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刘积勋

济宁十三中英语教师张舒，她以四两
拨千斤的从容将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在
张舒的课堂上，她和学生亦师亦友。她在
自己的岗位上用辛勤的汗水培育出一批批
优秀的学生，在三尺讲台为孩子们描绘绚
丽的青春色彩。

别开生面的“PK”教学，激发了学
生更多学习激情；她用善意的谎言，维护
了“特别生”的尊严；让一个“一度抑
郁”的孩子重新扬起自信的风帆……一个
个富有个性的、独特的班级管理方法，深

受学生的欢迎。张舒教给学生的，绝不仅
仅是英文字母、遣词造句，而是如何更有
勇气爱与被爱，如何更有底气实现梦想。

在张舒眼中，班集体是学生生命发展
的精神家园，为做学生的“灵魂伴侣”，
她用自己的付出与真诚打开了进入精神家
园的“三重门”。

张舒总结出的第一重门是喜欢。作为
老师，和学生接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
上，让学生喜欢和信赖的第一步还是来自
于课堂。在备课时她会把功夫下在两处：
怎么化难为简，让学生好接受；怎么用好
课堂，让学生不走神。因此，也就有了学
生喜欢的“PK”教学和简笔画教学。

“我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些原来也不
是很喜欢学习，我用兴趣教学法、图文教
学法等启发同学，使他们重新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为自己负责，现在许多学生也
像我一样成为了教师。”说这句话的时候
张舒脸上露出了自豪而灿烂的笑容。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你们遇到困
难随时打电话给我”。张舒告诉记者，这
是她在家长会上的承诺，由此让家长们真
切地感受到老师的奉献，也打开了精神家
园的第二重门：尊敬。

作为班主任的张舒一直坚持做着两件
事：第一、布置的事情一定落实；第二、
关注学生动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正

是在这两件事上的坚持，为她打开了班级
这座精神家园的第三重门：信赖。

“张舒老师就像我的妈妈，我马上就要
毕业了，希望她能保重身体，好好照顾自
己。”今年15岁的小童是班级英语课代表，
谈起张舒老师时她慢慢地红了眼眶，她说：

“初二那年，自己非常要强，因学业压力大，
产生逆反心理，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成绩
一度下滑，是张舒老师多次找我谈心，给我
分析成绩下滑的原因，用真实的故事来告
诉我沉迷网络游戏的危害，让深陷泥潭中
的自己走了出来，重回正轨，重树信心，学
业得到了提升，还当上了英语课代表。心里
始终有一份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马文青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

展示济宁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时代风采，济宁市委宣传部、市教
育局联合组织开展了济宁市“四有好老师”评选活动。经
过层层推荐评选，刘美娟等100名教师入选济宁市“四有
好老师”。9月6日，在济宁市庆祝第34个教师节大会上，
对获选教师进行了隆重表彰。

济宁表彰百名“四有好老师”

张舒：成为孩子们的“灵魂伴侣”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刘美娟 女 济宁市实验中学

魏晶晶 女 济宁市第八中学

苏苓 女 济宁市第十三中学

戴巧莲 女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

王红云 女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中学

王锋 男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第一中学

王广艳 女 济宁市文昌阁小学

张秋平 女 济宁市任城实验小学

黄广霞 女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陈秀峰 女 济宁市兖州区东方中学

李超 男 济宁市兖州区东方中学

陈宁 女 济宁市兖州区第十三中学

张娟 女 济宁市兖州区第十五中学

石玉鸿 男 济宁市兖州区矿山学校

徐莉 女 济宁市兖州区大安镇唐庄小学

闫洪波 男 济宁市兖州区教学研究室

贾德建 男 曲阜市第一中学

赵华卿 女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董秀丽 女 曲阜夫子学校

魏修华 男 曲阜中医药学校

陈秋红 女 曲阜市王庄镇中学

赵振鹏 男 曲阜市尼山镇昌平中学

桂士敏 女 曲阜市鲁城街道办事处田家炳小学

陈琳 女 曲阜市机关幼儿园

王鹏飞 男 泗水县第二中学

王超 男 泗水县中册初级中学

刘志国 男 泗水县金庄初级中学

李霞 女 泗水县洙泗初级中学

陈晓梅 女 泗水县实验小学

颜晶 女 泗水县金庄小学

张强 男 泗水县济河街道北孙徐小学

刘晓 女 泗水县实验幼儿园

薛允生 男 邹城市第一中学

李山东 男 邹城市第二中学

邵明华 男 邹城市实验中学

刘迷迷 女 邹城市第四中学

郑兰杰 女 邹城市第八中学

李金玉 男 邹城市东滩煤矿学校

李霞 女 邹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婷婷 女 邹城市凫山小学

肖克文 男 邹城市郭里镇中心小学

吴红波 女 邹城市看庄镇看庄小学

杜建伟 男 微山县第一中学

周姝瑭 男 微山县实验中学

李建 男 微山县夏镇街道第一中学

孔令军 男 微山县鲁桥镇第一中学

樊彩云 女 微山县微山岛镇第一中学

黄桂良 男 微山县第二实验小学

何峰 男 微山县西平镇中心小学

张明培 女 微山县张楼乡刘香庄小学

高树梅 女 鱼台县第一中学

张红旭 男 鱼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梁本军 男 鱼台县实验中学

黄丰文 男 鱼台县李阁镇中心学校

李红梅 女 鱼台县清河镇中心中学

王冬丽 女 鱼台县清河镇石集小学

刘培培 女 鱼台县唐马镇杨辛庄小学

崔新民 男 金乡县第一中学

乔金花 女 金乡县第二中学

吕建军 男 金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飞翔 男 金乡县卜集中学

王新艳 女 金乡县羊山中学

王雪云 女 金乡县金曼克中学

刘伟华 男 金乡县实验小学

李红丽 女 济宁教育学院附属小学

朱斌 女 金乡县马庙镇明德小学

张传柱 男 嘉祥县第二中学

王兴斌 男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夹书合 男 嘉祥县仲山镇第一中学

靳继荣 男 嘉祥县老僧堂镇中学

董丽芳 女 嘉祥县实验小学

张升 男 嘉祥县特殊教育学校

魏中礼 男 嘉祥县卧龙山街道中心小学

赵冬梅 女 嘉祥县孟姑集镇中心小学

李彦婷 女 嘉祥县梁宝寺镇王铺联办小学

马迎 女 嘉祥县嘉祥街道五老洼小学

林立平 女 汶上县第一中学

韦修明 男 汶上县第一实验中学

颛孙芳芳 女 汶上县义桥镇中学

李祥旺 男 汶上县郭仓镇中学

郭建 男 汶上县苑庄镇中学

王宪立 男 汶上县刘楼镇中学

张扬扬 女 汶上县第二实验小学

杨丽娟 女 汶上县郭楼镇大李小学

史昊川 男 汶上县次丘镇中心小学

徐小荣 女 梁山县第一中学

刘秋英 女 梁山县杨营镇初级中学

沈培峰 男 梁山县小安山镇初级中学

张玉荣 女 梁山县徐集镇第二初级中学

李丽霞 女 梁山县拳铺镇初级中学

陈兰春 女 梁山县马营镇初级中学

徐栋 女 梁山县寿张集镇育英小学

王萍 女 梁山县大路口乡中心小学

聂效丽 女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顾峰 男 济宁太白湖区石桥镇第一小学

张雷洲 男 济宁经开区疃里镇第三中学

王文霞 女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张冬阁 男 济宁市第一职业中专

马红艳 女 济宁学院附属小学

徐瑞 男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济宁市“四有好老师”名单

□ 马文青 王超

在教学一线，最多的是这样的普通老
师：他们没有可歌可泣的壮举，没有轰轰
烈烈的事迹，每堂课，用扎实的基本功，
将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地展示在学生面前；
爱着每一个学生，只要学生有点滴成长进
步，自己就开心得像个孩子……今年35岁
的朱斌就是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群体中的
一员。

“她看起来挺普通的，做的也都是我
们都能做到的非常普通的小事情，但不容
易的是她能坚持把每件该做的小事、琐事
都做好，并且十年如一日，这普通也就变
成不普通了！”这是记者采访中，金乡县
明马庙镇明德小学的同事们对朱斌的评
价。而眼前的朱斌，温和、平静，说话柔
声细语，笑起来也是温和如夏日的风。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做他们的老师，就是要扬长补短。尤其在
我们农村学校，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不如城
里家长那么多，这就更需要老师多发现他
们的闪光点……”在朱斌老师心里，学生
没有好坏之分，10年来的班主任工作中，
她一直坚持“鼓励教学法”，有时是一个
微笑的眼神，有时是一句鼓励的话语，有
时是一次轻轻的抚摸，这点点滴滴的爱的
表达，让学生们爱上了老师，爱上了课
堂，爱上了学校，学生们也变得越来越阳
光和自信。

“我们班孩子有不少是留守儿童，父
母不在身边，他们更需要正确的引导和督
促。做老师，就是要做好学生人生路的指
向标和梯子……”朱斌很爱教师这个职
业，面对课堂上爱插嘴，但语言能力很强
的学生，她从不“怒吼”，而是尽量让他
们在课堂发言，并针对他们的优点进行鼓
励、表扬，让这些学生的优势得到发展；

对内向的学生，则注意沟通，尽量贴近他
们，敞开心扉和每个学生成为朋友。

为了能做个称职的老师，业余时间，
朱斌积极“充电”、潜心学习；为了向课
堂40分钟要质量，她经常忙到深夜，查阅
各种资料，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她
积极参加学校的教研教改，努力掌握多媒
体的熟练使用技术及微课制作技术，很快
由一个“门外汉”转变成为学校的一名骨
干教师，并且善于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
于教育教学实践中。

在教学中，她用新课程理念主导教
学，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教学仪器和电教
设备。为了让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
源，朱斌利用休息时间，对远程教育资源
进行甄别、筛选、加工，建立专项文件夹
为己所用。精心准备每节课，充分利用教
学资源和教具，设计各种活动和游戏，调
动课堂气氛。

从教以来，她从未拒绝学校领导安排
的任何一项工作，并尽自己所能把工作做
好。每一天、每一学期、每一年，她都认认真
真工作着，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日子平淡
充实。但在学习上，她对学生是相当严格
的。当学生作业中出现问题时，她都会严格
要求学生更正。哪怕是一个小标点，也会让
学生补上。太认真，自然就会太辛苦。但
她始终坚持，因为她坚持认为，自己所做
的一切，是出于教育良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色的教
育教学工作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学生
和家长的尊敬，朱斌也收获了济宁市基本
功二等奖、济宁市优质课获得者、济宁市微
课获得者、金乡县教学能手、金乡县优秀班
主任等诸多荣誉。说起自己的教育情怀，朱
斌说，“教书育人，是我一生的选择；做一名
称职的教师，是我的人生目标；而做一名
优秀教师，则是我一生的追求。”

朱斌：人生因奉献而精彩

□ 本报记者 尹彤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楚黎静

“马克思说：‘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
追求的’，这也是我的人生格言。”9月6
日，嘉祥县第二中学物理老师张传柱动情
地说。作为一名农村中学初中物理教师、
多年班主任、一线把关教师，从教30多
年，张传柱用平凡而崇高的师德之光，照
亮了一片清纯天地。

张传柱爱学生，并力求公正地善待每
一个学生。平时，他积极阅读心理学、教
育学等方面的著作，努力拉近与学生的心
理距离。许多学生利用写日记的机会向他
透露内心的烦闷与惆怅。孩子们与父母之
间的隔阂，与同学之间的矛盾，与老师之
间的磨擦都愿意与他交谈。“‘亲其师方
可信其道’，教师这个职业本就是个‘交
心’的职业。”张传柱说。

前段时间，他发现班上一名叫小伟的
男孩，经常在课间打骂同学，连班干部都
不敢管他。张传柱没有盲目批评，而是仔
细了解情况，得知小伟是因为父母离异，
从小由奶奶照顾，娇惯成性。张传柱先找
小伟亲切交谈，表扬了他上课积极发言、
关心班级等优点，帮助他树立自信心，消
除自卑感，同时又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
协助班干部管好那些较淘气的同学。小伟
对此十分自豪，对张传柱说：“老师，你
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好好干。”从那以
后，他不但自己遵守纪律，还经常监督本
班的男同学。

张传柱母亲年事已高又身患重疾，为

了照顾母亲，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没有耽
误学生们一堂课。前年冬天，一名学生生
病住院，他得知消息马上去医院探望，去
医生那里了解病情，医生还以为他是家
长。他每天都抽空去医院看望学生，给学

生带去可口的饭菜，当他把削好的苹果递
到学生手里时，学生落泪了。因为病情需
要，医院告知等学生身体稳定后就要转到
济宁就医，为了不加重学生的病情，他亲
自护送。经过治疗，学生身体渐渐恢复，

后来在给他发的短信里一直称呼其为“爸
爸”，这名学生说：“我感觉您不仅是我
的老师，更像是我的亲人。”

常言道：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
一桶水。张传柱虽然年过50，但一直潜心
钻研教材，反复研讨新课标，大量订阅教学
刊物，坚持业务自学，认真做好笔记，转变
教育观念，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手段。他常向
同科老师学习教学经验，借鉴优秀的教学
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同
时积极参加各个公开研讨课，教学技能不
断提高。先后荣获济宁市电教骨干教师、济
宁市教学优质课，在一师一优课活动中获
得济宁市优质课，济宁市电教优质课、全
国初中物理奥赛特等奖和一等奖的优秀辅
导奖，多次获得嘉祥县初中物理教学成绩
优秀奖、优秀班主任、嘉祥县优秀教师、
嘉祥县教学能手和优质课等荣誉称号。

张传柱还热心帮助青年教师专业成
长，在他的精心指导下，理综组先后有多
名青年教师业务水平迅速提高，成为学校
物理学科的骨干力量。多篇论文发表或获
奖，例如在2016年4月《华夏教师》上，发
表了《浅谈“问题学生”的转化》；在
《学习方法报》上发表了《物理教学中有
效的自主探究》和《浅谈如何调动课堂中
学生的积极性》等文章。积极推动“学案
导学”高效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人们常说，‘拥有一份自我钟爱的
事业、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幸
福。’从这一点上说，我无疑是最幸福的
人。”张传柱满足地说道，“教育是我终
身的事业，我无悔。”

张传柱：教育是我终身的事业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每天早上，她与学生一起走进教室晨
读；放学，她与学生一同走出校门。这是
济宁市第八中学初二五班班主任、道德与
法治教师魏晶晶保持了20年的习惯。在济
宁市第八中学初三五班学生们的心目中，
她是可爱可敬的“魏妈”，用爱浇灌着20
年的教育事业，用心引领每一位学生的成
长。

“从登上讲台起，我就认识到了自己
肩负的责任。”魏晶晶说，讲台下一双双
求知的眼睛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乃至社会
的希望，而教师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眼
神都会给孩子带来影响。有一次，班里有
个学生早晨没吃饭，魏老师看他趴在桌
上，很没有精神，经询问知道他的情况，
就带他到校门口喝了一碗牛肉汤，让那个

大个子男孩特别感动。毕业后，这位学生
每年都回校看望魏老师，跟她说说生活中
的趣事和学习上的进步和挫折，真心把老
师当成了自己的挚友。

在魏晶晶眼中，唯有真心地爱学生，
才是为师之本，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认
可和爱戴。从学生来到她的班级那一天开
始，他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起分
享快乐、分担忧愁……她会用最短的时间
记住班中每个孩子的名字、性格特点、明
显的优缺点，以便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进
行教育与交流，也能让孩子对老师有一个
认同感，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班主任的关
心和爱护。

前段时间，魏老师高烧39度，依然到
校上课，后来，病重失声，也没有请假，
中午打完吊针饭都顾不上吃就赶往学校，
在魏老师的感染下，她班学生的状态是秩

序井然地自主安排学习，让人省心。在她的
眼中，为学生、为孩子们一切辛苦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的。每次毕业，孩子们都与她热情
的拥抱，更有毕业多年的孩子回到母校看
望她，她也从学生们心目中的“魏姐姐”“魏
老师”成长成了“魏妈”。“魏妈”成为了她班
学生对她共同的爱称。

通过20年努力勤奋的教育教学工作，
魏晶晶在教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1
年12月获得“省级教学能手”。2008年4月
执教省级思想品德优质课，并在市、区、
校各类活动中多次执教公开课、示范课、
观摩课。所带学科和班级成绩优异，获得
区级教学先进个人，这是对她教学上的认
可。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的获得，是
对她班主任工作的见证。区优秀教师、区
运河名师，是对她教育教学生涯的鼓励和
鞭策，让她不断向前……

在专业研究上，魏老师没有丝毫放
松，钻研教学，教材教法，曾被聘为两届
“兼职教研员”。在八中，她成立了个人
名师工作室，是区学科高地组组长，带领
高地组和工作室成员共同进步，多位老师
在她的指导下，获得区级优质课一等奖、
教学能手称号。她还积极参与省“十五”
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以学生为主体的课
堂教学模式研究”并担任主要研究人员。
积极开展校本教研，主持承担了“在活动
中学习，在学习中活动”的课题研究，去
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改革。担任班主任期
间，致力于学生不良行为习惯的矫正的课
题研究，成绩显著。2007年、2015年承担
了规划课题担任主持人并顺利结题，多篇
论文在省市级刊物发表。

魏晶晶：用爱浇灌 用心引领

□记者 尹彤 报道
张传柱给学生讲解题目。

教师节特刊14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7)2399971 Emai l :dzrb163@126 .com 微博：http://weibo.com/dzjn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