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就是发现孩子、
发现自己、共同成长的美
好历程！

“最美”心声

郑州市教工幼儿园 王向青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她阳光、爱笑，看见孩子眼睛里放光。成
为一名幼儿园老师，一直是王向青的梦想，终
于，她如愿以偿。

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她不断找寻着和孩子
们相处的最佳方式。她发现，每当自己讲故事
的时候，孩子们就会特别开心。于是，她每天
晚上对着镜子学讲 3个故事，第二天再讲给孩
子们听。后来，她把幼儿生活中的小事都编成
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她和孩子们的关系不断升温，成了名副其
实的“孩子王”，跟他们开启了“撒狗粮”似的相
处模式，而这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每天早上，看着孩子们父母充满希冀、信
任与不舍的目光，她深知，那背后是沉甸甸的
托付。她用坚定的笑容告诉家长：一定会把一
个更加阳光、健康、知礼的孩子交还给他们。
她说，孩子们就像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生命，
形态迥异、各有不同，爱和陪伴是幼儿教师最
美的语言。

“眼睛里有光、有儿童。”这是她某次参加
公开课时，一位专家评委对她的评价。此后很
长时间，她都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凭借破土而
出的力量，不断地发现自己、超越自己。

求知路上，她从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带

着教育的执着与勇气，从 2009年开始，她连任
郑州市第三届、第四届名师，中原名师、中原教
学名师，一路走来，她站在更高的平台，见证了
学前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

2015年，“王向青中原名师工作室”成立，
五年时间，她培养了 32位新教师，辅导了 8名
教师获得省市优质课、游戏比赛一等奖；接待
师院学生、国培学员、河南省各级各类幼儿园、
影子教师、跟岗实践等近20000人次的观摩活
动。带领学员及老师们走入省内淮滨、潢川、
洛阳、汝州等地方，送教下乡、讲座分享、区域
教研是她休息日做得最多的事情。

淮滨邓湾乡幼儿园是一所农村乡镇幼儿
园，也是她帮扶的园所，多次帮扶、指导后，大家
真真切切看到了这个幼儿园发生的可喜变化。
专业的老师、活泼的孩子、扎实的园本活动，这
里有了一所优质幼儿园该有的样子。看到孩子
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她更加笃定——一定尽我所
能，辐射引领更多的老师，让农村的孩子也能享
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资源。

她说，回顾自己的教育路，在与同伴同行、
与专家对话、与反思交融中，她遇见蜕变的自
己。在前行的道路上，她将和诸多教育工作者
一起，从容、优雅地在专业的舞台上起舞。

“最美”心声

“每一届学生就像小树苗一样，希望他们
的根扎得深一点，干长得直一点、高一点；希
望他们不但身心健康、学业有成，更要信念坚
定、理想高远。”张建涛所在的班是“宏志班”，
在他看来，教育要落实在春风化雨般的滋养
和熏陶中。

教育如诗。他把期望融入诗篇，让情感流
淌笔端。从 2006 年到 2023 年，17 年的时间
里，诗歌寄语成为他与每届学生彼此的念想，
每天的励志晨语成了班级的精神闹钟。四季
晨语，晨语四季。新的一届，他仍在继续。

一段美好的青春，必须有歌声做伴。他给
每届学生一首专属的歌曲，给每届学生一段专
属的记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他录制《爱国担当，成就大我》
《奋斗有我，不负时代》的主旨演讲，凝聚师生
爱国热情。《复学第一课——我与祖国共成长》
被推送至学习强国平台，建党百年主题班会
《坚定信仰跟党走，火热青春献祖国》、开学第
一课《致敬英雄，成才报国》被省教育厅推介。

他追求成绩，但更爱健康成长的孩子，更
爱教育该有的样子。他把对孩子和教育深深
的爱化为班级生活中浓浓的情。新生入校，他

为孩子们准备迎新气球、棒棒糖；端午节一起
一举高“粽”；毕业季为学生送上状元粥、心想
事“橙”；节假日他进行单车家访，走进一个个
孩子心里；外出学习或者讲课，每到一地总不
忘给学生带些小零食：昆明的鲜花饼、重庆小
麻花、青岛的小海鲜……为了增强学生体质，
他带着学生打雪仗、堆雪人、跳大绳；为了疏导
学生心理，举办同心鼓、班级卡拉 OK、草地音
乐会。班级充满欢声笑语、诗情画意。

一位学生成人礼后写道：“十八岁的我们，
遇到了最好的你们，在最美的时光里。”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在一届又
一届学生心中扎下了根，发出了芽，开出了花，
结出了果。山村支教、国庆大典、上海世博会、
杭州亚运会，到处都有宏志生的名字；国家部
委、科研院所、卫星发射基地、C919大飞机项
目，到处都有宏志生的身影。他们把论文写在
祖国的大地上，他们让青春在时代中闪耀光芒。

种桃种李种春风，守秋守夏守芳华。在学
生学业有成的同时，他也收获了郑州市最美教
师、郑州市首届教书育人楷模、河南省优秀教
师等荣誉。在最美的时光里，他把教育做成执
着一生的信念，感动一生的情怀，寄托一生的
梦想，温暖一生的故事。

立壮志，为国强。在郑州
美好教育这片沃土上，我将和
一届又一届的宏志生一起，把
教育变成美丽的诗行，把脚下
变成无尽的远方。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张建涛

师生的“诗和远方”

“最美”心声

岁月悠长，灵魂生香。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率先垂范，学而不厌，做一个
终身学习的老师，成为学生
成 长 路 上 的 一 盏 灯 、一 束
光。照亮学生，优化自己，我
是老师，也是永远的学生。

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何晶晶 校对 禹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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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灯引路育梦成光
本报记者 周 娟

从润物无声到桃李芬芳，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让青葱少年梦想起航。为生动展现我市教育工作者立德修身、潜心育人的师者风采，郑州市教育局组建
了“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最美教师巡回宣讲团，分赴全市各区县（市）开展巡回报告会，展现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大
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执着，感受这份属于师者的最美情怀。

他们有的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有的扎根乡村，用爱心和耐心照亮孩子们的求学之路；有的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人格魅力，影响和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一一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感受他们的教育情怀和奉献精神。

从教近 40年，杨卫平在用心教好学
生的同时，也一直坚持不懈地持续学习，
从课堂到课外再到生活，她不断丰富自己
的专业知识，增长育人智慧。

2020年，52岁的她通过层层选拔考
核，成为中原名师培育对象。她也是这一
批 167位培育对象中唯一的“60后”。“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她年龄最大，学习也
最勤奋，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
开教室。三年间写了 22万字研修报告、5
万字教学设计、8万字课题研究，老师和学
友笑称她为“领头杨”。

读书，教书，写书，她不断地学习和研
究，不断有着更高追求。44岁开始，她陆
续出版了《笑着做教师》《被学生感动的
56个故事》《好老师教你做好父母》等畅
销教育专著七部。目前，她的第八部著作
《笑着做班主任：幸福老班的带班密码》正
在走出版流程。孩子们都说：“总有一本
杨老师的著作，让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名
字，让我们知道自己有价值、很珍贵。”

在她看来，年龄不是限制，荣誉不是
资本，她热爱学习，热爱讲台，热爱孩子。
2023年 10月，“中原名师杨卫平初中语文
工作室”正式揭牌。经过不断学习和研
究，她提出“共生语文”的教学主张，这样
的课堂，不是老师给予，学生接纳，而是师
生共同生活。她为每个孩子“私人订制”，
因材施教，读书会、课本剧、演讲赛、辩论
会，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展示才
华，彰显个性。一个曾经很贪玩的孩子
说：“学习太有意思了，杨老师跟我们交心
做朋友，真让人开心！”

三年间，她与榕麟和梓妍两位学生，
创造了“学生画，老师写”的教育佳话。两
个孩子把她个人和班级故事以卡通漫画
的形式画出来，杨卫平则根据他们的画作
写班级日志。师生双向奔赴，共同署名出
版了三卷本 65万字系列著作《我是老师，
也是永远的孩子》，被多家媒体推送到各
大网络平台热搜榜，点击量逾1200万。

她说，是孩子们推动她不断学习和研
究，让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找到了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她会一如既往，把每一天都
当作新的起点，日日出发，时时追求，正心
明道，行稳致远。

她是郑州师范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是一
名志愿者。2004年，王雪大学毕业。从一所
大学校园走进另一所大学校园，从一名学生变
成一名老师。初为人师的喜悦，让她把自己对
教师职业的热爱，全部都投入到学生身上。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她把业余时间
全部交给图书馆，把每一节课都视为作品的
创编。她还利用节假日重修心理学、教育
学，并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和高级家庭教育指
导师证书，以专业水平为更多的学生答疑解
惑。为带动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她定
期献血并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在与学生朝夕相处中，她用心用爱
铺就学生的成长之路。

2014年，她被校党委任命为美术学院团
总支副书记。既要当好专业老师，又要做好
共青团工作，新使命促使她开始探索与创新
教育教学新模式。这时，她开启了人生的第
一个志愿服务品牌——“樱桃四季红”，帮扶
农民手工创业类培训项目。2014年至 2016
年，她带领学生在樱桃沟开展调研和培训活
动近 100期，引导大学生把自己的专业所长
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体验专业转化为社会生
产力的喜悦。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2018年起，
她先后策划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逐梦青春
益路相伴”等多个项目。尤其是2020年策划
的“郑师乡村课堂”关爱未成年人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她首次尝试了“志愿服务+思
政教育+教学实践”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真
正实现高校和乡村学校的“双向奔赴，双向
受益”。

在去年“国际志愿者日”当天，她组织乡
村的孩子参加“逐梦青春 筑梦启航——郑州
师院研学一日游”活动，从小学校园到大学
校园的巨大反差，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
动，把孩子们的眼睛装点得色彩斑斓，把孩
子们的梦想带入一个新的世界。

“支教八姐妹”的故事至今让她难忘。学
校初教学院的学生梦华曾在 2021年参与支
教慰问活动。2023年，她不但第一个主动报
名，还动员同宿舍另外7个小姐妹集体报名。

“强国必强教，强教必强师”，王雪说，希
望通过项目的实施，让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
有机会深入基层，感受乡村基础教育的现
状。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能
够选择奔赴乡村一线，真正实现“下得去，教
得好，留得住”。

经过四年的奋斗，团队已经服务全省 13
个县市 29个乡镇的 61所乡村学校，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500余期，参与志愿者近千人，受
益学生上万人。为推动农村基础教育发展，
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 年的奋斗之路上，在师范学院这个
“人民教师的摇篮”中，她努力践行着前辈师
者们带给她的“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用心诠释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教育家
精神”。

小时候，胡君丽就很喜欢为同学和低龄的
学弟学妹讲课，那时，她就是孩子群中的“小胡
老师”。于是，教师成了她一生的梦想，为了这
个梦想，她一直在努力。

“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带
着这个信念，最初从教时，她索性把行李搬
到学校，每天天不亮就开始练习英语单词的
发音，学校的操场上、餐厅的小路上都有她
背单词的身影。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上课
前，她都要去听同学科老师的课，听完之后，
她就找一间空教室，对着桌子和椅子一遍又
一遍地讲，直到满意为止。就这样，她坚持
了八年。

后来，王村镇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要从中
学抽调英语老师去小学支教，她第一个报了
名。尽管王村镇韩村小学的条件比想象中还
要艰苦，但是每天都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依
然教得开心。

然而，意外总是让人猝不及防。2016 年
12月，正在上课的她突然感到左胯疼痛，走路
困难，一直不见好转，无奈去医院检查，竟被确
诊双侧股骨头缺血坏死。第一次微创手术后，
她克服困难，重新站上了讲台。

除了要拄拐上课外，她每天都要穿三条保
暖裤加一个电暖宝，为髋部保暖。她常常左手

拿着线，架着拐，右手板书。一节课上下来，她
的头发和衣服总是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

针对她的情况，学校建议她在家休养观
察，但看着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双眼，
她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意念：必须留在学校，
留在孩子们身边。

她的坚守感动了很多人，她两次接到中央
电视台综艺频道《向幸福出发》栏目组的邀请，
登上央视的舞台，向全国观众分享她的故事。
在台上，当她听着王鑫鑫深情地叫自己“妈
妈”，郭艺卓感动地说胡老师不仅教她知识，还
教她做人的道理，使她受益一生时，胡君丽泪
流满面。在这一年，她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颁奖晚会现场，主持人问她：“胡老师，您的病
情有可能越来越重时，为什么还要坚持继续留
在讲台呢？”她说：“我可以没有未来，但是我的
孩子不能。使我留下的不仅仅是不舍，更多的
是那份责任。”

人生有负重前行，也有温馨幸福，每当孩
子们到家里看她的时候，当他们分享他们的快
乐时，她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她
说：“我虽然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是，我可
以拓宽它的深度和广度。继续坚守在我热爱
的三尺讲台，用忠诚、担当、拼搏、守正的教育
作风雕刻教师这个光荣的称谓。”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杨卫平

教无涯而学不止

荥阳市王村镇韩村小学 胡君丽

“站”成一道最美风景

郑州师范学院 王雪

“大先生”的新使命

从“经师”到“人师”，用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
爱之心”，才能当好学生的
引路人，成就“大先生”的新
时代使命。

“最美”心声

“最美”心声

用粉笔耕耘，勾勒深爱的广
度，用心血滋润，浇灌实业的厚度，
我拄着双拐“站”成孩子们心中最
美的风景，只要我还能走一步路，
我就要站上讲台，倾尽全力，带着
孩子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下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