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二网这个名字让人过目难
忘。他的老家在句容农村，当地的
老人们会在孩子出生时用渔网网一
下，祈求网住一生的平安和幸福。
从此，质朴的名字就与张老师质朴
的品质融为一体，牢牢“网”住了大
家的心和情。

那是一张深沉的网 ,赋予成长
的力量。一年金秋，又一批新生走

进校园。张老师一如继往地拿着
他最心爱的算盘走进教室。一个
叫高贞的女生直截了当地说，都人
工智能时代了，学珠算有啥意义。
张老师没有说什么，而是在不久之
后悄然举行了一场“今天，我们为
什么要学珠算”的主题班会，让大
家讨论“珠算与传统文化、珠算与
财会人员素质的提高”等话题。这
场班会一下子“网”住了高贞立志
学好专业技能的心。这个普普通
通的小姑娘从此驶入了成长的“快
车道”，在张老师“技能先导教学
法”的指导下 ,于 2012年获得省技
能大赛金牌。2014年，她被保送进
入本科院校，2017年又凭借过硬的
珠算技能回到南京财经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成为一名年轻的教师。
学校组织新教师入职培训时，高贞
悄悄对我说，在她眼里，张老师不
仅是一位帮学生获得 10枚金牌、30
多枚银牌和铜牌的金牌教练，更是
一位慈祥的父亲。当年她比赛前
一晚突发肠胃炎，张老师亲手给她

端来热腾腾的白粥。那一刻，高贞
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要成为另一
个他。这大概就是我和张老师这
一辈的老教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师
道传承吧。

那是一张坚韧的网 ,托起所有
的担当。一次临近开学时 ,作为学
校教务处主任的我久久地望着课
表 ,上面显示张老师每周要从早到
晚上 26节课，跨 3个学科，而这一年
张老师已年过半百了。我很过意不
去和他商量：“要不，把您普通班的
课拿掉吧，只需保证技能训练队的
课。”他摇摇头说：“两个我都不能放
弃！只是这个班的珠算课全集中在
上半周，隔几天不练，手就生啦！”我
说：“如果一调整，您周四一天就要
上 8节课了。”“没问题，这样对学生
好。”即使工作日教学任务如此繁
重，双休日他仍然没有歇着，而是坚
持带领技能训练队进行实战测试，
有时一口气要完成 27轮。同事们都
说，张老师真是一张网，什么样的重
担都能“网”得住。

那是一张温暖的网 ,守护每一
个希望。每天早晨 6点半，张老师
会像闹钟一样准时出现在男生宿
舍，晨练的队伍里也一定会有他红
红的笑脸。他手把手教住校生铺床
拖地，仔细到不放过一根头发……
他总是说，教师在校园里的一言一
行都是教育。而他自己，白衬衫一
定会掖进黑色西裤里，正装进入课
堂是 30多年不变的风景。2013年
学校有了新校区，离主城区近 50公
里，张老师和爱人一商量，硬是在学
校旁边租了房子，将自己和学校、和
学生“网 ”在了一起。

当返城的校车离去后，暮色中远
远看着走廊里张老师的背影，我都会
想起《诗经》里那句“言念君子，温其
如玉”。虽没有金子般耀眼的光芒，
但蓦然回首时，有他在，就有一份安
心，有一份力量。他就在那里，带着
对职业教育的那份热爱，带着对孩子
们的那份责任与承诺，默默编织着自
己那张深情的网，迎接每一天崭新的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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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秋风燥，白露凝。刚走
进苏农学院校园的刘涛，面对学习方式、
生活状态上的变化，不知所措。“荷子老
师”发现了他绘画的特长和要强的性格特
点，主动邀请他参与中国花卉博览会“江
苏园”的设计。“也许参加一次实践活动你
就能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了。”“荷子老
师”这样说。

那时“荷子老师”的女儿可可才两岁，
就和学生们一起前往各大园林上户外课。
他们在教室上专业课时，可可乖巧地趴在
窗边张望，就这样她也认识了很多植物。

“荷子老师”作为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在学习、生活中一直支持和帮助学生，让学
生从懵懂到成熟，从青涩到稳重。不论是
老师还是母亲，“荷子老师”的身体中总能
迸发无限的能量，做好两种身份的转换。
她让学生们看到了一种积极乐观不服输的
韧劲。

“荷子老师”带领即将毕业的学生来到
苏农学院“樱花教室”，讲述我国种植培育
樱花树的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她还结合
百余年的苏农学院校史介绍校园内种植的
花草树木，教导学生们莫忘母校的培育
之情。

毕业答辩现场，“荷子老师”给每一位
学生都送上了一枝花，那是师生们一同种
下的。毕业班会上，每个人都收到了“荷子
老师”的一封信，那是她在参加教学能力比
赛时，熬夜给大家写的，语句饱含了“荷子
老师”深情的祝福。她让学生“勇敢去飞，
放心去追”，叮嘱学生“工匠心做事，感恩心
做人”。

2021年 7月，骄阳烈，暴雨狂。“荷子老
师”带着几名学生每天早上 6点半到上海
崇明岛花博会“江苏园”，逐一检查前一天
的种植情况，晚上 7点给植物浇透水才离
开园子。师生们一起经历了崇明岛的台
风、酷夏的烈日和急促的暴雨的洗礼。功
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主持设计和指导
施工的“江苏园”荣获花博会金奖。

“荷子老师”带领学生一路披荆斩棘，
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摘下桂冠。得知获奖后，师生相拥而
泣。该校学生陈绍涵说：“讨论方案、熬夜
画图、答辩竞赛……一幕幕场景在我的脑
海中闪过，里面处处都有‘荷子老师’的身
影，是她的指导和鼓励帮助我们顺利
夺金。”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荷子老师”的嘴
角一直挂着笑容，对专业、教学和生活都充
满了热情与能量，深深感染了学生。这种
力量支持着学生从一个个行业“小白”逐渐
成长为一名名专业“园林人”。

““荷子老师荷子老师””
与与““孩儿们孩儿们””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肖阳

编织职教的金网 迎接明天的太阳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冯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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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梦想的种子扎了根

陈秀艳 16岁时因中考失利，人
生仿佛跌入谷底。她像当时许多
农村女孩一样，开始了打工生涯。
一次她去领工资，看到会计忙得焦
头烂额，就帮着算了两页。看着她
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会计惊奇地说
道：“丫头，你算得这么快，要是学
会计，肯定行！”

“会计？去哪儿学？”陈秀艳歪
着脑袋问。

“职业学校啊，我就是那毕业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继续读

书，学会计”的念头犹如一颗小小
的种子在陈秀艳的心中扎了根。

求学，梦想的种子发了芽

2013年 8月，陈秀艳报考了盱
眙中专会计专业。踏入校门的那
一刻，她就默默地告诉自己：“就算
成不了最优秀的，也要成为最努力
的。”从此，自习教室、技能教室、图
书馆……校园里到处是她学习的
身影。就连去食堂吃饭，她也是书
不离手。一次她边看书边吃手抓
饼，把手抓饼外面的包装纸一起吃
进了肚子里，惹得同学们哈哈大
笑，问她：“陈秀艳，这包装纸味道
怎么样？”她也跟着哈哈大笑地回
答：“知识的味道，甜！”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年，陈秀艳两次考试都
是全班第一。梦想的种子有了养分的滋润，开始恣意
生长。自那之后，省技能大赛二等奖、三等奖，市技能
大赛一等奖等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追寻，梦想的种子开了花

毕业后，陈秀艳凭借自己学到的过硬技能，入职一
家企业当会计。随后母校也向她抛出了橄榄枝，邀请
她回校担任专业课教师。

起初，陈秀艳还有些犹豫，可是当她看到一些因中
考失利而迷茫的孩子，发觉那稚嫩的脸庞不就是当初
的自己吗？想到这里她再也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辞
去那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陈秀艳做班主任期间，有一名学生让她犯了
难。学生名叫俞涛（化名），上课睡觉，下课打游戏，
懒散随性。陈秀艳深知，对于职校的孩子，兴趣才
是最好的老师，于是她和俞涛约定对战一局游戏。
陈秀艳悄悄地苦练了几天，终于赢了俞涛。俞涛输
了比赛，自然不服，认为陈老师是侥幸获胜，要再来
一局。但是陈秀艳却扬了扬头，说：“这个游戏太简
单了，要玩咱们就玩个有挑战性的。”于是她把俞涛
带到了沙盘模拟经营的训练室。一进训练室，俞涛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对学习不感兴趣的他，
竟一头扎进了沙盘模拟经营的训练中。经过不断
的训练，他们师生组合在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
奖的好成绩。后来俞涛也慢慢向陈老师敞开了心
扉，原来是家庭的变故让他变得消沉，但是现在他
又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从学生到教师，多了一份使命和责任。陈秀艳把
全部的热情和爱心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她用亲身
经历告诉孩子们：人必须要有梦想，因为梦想的种子注
定会开出向阳的花！

不久前，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公布了首届“优芽杯”新时代江苏职教好故事名单。该故事征集活动由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江苏省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教育报刊总社联
合举办，经全省各职业院校申报、各市推荐、网络初评、现场遴选、公示等程序，遴选出 10个新时代江苏职教好故事和 10个新时代江苏职教好故事培育项目。本报本期特推出“职教好
故事”专版，选登部分新时代江苏职教好故事，约请各职业院校的故事主创人或诉说自身经历，或讲述他人故事，展现江苏职教人立德树人守初心、铸魂育人担使命，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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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木江和努尔·买买提分别是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小姑娘，她们
是胡全老师“石榴籽行动”的帮扶对
象。两个姑娘在普通话和专业学习
上有些薄弱，也显得不够自信，针对
这些问题，胡老师主动走近她们，亲
切地跟她们唠家常、谈学习、谈理想。
胡老师详细了解她们在专业学习和
普通话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鼓励她们

增强信心，努力克服困难，并和她们
探讨提升专业技能的方法。胡老师
的关爱更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中秋节到了，孩子们回家过节，细心
的胡老师把月饼送到孩子们手上，并
捎上美好祝福。逢年过节，孩子们都
会收到胡老师的祝愿和叮咛，还会在
三个人的小小微信群里收到胡老师
暖心的大红包。

其实胡老师不仅关爱帮扶对象，
还尽其所能地帮助其他孩子，他的关
爱像一缕阳光，温暖着孩子们的心。

为了促进两地孩子深度交流，在
胡老师的建议下，玄武中专的 19服务
（1）班和伊犁丝路职业学院的 19社管
（2）班联袂举行了线上主题班会。这
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班会，南京的同学
们 展 示 了 富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古 老 曲
种——白局，伊犁的同学们在幽默生
动的曲艺表演中了解了南京的风味小
吃、山川景物，又在大家制作的小视频
上感受到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独特
魅力。另一端，伊犁小伙伴们弹奏了

民族乐器冬不拉，介绍了新疆的壮美
风景。整场主题班会内容精彩纷呈，
美好的回忆甜甜地留在孩子们的心
坎里。

胡老师在两地教师之间也架起了
沟通的桥梁。一天，玄武中专的娄燕
老师在教新疆舞的过程中遇到困难，
想得到伊犁舞蹈专业教师的指导。胡
老师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跟两地学
校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安排两地师生
网上交流，让“丝路通向了玄武，艺术
在云端交流”，让玄武中专的师生们学
到了原汁原味的新疆舞。

胡老师把援疆看作一场修行，看
作是一次磨练自己、挑战自己、提升自
己的机会。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他总
是想着最大限度地服务新疆，为援助
学校多做一些实事。他从不满足于仅
仅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他是个
眼里有活的人，更是一个敢于挑战的
人。一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质中
等专业学校建设”项目申报活动引起
了他的注意，他决定带领大家勇敢去

尝试。他亲手主抓该项目建设，认真
召开动员会议，给大家加油鼓劲的同
时，更帮助大家对标找差，搭框架、理
思路、编目录、收材料、审材料。1000
多页的申报材料，胡老师亲自编订页
码，逐项审核，列出一条条修改意见并
及时反馈、动手整改。无数次加班加
点、精益求精的打磨后，一份精美的申
报材料终于完成了。胡老师的认真和
执着感染了大家，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目标更坚定了。当项目申报成功之
后，大家在欢呼的同时，特别感谢胡老
师的辛勤付出。

来到伊犁，胡老师收获了一树又
一树花开。“石榴籽行动”，他结对帮扶
的两个孩子变得更自信了，成绩进步
了；师徒结对活动，他指导的张秋红老
师在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顺利
评上了高级讲师……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一年
半的援疆经历是胡老师宝贵的人生财
富，将永远珍藏在他人生旅途的行
囊里。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
一年一度的隆重赛事，学校在
一届又一届大赛中涌现出诸多
获奖选手，这背后凝聚着指导
教师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
付出。被称为“拼命三娘”的李
丽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她曾经
在孕期反应最强烈的几个月里
还带着化工专业的学生备战国

赛。不规律的生活和巨大的压
力，让她的身体不堪重负，但她
仍然咬牙坚持，加班加点带着
学生刻苦训练，为学校夺得多枚
国赛金牌，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孩
子的成长轨迹。她的女儿 10岁
时，大赛化工分析赛项变成了化
学实验赛项，虽看似差别不大，
但对于李老师而言，却要一切从
零开始。整个暑假，她带着学生
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般的训练。
女儿无人照顾，假期里起得比平
时上学还早，睡眼惺忪地便被妈
妈急匆匆地拖到学校实验室，晚
上瞌睡得不行，妈妈却还不能离
开，只能直接睡在实验室的椅子
上。李老师为了尽快摸索出训
练方案，就跟着学生一起做实
验，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对比
实验做了上千次。从李老师身
上，学生们学到的远不止是技
术，更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的人生
道理。

当今社会仍有一些人对职
业学校的学生有偏见。对此，
我们想说：职校生只是不爱“填
鸭式”的教学，他们是尚未用心
打磨的“和氏璧”；要改变的不
是学生，而是教书的先生。于
是，以 STEAM 教育为核心的雏
鹰工作室在学校落地生根。起

初，这个团队只有三位女教师，
为了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认知，
她们到处找企业、找项目，一改
传统教学模式，就连枯燥乏味
的机械制图课，也变成了师生
共同设计真实的产品，这让进
入职校以来一直很迷茫的小孔
同学顿时找到了兴趣。他的妈
妈对老师说：“我以为儿子在家
用电脑玩游戏，谁知道他是整
夜在画机械图纸。”正因如此，
在 FRC 机器人世锦赛中，小孔
设计的“中国红”机器人大放异
彩，使我校参赛队伍成为中国
历史上第一支以联盟队长身份
在国际赛区夺冠的队伍。他动
情地说：“雏鹰工作室的培养让
我重拾自信，助我快速成长。
当我设计的机器人驰骋在国际
赛场上时，我只想大声地说：职
校生一样可以很优秀！”

时至今日，从学校毕业的优
秀学生不计其数。我决定主动
出击，骄傲地带着我的学生们走
进儿子的学校，为他的同学们送
上科技“盛宴”。我听到的都是
孩子们“哇，好厉害”这样的赞
叹。不仅如此，我的学生也每周
走进镇江特教中心，为学校师生
送上机器人设计公益课程。“一
片丹心为人师，献身职教为人
民”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一片丹心为人师一片丹心为人师
献身职教为人民献身职教为人民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媛媛

一段援疆路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一生援疆情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李菊华 杨芸

1988年，我走进南
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至今已有30多个
春秋，陪伴了一届届学
生的成长，也结识了一
个个和我一样坚守职
业教育的好伙伴。在
他们当中，有一位同事
跟我同一年进校，他就
是我校金融系的老教
师——张二网。

对于陈秀艳而言，江
苏省盱眙中等专业学校

（以下简称盱眙中专）是
她圆梦的地方，也是她梦
开始的地方。她从职业
学校毕业，又回到职业学
校任教，在这里，梦想的
种子开出了向阳的花。

我来自镇江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从事职
业教育已经十几年了。
身为职业教育教师队
伍中的一员，我从未觉
得低人一等。可有一
天，我那上小学的儿子
放 学 后 回 来 和 我 说 ：

“妈妈，班上的同学说
将来无论如何都不能
上 你 工 作 的 学 校 读
书。”那一瞬间，我感到
特别委屈，脑海中不由
浮现出学校里那一个
个为了办好职业教育
而 努 力 拼 搏 的 身 影 。
今天，我要将他们的故
事讲出来，让更多的人
了解职业教育。

怀着对蓝天的向往
和对梦想的追求，2020
年 4月，南京市玄武中等
专业学校（以下简称玄武
中专）胡全老师，响应教
育部“万人援藏援疆计
划”号召，主动报名来到
了伊犁丝路职业学院，开
启了全心全意的援疆支
教之旅。

王荷是苏州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
苏农学院）风景园林植
物类专业课教师，平日
里学生总爱称她为“荷
子老师”，而她则唤学生
为“孩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