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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丁加华从当时的南通师范
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建湖教小学数学。
就在他数学教学渐入佳境时，校领导又
交给他一个新任务——兼任科学教师。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说实话我有点
蒙，不知从何入手。”但是在教学过程中，
丁加华愈发感觉到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渐渐地，他成了一名专职科学教师，并总
能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发现科学的奥秘。

2021年，丁加华任建湖县湖阳路小
学校长。作为学校管理者，他通过强化
顶层设计，提出“适切教育”的办学主张，
带领全校师生积极打造“向光生长”的阳
光文化，践行“阳光育人，多彩成长”的办
学理念，确立“培养阳光儿童”的育人目
标，以“阳光管理、阳光课程、阳光教师、
阳光学子、阳光环境”为载体，构建以“生
长课堂，生活作文，生命践旅，生趣社团”
为内容的“四生”特色课程，让“适切教
育”成了学校的一张名片。

丁加华将德育融入日常教育。在他
的带领下，学校每月召开班主任工作例
会，鼓励教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行为习惯养成等主题活动。他
将劳动教育与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
通过制订劳动教育清单、上好劳动教育
课程、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注重劳动教育
评价等构建立体化的劳动教育模式，让
劳动教育落地生根。“我们亲手种下西红
柿、辣椒、茄子、青菜……这样的种植活
动，让我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也领略到
劳动的艰辛”。在学校“耕读园”里，劳动
的喜悦洋溢在每个孩子的脸上。

在课堂上，丁加华注重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他总是鼓励学生，让他们自己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严格按课程标
准组织教学，严格落实“双减”政策，提出

“四精”“四必”“四制”作业管控措施，以
“小切口”求“大实效”。此外，丁加华还
着力构建品德与修养、学习与探究、运动
与健康、审美与艺术、劳动与社会实践

“五维”评价体系，以培养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过去的一
学期，全校有 1000多名学生在各级各类
比赛中获奖。学校申报的“双减”案
例——“‘五维’评价：构建‘双减’新生态”
被省教育厅评为优秀案例并在全省推广。
建湖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马汝刚表示，

“建湖县湖阳路小学以‘减’见‘增’，以
‘放’见‘管’，把减出来的时间和精力，用
在孩子们更适用的地方。”

从教 31年来，丁加华先后主持 5项
省级课题，80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
发表或在比赛中获奖，2次在省“教海探
航”征文颁奖大会上开设示范课，参编图
书3本，3次获省市优质课评比、教学基本
功竞赛一等奖，累计开设讲座及示范课
70多次，辅导 10多名学生在省市科学比
赛中获奖。丁加华用自己的行动在学生
们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让他们感受
到了科学的魅力，他是孩子们成长的引
路人。

到边远的山区，到国家最需要、条
件最艰苦的地方去支教，是姚小立读
师范时就萌生的想法。2017年，他如
愿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
支教。

支教期间，他发起“春风行动”，号
召爱心人士为藏区儿童捐款捐物 7万
余元，并根据藏区地域特点和教研现
状，组建教研共同体，提高课堂效率，
圆满完成了援青任务。

2021年 8月，姚小立任乡村九年
一贯制学校——睢宁县刘圩学校校
长。“报到第一天我内心很焦虑。校门
口杂乱不堪，校舍也很简陋，教师平均
年龄 53岁，学生多是家庭经济困难的
留守儿童，教学质量亟待提升”。面对
困境，姚小立秉持“改变一点点，就会
一点点改变”的行动理念，吃住在学

校，带着教师们奋力拼搏，换来学校一
点点的改变。

“教育本来就该是幸福的！”这是
姚小立的教育观。

为让孩子们享受“幸福教育”，他
首先把幸福的“种子”种进教师的心
灵，确立“校长服务教干，教干服务教
师，教师服务学生”的工作理念，一切
工作从师生需求出发，坚持每天和教
师谈心，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教育教
学氛围。

“巡课是每位校长都会做的事
情，但是姚校长创新性地变‘巡课’为

‘寻课’，鼓励我们抛开束缚，‘寻找’
教学亮点，发挥自己的教学专长，重
新点燃了我们对工作的热情。”一位
老教师说。

“和姚校长的接触，打破了我对校
长的刻板印象。在我们学校，开会很
少，不用考勤，备课不拘泥于形式。对
于刚入职的年轻教师来说，能够被理
解、被尊重，在纯粹公平的环境中工
作，更能激发我们的自主意识。”一位
年轻教师感慨道。倾听、理解、尊重、
公平的气氛弥漫校园，学生们也在潜
移默化中奋力拼搏。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这是姚小
立的学生观。

全校 676名学生，他关爱每一个
孩子的成长。“我现在最享受的时刻就
是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倾听孩子

的声音，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鉴
于学校留守儿童多的现状，姚小立创
办“留守儿童之家”，周末义务提供托
管服务。

融合教育实施后，随班就读的特
殊儿童逐渐增多。一年来，他深入 30
多个家庭，走访看望贫困和特殊学生，
为其解决困难。对于残障儿童，他亲
自结对，为其开设个性化成长课程。

姚小立始终认为，乡村学校的孩
子要学在学校、学在课堂，要激发他们
自主学习的意识。因此，学校开设了
硬笔书法、体操、花样跳绳、面塑等社
团活动。“我参加了花样跳绳社团，运
动的时候感觉很解压、很放松。”学生
袁晨说道。

“姚校长提议给孩子们设计分层
作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看到自
己的进步。这一招确实有效，很多孩
子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学习的乐趣，
自信心也增强了。”教师尤成说。姚小
立还在学校施行“包干式”补弱，骨干
教师打破年级、学科界限，督促指导随
时随地发生，形成了“学校无闲人，人
人皆育人”的局面。

“幸福教育”的模样在刘圩学校逐
渐呈现，而教学质量只是这种教育氛
围的副产品，2022年，学校中考均分和
及格率排名均居同类学校第一，是唯
一一所跻身全县前十的农村校，学校
成为乡村校困境崛起的典范。

用一份份耕耘 换一点点改变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陈玉出
生在苏北农村，家境贫寒，自幼的求
学经历，让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将来
要当个老师，培养更多的孩子。大学
毕业后，他报名参加“西部计划”，来
到毛乌素沙漠腹地——陕北榆林，担
任驻村干部。村里学校缺老师，他就
主动当起义务代课教师。

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一两个月都
不能洗一次澡，进村要步行四五个小
时山路。一个雨夜，因为路太滑，陈玉
连人带车摔进了山沟。为了不耽误上
课，他强忍剧痛，一瘸一拐地推着摩托
车翻山越岭，直到凌晨才赶到村子，顾
不得满身泥泞，又站上了讲台。

从陕西回来，他成了一名高职院
校的教师。由于对困难学生的困惑
和痛楚感同身受，他能迅速走进学生
心灵深处，为学生解烦忧、计深远，努

力做学生们的知心朋友。
在大家的心目中，陈玉是一位

“英雄”。上大学时，他就见义勇为，
不顾个人安危，冲入浓烟滚滚的宿舍
救人。2020年 3月，疫情形势危急，他
主动请缨，被派往昆山转运入境人
员，曾忙得四天四夜没合眼，20多天，
体重从 150多斤掉到 120斤。抗疫回
来，学生们都说，“陈老师更瘦了，头
发更白了”。他无偿献血 24年，累计
3.1万多毫升。很多次，看他献完血不
顾疲劳赶来上课，学生们都很心疼，
也渐渐明白了公益的意义。

一年 365天，只要不是出差开
会，他天天都在学校，节假日亦是如
此。工作以来，陈玉先后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铜奖、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等 40余
项市级以上表彰奖励，7次被市委市
政府等记功嘉奖，连续 6年年度考核
优秀。

学生遇到急事难事烦心事，总第
一个想到他。学生经济困难，他到处
奔走，筹集数万元善款；营养不够，他
从家里带去鸡蛋、牛奶和水果等；身
份证丢了、眼镜衣物坏了，他骑车带
着学生补办、修理，为学生缝补……
在陈玉的悉心呵护下，一名基础薄
弱、几次要退学的重病特困生小新
（化名），重新点燃了对未来的渴望，
成绩由入学时的倒数第一进步到全

班第二、专业第三，并多次获得国家励
志奖学金。“我来自大山深处，很幸运
能遇到陈老师，我也要参加‘西部计
划’，到贫困山区支教，努力成为像他
那样的人。”小新说。

“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
这是陈玉的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对他的
描述。近年来，10多名有抑郁倾向的
学生在他的帮助下重展笑颜并取得优
异成绩；不少问题家庭、特困家庭学生
在他的帮助下，考上本科和研究生，获
国家奖学金。许多中小学生家长向他
求援，他也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在他
心里，帮助一个孩子，就是在挽救一个
家庭。只要以心育心，每个孩子都能
迎来自己的花期。

他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130余
场，服务群众 10余万人，带动学生在
奉献中成长。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
他积极探索“五育并举”新路，开展“课
堂革命”，在学校中草药园等场所开展
融“德智体美劳”于一体的专题大课和
思政课，深受师生喜爱。

陈玉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工作，就
是公益。平时没时间陪家人，周末、节
假日，他和爱人就把儿子带到学校，白
天他们工作，儿子在一旁做作业，有时
一家人晚上就在办公室将就一晚。“再
忙再苦再累，学生都在我心里排第一
位，他们都是我的孩子。”这是陈玉对
学生的赤诚心声。

心中有灯塔
守护苔花开

双鬓多年作雪 寸心依然如丹

王景花是江苏省华罗庚中学一
名普通的生物教师。在她上小学时，
最崇拜的一位语文老师来自青海省，

“他说他的故乡美丽又神奇，有高原
明珠还有雪域莲花。我那时候就很
向往，想长大了去看看。”

长大后，王景花也成了一名教
师。带着小时候的憧憬与向往，也带
着专业的自信，她于 2022年 7月跟随
常州“组团式帮扶”优秀教师团队走
进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对于王景花的决定，她的丈夫很
支持，“教育工作没有地域之分，哪里
需要就该去哪里，家里我会照顾好，
你放心。”

初来青海，大家最不适应的就是
由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以及饮食不
习惯，但是他们对这些生活困难都做
好了心理准备。“来这里，就要发扬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
拔高，境界更高’的援青精神！”王景
花坚定地说。

作为海南州高级中学两个高三
毕业班的任课教师，她认真研究学
情，钻研适合海南州学生的教法。为
更深入了解牧区学生的成长环境，她
经常家访，了解孩子在家的学习、生
活情况，并送去学习用品和衣物，帮
助他们解决困难。

班上有个女孩扬尖拉毛，家住离
学校很远的果洛州，每次放假都不能

回家。王景花了解情况后主动找到女
孩，每次放假陪着她一起学习、谈心。
在班上，像扬尖拉毛这样的孩子还有
许多，他们从小生长在牧区，父母的关
爱程度不够，王景花细心地关注、用心
地照顾、耐心地引导他们，渐渐地，她
和孩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孩
子们都叫她“花姐”。

通过大量调研后，王景花针对发
现的问题组织召开家长会，引导家长
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
子制订学习计划。她想方设法提高
教学效率，要求所有孩子备好各科的
笔记本，并组织教师定期抽查。为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每一节课她都
精心设置任务，让学生自主充分参与
学习任务讨论。

“王老师讲课非常幽默、诙谐、生
动，比如在讲遗传学这方面时，虽然
这门课本身比较复杂，但是她编了一
些口诀，让我们轻松记住了很多遗传
方式。”学生赵芮说。

2022年 7月，王景花被任命为海
南州高级中学教研室主任。“如何打造
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团队”是王景
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她下足
了功夫，带领教师开展岗位大练兵，启
动青蓝工程，引领青年教师开展教育
科研活动。在王景花的努力下，2022
年，海南州高级中学有 10项省级课题
成功立项，开创了学校科研的新篇章。

学校在教学观念、教学规范化管理、教
科研工作水平提升及学校文化建设等
方面均有了可喜的变化。

作为海南州兼职教研员，王景花
的专业指导和引领作用辐射到全州，
甚至全省。她受邀赴黄南州尖扎县开
展组团式帮扶工作，把先进的教育教
学理念播种在尖扎县第二民族中学。
2023年 5月，高中生物王景花名师工
作室（州级）成立，工作室通过平台活
动推动全州 8所高中生物学科青年教
师提升专业水平，涌现出多名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
优秀教师团队。在王景花的牵头下，
江苏和青海的云学习交流平台——

“苏青网络教研发展联盟”组建成立，
联盟通过定期的线上主题研讨、同课
异构、学术交流、讲座分享，让更多教
师从中受益。

大爱无言守初心 情洒高原担使命

追寻适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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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丁月玲以海门
师范幼师班优秀毕业生
的身份加入海安市第二
实验幼儿园。刚刚步入
美丽的童话世界，她却
遭遇了职业生涯最初的
困惑。

当时，丁月玲先是
因为处理一起孩子意外
伤害事件不能得到家长的理
解，闷闷不乐。然后又因为老
同学高考中榜的消息频频传
来，让她感受到人生的落差。

“当我回到孩子们中间，他们出奇
地安静、乖巧，平日爱捣蛋的小朋友也
收敛了。”丁月玲回忆道，“他们一个个拉着我的手，关切地
问：‘丁老师，你怎么了？’”

孩子们用他们纯真的爱、善良的心帮丁月玲竖起心
中的“灯塔”，她暗暗发誓，要在服务幼教的路上坚定地走
下去。

38年里，丁月玲结识了一茬又一茬孩子。曾经，她班
上有位小男孩，因先天生理缺陷走路蹒跚，她就试着把一
些简单的班级事务交给他，“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有发展潜
能，真诚地给他们以期待和希望，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
的前进方式。”

20世纪 90年代初，幼儿教育重知识轻情感的现象普遍
存在。丁月玲敏感地捕捉到教育科研的突破口，开始生命
教育研究，课堂教学也愈发生动活泼、个性鲜明，并逐渐形
成“情感渗透、自主探索、情智共长”的教学风格。她先后主
持多项省市级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让生命自由和谐》结集
出版，为致力于园本课程改革的园所提供了一种完整的课
程范式。

作为海安与中科院合作项目“中科海安幼教”课程资源
研发组核心成员，丁月玲用前瞻的幼教课程理念，构建了幼
儿园主题活动课程框架，并借助中科院人机交互课件编辑
平台，设计制作了 100多个白板课件，有效推进了海安幼教
课程改革和教育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

精神富足、润泽心灵、从容行走，“二幼现象”引起国内
专家的关注，多个媒体先后专版报道。不少单位纷纷抛出

“橄榄枝”，高薪聘请她到外地发展，但均被一口回绝。38
年来，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她青丝变白发，她的坚持与
热爱感染着她的学生，成就一段段“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
佳话。

一枝独秀不是春，丁月玲先后培养出市县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教坛新秀 50余人；海安二幼教师在各类比赛中
获得 10个全国一等奖、4个省一等奖、22个市一等奖，多个
奖项填补了海安幼教史的空白，400多篇文章在省级以上刊
物发表，10多位教师先后走上多所幼儿园管理岗位。与此
同时，丁月玲积极主持省乡村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育站工
作，扎实推进领雁培养工程，打造南通、海安乡村幼教的“熠
熠星光”，激活“一池春水”。

一直以来，丁月玲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引导团队成员
全方位参与对口帮扶活动，充分发挥海安教育的品牌效
应。对口帮扶的幼儿园成长为当地的排头兵，继续发挥引
领辐射作用。

一生只为一事来，一心只待苔花开。38载的光阴，她一
朵花换得春色满园，在最热爱的事业中和孩子们携手并肩，
风雨兼程，让平凡璀璨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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