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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就蕙兰铺锦绣   润得桃李吐芳菲
——兴安盟 2022 年度最美教师扎赉特旗篇（上）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广大人民教师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教师努力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我盟于 2022 年开展年度“兴安盟最美教师”评选活动，全盟共有 28 名教师获评。
近日，本报记者深入扎赉特旗，对扎赉特旗获评教师进行深入采访，探索她们每个人对教育事业的不灭热情，对知识的永恒探索，以及一颗为人师表的初心。

曹玉红：教书育人  严谨不怠
□记者 包一婧 

今年 48 岁的曹玉红是扎赉特旗中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专业的教师。1997 年，扎旗中等职业学校创
建计算机专业，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曹玉红就肩负
起教研组长一职，成为学科带头人。26 年的工作经
历，不同岗位的风雨磨砺，让她不断突破、不断提升，
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火热情怀与赤诚
爱心。 

“1997 年时，计算机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选择，
家长和学生们对计算机完全不了解，整个学校只有 4
位专职计算机教师，学校里只有两间机房，电脑也全
部都是老式的台式机。”曹玉红说，“我们 4 个新老师
没什么经验，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机器维护等等都是
从零起步。那个时候很辛苦，每天学生放学后我们还
要继续备课，我们教学经验不足，又承担着整个计算
机专业的重任，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做好工作。”在
曹玉红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计算机专业已经成为
扎旗中等职业学校的王牌专业，目前开设计算机平面
设计和计算机应用两个专业，共计有学生 442 人，教

师 18 人，实训室 8 间，并多次获得自治区级、盟级的
荣誉。 

小有成绩的曹玉红知难而上，她深知在这样一个
信息化时代，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新时代对教师
的新要求。她利用业余时间不断给自己“充电”，在
培训平台中观看相关课程、关注行业发展的最新动
态。 

“教师对学生来说是心灵、智慧的双重引路人。”
曹玉红认为，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用宽容的心态面
对学生，才能实实在在的理解学生，教育只有在理解
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英才。 

赵宇航是曹玉红的学生，在刚刚入学校时，他
十分迷茫，对于自己的专业、职业规划没有清晰的
概念，学习并不用心，成绩也比较一般。曹玉红主
动找他谈心，了解他的想法，为他讲述了计算机专
业的发展前景，并结合当下火热的短视频、影视特
效等工作实例来引起他的学习兴趣，鼓励他只要掌
握了技能，就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很快赵宇航
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并于 2018 年获得自治区
数字影音后期制作大赛一等奖。 

由于在教学岗位上的出色表现，曹玉红也赢得了
属于自己的荣誉：2007 年，她被评为扎赉特旗优秀教
师；2012 年被评为兴安盟优秀教师；2015 年被评为自
治区“黄炎培优秀教师”；2016 年被评为兴安盟教学
能手；2018 年荣获“兴安盟技能名师”称号；2020 年
被评为自治区教学能手和区级优秀教师；2022 年，被
评为兴安盟教育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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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萨日娜

初春的午后，温暖的阳光洒满了校园。在扎赉特旗
音德尔第一中学校园里初次见到赵娟老师，她正在课
堂上讲解“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的关系”，讲台下是一
群求知若渴的学生。  

今年 45 岁的赵娟老师从教 24 年来，以饱满的热情
认真地对待每一节课，指引着学生们前进的方向。  

1999 年，毕业于长春师范学院的赵娟成为一名教
师，先后教过英语和数学。她爱岗敬业、爱校如家，个
人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普及活动“优秀辅导
员”等多级别的荣誉称号，所带班级也被评为盟级“先
进班集体”。  

老师是学生的引路人，要将学生引导到正确的道
路上。赵娟一直力所能及地陪伴和见证每一位学生
的成长，希望被自己影响过的学生将来也能去影响他
人。  

她所教的班级曾有一位男生因为家庭、青春期等
原因高中时性格上出现暴躁、偏执，不爱学习，经常打
架、旷课。他原本是非常聪明上进的一个孩子，发生了
这样的变化，赵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下定决心要帮助
他。于是，一有时间，赵娟就同他拉家常、嘘寒问暖，并
协调家长，一起帮助他学习。晚自习时间，赵娟会给同
学们放励志影片。其中，有一部《无穷之路》的纪录片，
片中主人公拉博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量的积累达到
了质的飞跃，高考中，这位男同学考取了理想的学校，
如今，已经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空暇时间他也总会
给赵娟老师打电话聊家常，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看
着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事业有成，我无比骄傲。”赵娟
老师的脸上满是欣慰之情。  

“热情饱满，教学有方。”是师生们对于赵娟老师的
评价。高一九班的马金珠同学谈及自己的感受：“赵娟
老师讲课非常有逻辑，思路很清晰，她在授课前会先跟我们理清
这节课的知识脉络，让我们有清晰的认知，而且在课上也会引导
我们去思考。”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对赵娟最贴切的评价。赵娟是个十足
的阅读爱好者，
她每次看到一
些值得阅读的
书籍，总会第一
时间分享给同
学们，像朋友一
样和同学们一
起交流分享读
后 感。“学 者，
博闻强识而让，
敦善行而不怠；
师者，循循善诱
而乐，积厚德而
流光。”赵娟始
终铭记着这句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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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丽 
    
阳春三月，伴着和煦的春风，记者来到扎赉特

旗音德尔第三中学，见到了笑容可掬的李丽波老
师。 

今年 50 岁的李丽波在三尺讲台上已经辛勤
耕耘了整整 28 年。从教以来，她以优异的工作成
绩、优秀的修养品质赢得了学生、家长和同事的喜
爱与信任。 

李丽波是初二七班的班主任，同时教授数学。
她不断超越自我，努力向上，告诫自己“一事不优
不做二事”。课余时间，她钻研业务，先后参加了
数学科区级课题的申报及研究、国家级“十三五”
课题规划与研究，均已结题，并获得了相关荣誉证
书。她努力钻研“自主合作与探究”的教学模式，
把小组合作与“洋思”“三清”、株洲景弘中学教学
模式及教学方法相结合，师徒结队互助学习，形成
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真正做到了把课堂还给学
生。她还在各级各类数学竞赛中多次获得指导教
师奖，在班级管理中多次被评为旗级先进班集体、
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班主任、旗级师德标兵等称
号。 

在教学中，她课前精心备课，课堂智慧讲解，
课后耐心辅导，教研时分享宝贵经验。初二七班
班长刘文琪开心地告诉记者：“李老师的数学课堂
生动有趣，有时候很难理解的知识点通过举例子
的形式转化讲解变得通俗易懂，我们都喜欢学习
数学，从不会感到枯燥乏味。” 

李丽波执着的工作劲头让同事们敬佩，采访
中，她的同事刘玉欣拉着记者的手攀谈道：“李老
师真是不容易啊！每天披星戴月往返家与学校
之间，时常吃不上中午饭，她的丈夫常年患病离
不开人照顾，作为班主任的她却从来没有请过一
天假，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是值得敬佩的‘好标
杆’。” 

“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公平公正，有教无
类。应该将关爱学生的育人目标融于每一个教
育细节中。”李丽波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还
记得刚接手这个班级的时候，学生郑可心沉默寡
言，心事重重，原本中等偏下的成绩还在下滑，
李丽波注意到她后，随即进行了一次家访，了解
到郑可心的家庭背景有些特殊，父母离异，常年
跟奶奶生活在一起，靠着低保维持生计，母亲更
是联系不上。此后，李丽波多次与她沟通谈心，
关怀备至。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耐心地辅导郑
可心的学习，为郑可心购买文具用品和辅导用
书。得知学校有教育资助政策后，第一时间填报
资料，为她争取到每学期 312.5 元的补助专项资
金……现在的郑可心积极乐观，成绩也提高了一
大截，郑可心的奶奶每次见到李丽波都激动得直
掉眼泪。 

李丽波担任班主任工作 20 余年，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班级管理经验，她坚持“以爱和尊重为基
础，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理念，既教书又育人，
关爱学生的成长。 

她说，庆幸自己选择了“教书育人”——这太
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她将无怨无悔地在校园这
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耕耘，让学生们的希望之花
永远绽放在最美的时节。

金玉：教人求真  学做真人
□记者  萨日娜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金
玉老师教学格言。在春日阳光明媚的早晨，记者走
进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中学，采访政治老师金玉。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的金玉在扎赉特
旗音德尔第二中学的讲台上已经默默耕耘了 26 年。
26 年的教学生涯中，她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以
丰富的知识、强大的爱心和耐心，带出了一届届具有
较高素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让她引以为傲的学
生伊德尔在 2003 年高考中考出了全盟文综第一名
的好成绩，而学生吉日嘎拉则在 2005 年高考中考出
了全区文综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教学中，金玉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思
政课是一门探求真理的学科，来不得半点虚假。在
思政课教学中，一些理论观点往往用更多的材料、事
例加以例证和说明。在备课的过程中，我会花大量
时间去查找教学中要运用的实例，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知识内容的深刻内涵。”金玉说道，“近期发生的
事件含有一定的新知识、新信息、贴近时代发展的材
料，这样的材料对学生而言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让
学生爱上政治这一学科。”从一名年轻的教师成长
为如今的学校政治组组长，金玉付出了很多努力。 

面对高考的压力，有些孩子的成绩始终上不去，
针对这一问题，金玉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分小组学
习，将不同层次的学生搭配分组，这样更有利于同学
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果然，分小组
学习后，孩子们不仅学习兴趣更浓厚了而且成绩也
明显提高了。 

有耕耘就会有回报，金玉老师先后获得了盟级
骨干教师、盟级教学能手、盟级学科带头人、盟级优
秀指导教师、自治区基本功二等奖、盟微课大赛一等
奖、兴安盟名师等荣誉。 

“回想着昔日的辛劳，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考上自
己心仪的大学，看着家长们满意的笑容，一切努力都
是值得的。”金玉满脸幸福地说道。

王
学
杰
：
德
润
无
声  

耕
耘
无
悔

□记者 包一婧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新课文《清平乐·村
居》。在宋朝的时候，南方有一座小山村……” 清
晨的课堂上，王学杰老师用娓娓道来的叙述，为学
生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清新悦目、安宁平静的乡村生
活画卷。 

王学杰。她今年 44 岁，任教于扎赉特旗音德
尔第一小学，是一位有着近 24 年教龄的老教师。 

王学杰 1999 年参加工作，曾在原扎赉特旗巴
彦高勒镇胜利村小学任教，那段时光是她教师生
涯中最难忘的日子，那段日子让她坚定了自己作
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当时的农村，教育不被
重视，人们的生活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头儿，孩子
们上课也不认真，起哄，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我
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拉他们一把’，至少
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王学杰说。 

二十几年前的农村学校条件很差，王学杰每天
早上都第一个到校点炉子，让孩子们能在温暖的教
室里上课。她常常找学生聊天、谈心，拉近与学生
们的距离，帮助他们解答学习和生活上的困惑。很
快学生们也被她打动，开始早早到校，认真听课，不
再调皮捣蛋。“孩子们的心底是纯洁善良的，作为
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掘他们人性的闪光
点，让这些闪光点照亮他们的一生。”王学杰动情
地说。 

2007 年，王学杰调入音德尔第一小学，这时的
她已经有了相对丰富的教学经验，面对课堂和学生
得心应手，尤其在写作教学上颇有心得。 

王学杰发现一二年级的孩子往往活泼好动，非
常爱和老师交流，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这种交流
欲也在逐渐下降。于是她让孩子们给她写信，把想
和老师说的话都写在信里，从而养成动笔记录、动
笔交流的习惯。“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写一两句话，
还有很多字是用拼音写的，等到三四年级，他们就

可以用信件的格式写出一段完整的话了，就我近几
年的‘实验’来看，这个举措还是比较成功的。”王
学杰笑着说。 

王学杰的另一个“绝招”就是“循环日记”。她
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共用同一本日
记本，组员们轮流写，每位组员大约 7 到 8 天可以
有一次在日记本上“亮相”的机会，降低了学生的
写作难度，也减轻了教师的批改压力。每天的课前
五分钟，王学杰都会把前一天的每篇日记都认真点
评一遍。“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孩子们有充足的时
间来构思自己的写作，保证每一次的日记都有话可
写，也能及时收到老师的反馈，这样才能真正锻炼
孩子们的写作能力。”王学杰说。 

就在记者去采访的前一天，一位学生家长满
怀感激地给王学杰发去了微信：“有幸看到王老
师批改的日记，感受到了您对孩子无私的爱和鼓
励，让我想起了 30 年前，我的老师对我的谆谆教
诲。” 

“我一直相信，教育的艺术不仅在于传授，更在
于引导、鼓舞、关爱和唤醒。老师只有真心地热爱
学生、尊重学生、善待学生，才会激发学生积极向上
的力量。”王学杰说。

李丽波老师在办公室认真备课
王学杰老师在上课

赵娟老师在备课

曹玉红老师指导学生

金玉老师解答学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