我们掌声欢
迎！”在孩子们的掌声中，一位身穿
长衫，手持一米高皮影的非遗传承
人走进了教室，李怡雯希望借此激
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随后的课
程中，皮影非遗传承人向孩子们展
示了皮影的操作过程，讲述了他们
平时练习的艰辛，随后，一阵热烈的
掌声在教室响起。李怡雯便趁势说
道：“孩子们，皮影作为我们国家优
秀的非遗文化，需要一代代传承下
去，而你们，就是最好的人选。希望
大家能迎难而上，做一名光荣的红
领巾传承者！”一番话语激起了孩子
们对皮影学习的热情，李怡雯也针
对每一位孩子操纵手法的误区进行
调整，整个教室又“燃”起来了……

让童心闪闪发光让童心闪闪发光 在光与影中成长在光与影中成长

追光者：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 李兰英

育人心声：用心影响学生，用爱让每一颗童
心闪闪发光。

既要今天更要明天
郑州七中金桂校区 梁志杰

感谢有你感谢有你温暖四季温暖四季
——走近那些向光而行的一线教师（一）

本报记者 周娟 李杨 李赛

金秋意味着收获，金秋也意味着耕耘。在特别的金秋，即将迎来第39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是离不开老师的陪伴。一直以来，为做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教师们胸怀“国之大者”，时刻铭记教书育人

的责任使命，用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守正创新，追光而行，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本期开始，我们推出教师节特别报道·致敬追光者，发现老师们的育人故事，记录令人感动的点滴瞬间，向老师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日隐月现，月隐日归，总有一种守候不变；诲人不倦，初心不改，总有一种激情不变。他们有的严厉，有的温柔，有的风趣，有的内敛，但都
有着一份执着的坚守，那就是，默默付出，轮回静守。他们用信仰、情怀和行动，温暖了学子的成长时光。本期，让我们走近部分一线教师，感
受郑州教育的温暖力量。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在日复一日的育人岁月里，不

少老师练就一手“绝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动着学生。
今年 9月 10日是我国第 39个教师节，为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郑州报业

集团教育工作室、郑在办以“致敬追光者——寻找你心中独一无二的老师”为主

题，通过郑在办、郑育见公众号等平台，征集你印象中“身怀绝技”的老师，以及你

想对老师说的话。
可以是一封简短书信，可以是一个小故事，可以是最想对老师说的话，也

可以是和老师的合影或者是为老师画的一幅画……诚邀你把相关内容发送
到郑在办留言板或者郑育见微信公众号。届时，我们会选取精彩内容，通过报纸、客户端、视频号等多渠道进行集中展示。

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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