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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染大地，丹桂香神州。日前，20名2023年郑州“最美教师”名单揭晓。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铸民魂。广大教师用无悔的青春，永远的芳华，弘扬敬业实干的教育精神；用忠诚的信仰，坚定的步伐，践行教育强

国的时代担当。郑州教育取得的每一步发展、迈上的每一级台阶、获得的每一项荣誉，都离不开广大教师的勇于担当、辛苦付出和无私奉献。最美
教师，是全市恪守师德师风、精研业务技能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德为先，以身示范，甘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他们精益求精，躬耕教坛，愿做学生
学习知识的引路人；他们紧跟时代，开拓进取，勇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他们坚守初心，竭诚尽智，争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他们以理想信
念为帆，以道德情操为舵，以扎实学识为橹，以仁爱之心为桨，带领学生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扬帆起航。

感谢有你，让“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熠熠生辉。

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刘胜楠

不负时光不负卿
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黄河为她的生命注入

不屈不挠的意志，让她坚定不移地热爱着这片土
地。在黄河岸边教书育人不知不觉近10年，她紧跟
党的步伐，践行教师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
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努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大先生”，用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

为了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国家战略，2022年 5月，她全程筹划，最终打造了
河南省第一家以校校联动、开发共建、主动赋能为目
的高品质、高水准的黄河少年党校。她努力成为学
生的“灵魂塑造者”，在孩子们心中扎下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之根。个人事迹多次刊登在河南共青团、河
南少先队报刊等媒体。教育是没有终点的接力赛，
作为郑州市青年宣讲团、郑州市红领巾巡讲团成员，
她将继续通过黄河少年党校向广大青少年传递党的
故事、新中国的故事、老家河南的故事，接好新时代
的接力棒。

从从 20132013年大学毕业加入教师队伍至今年大学毕业加入教师队伍至今，，她只为做好两她只为做好两
件事件事：：上好每一节课，照顾好每一名学生。

王沟希望小学是一所乡村寄宿制学校，这里的孩子大多
是留守儿童，数年来，她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对他们嘘寒问
暖，陪他们玩游戏，听他们说心里话，帮女生扎好发辫，鼓励
男生做勇敢的男子汉。日复一日，她成了孩子们最亲的人。

她反复钻研课标和教材，不断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她
带着孩子们走出大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朗诵；她讲的优质
课获得新密市一等奖、郑州市二等奖，所带班级被评为新密
市文明班级；她多次在国培项目培训中讲示范课，连年被评
为新密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郑州市优秀教师和新密市
教育教学先进工作者；她被河南省教育厅聘任为河南省乡村
首席教师，成立了孙方方小学英语研修工作室；她入选全国
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她说：“这里的每一个
孩子都是一颗最美最亮的星，我愿意一直留下来，守护他们
眼中的光，给他们希望！”

时光似白驹过隙，不惑之年的他在三尺讲台已悄然度过 19
个春秋。从踏入校园起，那句“做更好的自己”就一直引领着他
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只为更好地帮助学生成长。

他钻探教育书籍、案例、杂志，不断探索尝试总结，研究课
题，努力成为一个研究型教师。临近中考，一场突发的车祸轧伤
了他的右脚，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节奏，他每天“跳”着进学
校，“跳”着上楼梯，“跳”着进教室，坚持为学生上课直至学期
末。他积极参与援疆计划，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地投身那里
的教育事业。上课有精神，听课能专心，思考会用心，回答问题
条理清楚……看着学生渐渐形成良好的上课习惯和学习习惯，
看着学生求知若渴的表情，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所有困难
和辛苦瞬间都被抛之脑后。他说，做一名让学生感到幸福的好
老师，就是他的毕生所愿。

“把所有的夜晚归还给山河，把所有的春光归还给疏疏
篱落，把所有的慵懒沉迷和止步不前归还给过去。”这是她对
自己和学生提的要求。在近 20年的教师生涯中，她当过专
任教师，也做过团总支书记，还兼任学校学雷锋志愿服务大
队的负责人，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她都认真对待，早出晚归。
在同事眼里，她亲切和蔼，在同学眼里，她每天神采奕奕，眼
里带笑，心中有光。

她潜心研究教法，改进学法，为了更好地讲授中外美术史
等理论课程，她以创新的理论观点引领学生，以透彻的作品分
析感染学生；她和学生干部一起规范团队建设、策划品牌活
动，带着学生干部深入学校、社区和乡村，把理论知识转化为
教学实践；作为一名志愿者，她把奉献爱心当作自己人生重要
的一部分，主持的“郑师乡村课堂”关爱未成年人文明实践项
目荣获2022年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一等奖。

对工作的全情投入，源于对这一份工作的热爱。从教
16年，她一直都是学生口中“最敬爱的敬老师”。她会在学生
生日时送上祝福和小礼物，她会给经常留宿的学生带水果和
牛奶，她会在中秋团圆时选择陪伴外地学生畅谈青春理想。

作为化学组教研组长，她主持和参与的省级课题4项，
3项科研成果获省一等奖，主持的市级课题共 5项，均获郑
州市教科研成果一等奖，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实验创新大
赛，获全国二等奖。作为河南省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她确立“求启思明智，达至善行远”的发展理念，以一线班
主任为核心，以班级管理为主阵地，以日常研讨活动为载
体，利用线上、线下双研修模式，着力将工作室打造成曼妙
读书室、思维碰撞室、自我超越室、探索创新室、科研推广
室，大家一起修心、怡情、论德、创业。

从教24年来，她一直奋战在教学一线，当了20年班主
任，12年教研组长、备课组长，6年年级主任兼班主任，进
行了两轮初一到高三的大循环教学，先后获得郑州市优秀
教师、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是同行眼中的佼佼者，学
生心中的“大先生”。

在教学过程中，她精心梳理专业知识体系，透彻理解
教学大纲、教科书的内涵，时刻注意掌握本学科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在注重自身提高的同时，她竭尽所能
为学校培养后备人才，自 2006年调入郑州市第一中学以
来，共计培养了12名徒弟，指导他们专业成长，对他们的教
学和生活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 20年的班主任工作
中，她始终潜移默化树立学生规矩意识，以爱为核心培养
学生健全人格，除了以身作则外，她更多的是以爱的文化
引领班级，并成立家长学校，以家校合力助力孩子成长。

在师生眼中，他是一个宽容热心的“邻家大哥”，是一个身怀
才艺的“宝藏老班”，是一个创新钻研的“技术骨干”。“只要三观
正，大方向对，那就不用担心是否犯错，我都能理解。”在班级管
理中，他常常跟学生说这样的话。无论学习还是生活，他都在边
界与底线的范围内给学生以最大信任，任其自由成长，自己则作
为一名默默的旁观者，陪伴、观察、记录和分析，尤其是观察记录
那些常态以外的细微差别，从中寻找需要特别关注的个体，在以
后的工作中不动声色却又对象明确地进行辅导。

心中装着学生，处处都是教育契机。他在学生中成立“一
杯半”咖啡社，让学生通过冲煮咖啡这种“化学实验”去体验控
制变量法这一理科思维，并且通过品尝去感受结果，在分享中
丰富课余生活、加强沟通和交流。他愿意做学生成长道路上
的陪伴者、助力者，尽最大努力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 李娟

念兹在兹情所系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作为一位老师，尤其是特

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更要有一腔爱心。18年的特
教生涯，对于李娟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她把爱学生当教师生涯的起点，把关心学生作为
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必修课。

由于自身缺陷，自卑和恐惧常常弥漫在盲孩
子心间，加之大部分孩子远离父母在异乡求学，缺
乏关爱，心理也存在不少问题。作为班主任的她，
时刻要求自己以满腔热忱关注到每个孩子，走进
他们的内心世界，用真挚的爱来帮助他们解除烦
忧，用母亲般的温暖让他们不再孤独、无助。炎炎
夏日，她自己在家熬好绿豆汤，端到教室，给学生
解暑；周末，她带来牛奶和点心，给孩子们补充营
养；寒冷冬季，她给每个孩子买了热水袋和手套；
她带领盲孩子了解蚕宝宝的一生，利用课余时间
和盲孩子一起做手工装扮教室……她倾尽全力，
只愿这些“残缺”的花朵能够完美绽放。

荥阳市高级中学 张伟锋

亦师亦友亦知己
26年的教育生涯，他为教育事业贡献了最好的

年华。对他来说，爱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语言，爱凝聚
在他关心学生的点滴细节里。

他所在的学校是寄宿制学校，每逢冬至，他总会
煮上很多饺子，用保温饭盒送到班上让学生分享，让
他们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班上有留守家庭和单亲
家庭的孩子，他都会细致了解情况，默默关心爱护。
他在班上设计“老班信箱”，孩子们都喜欢通过书信
向他倾诉心声，他也总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学生
居家上网课期间，他每天手书励志书信，68天，没有
间断。他始终相信，爱是可以传递的。在他的班上，
如果有同学有困难，其他同学会立即伸出援手。很
多学生毕业后，也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将爱无
声传递。他带动着整个团队始终充满着拼搏和团结
的氛围。他总是这样，用真诚无私和坚持不懈助力
每一个学子迈入理想的殿堂。

从 2020年起，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入选首批河南省
教师教育培训基地，目前已经连续3年承担河南省“中西部项
目乡村新入职教师培训”“农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等相
关培训项目。作为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她主要负责学校
教师专业成长和国培、省培工作。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
者，她对帮助农村教师成长无比用心；作为国培项目的设计
者、组织者，从申报书的撰写、学员学情的调研，课程的设计、
组织和实施，她都亲力亲为，经常为写一份高质量的申报书
而连续熬几个通宵，也会为做好农村教师的训前调研日夜兼
程。当精心设计的培训方案受到国培专家肯定，训后学员调
研满意率达100%时，她感觉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教育帮扶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能参与到这项工作
中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在改变这个时代环境的
同时也收获着美好。”王燕玲说。

“我愿当好特殊孩子的陪伴者，让他们勇敢、自信、坚强，
慢慢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安慰。”2003
年，他走上梦想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

在课堂上，在学生中，他总有用不完的劲儿。2016年暑
假，他开始了新挑战，整日奔波于新学校的筹备工作。联系施
工队改造校舍，安装无障碍设施，深入一家一户调研，学生入
学体检评估，安置新老师住宿……终于，在2016年 8月 26日
这一天，港区特殊孩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从此，他便和这
群孩子，紧紧连在了一起。他带领老师不断尝试，一步步成就
这些“折翼天使”的梦想，唤起一个个孩子对生活的美好向
往。郑州市儿童工作“先进学校”、教育教学“先进单位”、“郑
州市文明校园”……他用爱与责任培育着那些迟开的花朵，用
岁月书写着学校的发展。时光有故事，微光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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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来，从新教师到“园长妈妈”，唯一不变的是她“喜欢孩
子，要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的初心和使命。河南省名师、河
南省骨干教师、郑州市学科带头人、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教师、郑
州市优秀班主任……这些年，她从未停止过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每天清晨，她都会第一个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的到
来，和孩子们一起做早操。数年如一日的坚持，一批批孩子在她
的带动下爱上了早锻炼。她面向家长开办“妈妈课堂”，通过网
络平台宣传幼小科学衔接理念，通过志愿者教育平台宣传幼儿
心理健康家庭教育……在她的带领下，幼儿园形成了一系列家
长学校课程，家长也参与其中。面对四个园区新增的众多新教
师，她深入思考，不断探索，培养过程和途径获批河南省教育规
划项目《幼儿园初任教师教育生态研究》。教育是光阴的故事，
是春华秋实的守望。她会继续守着一颗初心，踏梦徐行，静待一
树花开。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始终保持“我将无我 不负
使命”的初心与情怀，无私奉献，默默付出。

他扎根贫困地区支教4年。学生生病了，他竭尽全力去
照顾；学生焦虑了，他耐心细致去开导；学生想辍学，他翻山
越岭去家访，从没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还远赴菲律宾侨中
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华语教学。他积极为省、市、区线上教
学贡献个人力量，为孩子们录制高质量的线上精彩课例。他
以学研共同体为依托，不断进行英语学科的深度教研。他多
次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做专题培训，主持、参与省市区各级课
题10余项。他努力耕耘，荣获郑州市首届、第二届小学英语
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省、市优质课一等奖，获评省、市骨干
教师等称号。他说，教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会始终保持
初心，执着追求，砥砺前行，不负教育事业使命。

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温和秉性和认真踏实态度的
他，在众多职业中选择了幼儿教育，于2010年踏入郑州市教
工幼儿园成为一名男幼师。在工作中不断积累、迅速成长，
他获得“郑州市优秀班主任”“郑州市教科研先进个人”“郑州
市文明教师”等诸多荣誉。但最令他欣慰的还是听到孩子们
脱口而叫的“老唐”“兄弟”“唐爸爸”等称呼。他觉得，这是学
生对他最好的褒奖，也成为他努力做到更好的动力。

帮助新教师成长，帮扶新建幼儿园开园，负责幼儿园的
后勤保障……角色几经变换的他却始终坚守在幼教领域。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无论未来身在哪里，我都将秉持着一切
为了孩子的初心，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为幼
教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唐子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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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培育兼具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他用英语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华文化，通过“时文阅读”的形式将时事政治、热点新
闻贯穿于英语教学之中，引导学生以全球化视野思考问题，并长
期坚持送课下乡，利用电视、网络等平台创办公益课堂。他自编
的校本课程多达 30余本，并创新提出“Enjoy English”的教学
理念，编写三年一体化的《五个一》高效作业，研发“三个五”的单
词记忆法，独创“黄金分割”的高效课堂，独自完成高考复习的
《词汇通关》《阅读突破》《完型完胜》《满分作文》系列教程，并与
权威机构合作研发数十种英语学习辅助读物。

在他的耐心教导下，许多曾经的英语学困生蜕变成英语学
习的钟爱者，更有相当多的学生受其影响，把英语作为自己的专
业、把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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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 8月至今，他一直在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工
作。17年来，他在教育教学中，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以
学生未来发展为核心的教学理念，无论班主任工作还是技
能竞赛工作，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他每学期平均每周至少要上十二节，几乎把全部精力
都用在了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上。在汽车专业课教学和
竞赛中，他无数次放弃休息时间，在炎热的车间里手把手
指导学生，并带领学生取得 2022年农机维修赛项国赛一
等奖。他自己也获得了全国职业院校一等奖优秀辅导教
师、河南省优秀辅导教师、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河南省教
师基本功一等奖等荣誉。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学校班车工
作，风雨无阻接送老师们上下班，学校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得到领导和老师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是师生心目中当之无
愧的“最美教师”。

20年来，她立足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先后获评省市名
师、杰出教师、技术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多项荣誉，同
时，担任市名班主任和市杰出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市教研
室数学中心组成员，负责两个省骨干教师培育工作坊工
作。她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身教”影响着
一届又一届的孩子。

她曾入选郑州市中小学教师“千人教育名家”培育对
象、郑州市首届教学名师第一层次培养对象，参加教育部
新时代领军教师培训等。她带领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两
项成果获市一等奖。她坚持“问题即课题”，参与教育部重
点课题，撰写的课例获教育部一等奖。主持省课题4项，其
中成果获省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主持市课题 1项并获
成果一等奖。她以高尚的师德素质、卓越的专业素养，为
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发挥强大的
带动和辐射影响力。她坚信：“一盏灯点燃无数灯，一个人
影响一群人，教育所绽放的光会越照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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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匠人之心，啄时光之影，愿做一束光，照亮学子前
行路！”在近 30年的教学实践中，她以顽强的意志、乐观的
心态，忘我的奉献、辛勤的汗水，育成桃李遍天下；她以出
色的教学、科学的方法，超强的耐心、细腻的爱心，培养学
生全面发展。她的辛勤付出结出累累硕果，也品尝到了教
育事业带来的无限幸福。

为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她制作了一个又一个饱含
心意的精美礼包；端午节，她特地为孩子们带来粽香四溢
的粽子，给他们送上美好的期盼；她鼓励学生参加减压运
动会，自己站在一旁用相机记录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她是
学生心中严厉又慈祥的“张妈妈”，她将爱播撒进每个学生
的心田，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一个“四有”教师的精神内
涵。正如她所言，老师永远是学生的坚强后盾。只有充满
爱的谆谆教诲，才能盛开出鲜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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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一线教学 20余年来，她始终视责任如使命，视使
命如生命，用发自内心的微笑面对每一位学生，像培育花
朵一样呵护每一位学生。

她深耕一线教学，曾连续5年跨年级担任化学课、连续
3年留任高三担任 3个班的化学课，荣获省市优质课一等
奖 7项、主持省市课题 9项，荣获河南省骨干教师、郑州市
优秀党员、郑州市优秀班主任、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她的课堂，不乏生动和激情，不乏智慧和
深刻，处处使学生受益并进步，广受学生的好评和欢迎。

她将爱倾注在每个学生身上，通过以个人前途、家庭
期盼、民族命运三位一体的思想教育，让学生精神上被关
怀、人格上被尊重、生活上被关心、发展上被关注的精神文
化场域，激发学生内在的优秀精神品质和顽强生命力，获
得家长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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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2023年郑州“最美教师”——

闪亮的你闪亮的你最美的相遇最美的相遇
本报记者 周娟 李杨

26年坚守一线的执着，经过岁月的沉淀，让她用微笑从容
的力量，把阳光传递给每一个学生，恰如淌过的溪流，滋润着
学生的心田。

2019 年，她来到卢氏县支教，不断用真心唤醒山里娃脸
上那纯真的笑容。在教学上她更是积极筹备阅读资源，并以
阅读课、读书分享会等形式建构阅读课程，并开发课本剧、生
命课程等系列特色课程，看到孩子们在演出成功时“幸福得
像花一样”，她也幸福极了。对其他老师，她也是做到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多次进行公开课和专题讲座，起到了真正的
引领作用。她发动学校师生开展“情暖木桐”活动，为
支教学校的孩子们带来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看
着这些山里娃开心地笑起来，犹如绽放的鲜花，
点缀着巍巍青山。

这些年，虽忙碌奔波于岁月流转，她却
从未有过职业的倦怠。她说，教师应当
如百合，展开是一朵花，凝聚成一枚
果，心怀感恩，释放芬芳，用自己
的笑容唤醒一张张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