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对得起名字里的‘忠’字”
（上接第 1 版）

“啰嗦”的老王

虽然已经离开了1000 多
个日夜， 但王忠对独山师生
的牵挂从未停止。 令王忠记
忆犹新的是， 他支教的第一
年放暑假前， 独山县民族中
学的一个孩子在大街上看到
他，抱着他哭了起来，说：“老
师，如果你走了，我就不读书
了。 ”王忠说：“其实，独山的
孩子一开始看到我们总是躲
着。主动去接近他们、真心去
关心他们， 这就是我们赢得
学生信赖的‘秘诀’。 ”

无论是独山的学生，还
是海中的学生，他们都喜欢
和王忠“腻”在一起。“王老
师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
在孩子们身上，如果班上学
生有思想波动，他肯定会找
来谈话， 直到问题解决为
止。 ”王忠曾经的学生、现在
的同事许尧说。 也正因为

此，学生们都觉得王忠“太啰
嗦了”， 还给他起了个“老
王”的绰号。

“如果不能和学生很好
地相处， 就不可能教育好他
们。 ”王忠说，做班主任工作，
不啰嗦是不行的， 做什么事
都要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
上考虑。 教室里的饮水机水
没了，“老王” 把自己办公室
的饮水机搬了过来。 还不够
喝，他就买来电水壶，课间到
教室为学生倒上热水， 以至
于王忠的班上总有个有趣的
现象：每到下课时，教室第一
排课桌上摆满了王忠倒好水
的茶杯。

要让学生充分地信服，
只在生活上当“保姆” 还不
够， 更要在学习上做“引路
人”。 许尧回忆说，2003 年高
考，数学试卷特别难，一出考
场，很多学生都哭了，觉得理
想濒临破灭。“我当天晚上趴
在床上， 怎么都不想继续考

试。 王老师对我说，‘坚持考
完，无论成绩如何，都是给自
己辛苦的中学生涯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后来，许尧参
加同学聚会，大家聊天曝出，
那天晚上“老王”给每个学生
都打了电话， 勉励他们鼓足
勇气迎接下一场考试。

沉迷“数学之美”的名师

1990 年，王忠从徐州师
范大学毕业， 分配到海安乡
下的一所中学教书。 1999
年， 因为教学成绩突出，王
忠被调入海安中学， 成了令
人羡慕的名校教师， 他却感
觉压力更大了。“从名教师
到名校名师， 虽一字之差，
却相隔千里。 我到海中不是
图名， 而是要实实在在干出
点事来。 ” 王忠说，“只有忠
于教师这份职业， 忠于学生
这份期望， 才能对得起我名
字里的这个‘忠’字”。

这些年， 王忠积极投身

教育科研， 作为核心成员参
与了 1 项教育部科研课题、5
项省级科研课题研究， 发表
教育教学论文 83 篇， 其中 2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
载。他发挥省特级教师、南通
市学科带头人作用， 先后与
20 余名教师结为师徒，帮助
一批教师成长为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他先后 7 次被
评为市、县优秀班主任，5 次
获县政府嘉奖， 还被评为南
通市先进个人、市“园丁奖”、
独山县“十佳校长”等。

王忠教学特别踏实认
真， 从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
这一点：他的学生都知道，无
论是试卷还是作业本， 只要
哪道错题下面有个“△”，就
意味“要去找王老师谈谈
了”。 原来学生做错题，王忠
就会在答题后面打上三角形
符号， 提醒学生有空了去办
公室找他分析错题。

“王老师上课特别陶醉，

题目讲得非常细， 不留任何
盲点。”2011年考入南京大学
的蔡晨亮至今仍记得， 有一
次讲一道数学压轴题， 王忠
就像发现了陈年美酒， 洋洋
洒洒写了好几黑板， 嘴里不
停地感叹：“这道题美啊，要
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 ”

在学生们眼中， 王忠是
最有情怀的数学老师。 上课
时， 他经常冒出“金句”，还
会时常引用苏轼、 海子、顾
城的诗句。“上王老师的课，
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感
受到了数学的美。 ”学生董可
盺说。

能把枯燥的数学课讲得
让学生如痴如醉， 这是王忠
最看重的“财富”。 王忠支教
时， 当地教师都很敬佩他。
“看他的板书是一种享受。 ”
周开霞说， 他的课总是那么
具有感染力， 而他又能将教
学之美融汇在课堂中， 这是
别人学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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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江苏好未来教育培训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320000565275706Y）经董事会讨论提出终止
动议，并报主管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同意，拟向培训
中心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
小组，对中心账务进行清理。

江苏好未来教育培训中心
2018年10月11日

不久前， 在扬州电视
台举办的公益晚会上，宝
应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王
正星、 刘海洋的 2 幅美术
作品分别拍出 42888 元和
66666 元的价格 ， 令人惊
喜。 这离不开爱心人士的
慷慨相助， 更离不开该校
对特殊儿童的永不言弃。
“每个残疾孩子都是独一
无二的， 残疾给他们带来
诸多不便， 但他们有着同
样的学习欲望和才能。 ”该
校校长胡红华说。

为帮助学生克服障碍、
激发潜能，近年来，宝应县
特殊教育学校通过课程改
革，推行“一人一案”，并在
传统美术课、音乐课中融入
康复、 心理治疗等元素，演
变为“艺术+治疗” 的特别
课堂。

采访当天，在教师高平
执教的“妈妈抱抱我”撕贴
画课上，笔者见证了该校的
美术治疗法：课上，高平对

学生的学习状态把握得十
分到位。 在他的“指挥棒”
下，孩子们积极快乐地完成
了学习任务，且作业成果形
式新颖、富有美感，课堂效
果很理想。“美术治疗最大
的魅力是让孩子们通过画
笔、 刻刀等勾勒大千世界、
认识世间万物。 对于自闭症
孩子，这更是打开他们心扉
的有效渠道。 ”高平说。

采访中，刘海洋妈妈的
一番讲述验证了该校艺术
教育的有效成果： 几年前，
刘海洋刚到校时，拿起颜料
就往嘴里塞，在课堂上坐不
到 2 分钟就哭闹不已。 老师
为他定制了个性化的绘画
课程，并坚持陪他画画。 一
年后，他在画画中找到了乐
趣， 现在一画就是个把小
时。“我更没想到的是，孩子
的作品还能拿出去拍卖，这
真是一个奇迹。 ”

和小海洋一样， 明明
（化名）也是个自闭症孩子。

刚开始他根本坐不住，时常
玩手指头，仰望天花板。 通
过观察，负责音乐治疗的教
师陈晓燕发现他对手鼓情
有独钟，于是陈晓燕选择从
手鼓入手，为明明“私人定
制”授课方案。

从熟悉手鼓到与老师
建立信任，再到愿意尝试拍
打手鼓……如今，只要音乐
响起，明明就能准确地跟着
节奏拍打手鼓， 毫不胆怯。
“自从接受音乐治疗， 明明
开始愿意和同学们一起互
动， 还积极参与学校的活
动，进步特别大，变化特别
多。 ”陈晓燕如是说。

“我们把孩子送到学
校，就是希望能够锻炼孩子
的自理能力，能赢得他人的
尊重。 ”采访中，一位残疾孩
子的家长道出了期待。 家长
们的诉求和胡红华的想法
不谋而合：“特殊教育的最
终目的就是让每个孩子都
能回归社会，自食其力。 ”

为此，该校将学生生存
能力作为核心能力培养，通
过生存教育课程的开发与
实践，努力将学生培养成能
够生活自理、 适应社会的
人。 学校采取校内学习和校
外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开展
生存教育， 从生活自理、劳
动实践、职业先修、艺术休
闲、社会融合等 5 方面开展
教学、训练。

每逢周三、 周四下午，
该校中高年级教室都会空
无一人，但供孩子们学习技
能的专用教室却热闹不已。
采访时，笔者在专用教室看
到了师生们共同忙碌的美
好时刻。 皂艺室里，教师陆
洋正在教学生怎样制作手
工香皂。“在做的过程中，温
度必须掌控好。 ”陆洋一边
讲解示范， 一边在旁指导。
烹饪室内，学生们正在分工
包馄饨，拌料、捏馄饨、煮馄
饨，有条不紊。 吃上自己亲
手包的馄饨，孩子们个个欢

天喜地，脸上挂满了天使般
的笑容。

“教会学生做香皂、包
馄饨，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他
们的自理能力，体会生活的
美好，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
学会一门手艺，毕业后能够
自食其力。”陆洋说。在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 去年 6 月，
该校 6 名学生获扬州市第
五届特校学生生活技能大
赛一等奖、3 人获二等奖。

“我的孩子现在不仅会
照顾自己， 还能照顾我，我
下班回去了， 她煮面给我
吃， 还帮我把被子铺好，这
就足够了。 ”一位单亲妈妈
感慨道。 家长们看到孩子能
够独立吃饭、穿衣、出行，甚
至帮助家人分担家务，喜于
言表。 在家长们眼中，宝应
县特殊教育学校用大爱和
大智，成就特教梦想，把尊
严、自信、快乐带给每一个
学生，点燃残疾孩子及其家
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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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特校的“私人定制”课
■本报通讯员 仲伟春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本报通讯员 曹阳 康缪燕

10 月 13 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69 周年纪念日，海
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举行“争做新时代好队员———集结在星星
火炬旗帜下”主题队日活动。 4000 多名少先队员在鲜艳的队
旗前，齐唱队歌，聆听讲演，并进行红领巾手语操展示。 辅导
员带领队员们一起重学少先队历史，重温入队誓词，教导队
员们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努力成长
为新时代好队员。

速览校高

苏州大学与华为进行战略合作
将联手打造“云大学”样本

本报讯（通讯员 丁姗 尹喆）日前，苏州大学与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本着“联
合、互补、共赢、发展”的原则，面向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
未来发展，共同打造一个镜像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云
大学”，并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
全面合作。

在战略合作中， 苏大向华为公司开放校园市场，提
供测试场所、人力资源等支持，华为公司将投入先进的
科研、人才等资源，建设苏大大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虚拟校园”与“现实校园”的无缝
对接和实时更新。 双方将结合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对云中校园进行整体规划，实
现从智慧校园到未来校园的跨越。

双方共同探索建立的“云中苏大”将实现学校全方
位的数字化。 在学校无盲点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实现校
园内的人、景、物以及学术活动、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
全息复制，再通过数据计算处理等技术，实现无处不在
的校园学习、融合创新的科学研究、透明高效的校务治
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

200余位专家、校长齐聚南工院
共话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之道

本报讯（记者 许妍 通讯员 刘玲）10 月 15 日，
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
论坛落下帷幕，来自英、美、韩等国的 200 余位专家、校
长以“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探索”为重点，共话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之道。

近年来，我省多所职业学院积极出台政策鼓励学生
参与创新创业。 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据该校
党委书记吴学敏介绍，学校通过改革课堂、改进学生培
养方案、 为学生配备创新创业导师等方式鼓励专创融
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仅今年，该校学生申请专利数就达
500 项，目前该校正积极采取多项举措推进学生专利转
化落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还有一项政策，学生毕业时
不用苦于论文设计，可以直接用专利来代替。 该院航空
学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黄杰介绍，目前接近 50%
的学生用专利代替毕业论文。

南京财经大学成立
辅导员品牌工作室

本报讯（通讯员 施卫娟）近日，南京财经大学举行
首批辅导员工作室授牌仪式，成立了同心圆辅导员工作
室和甘诺职业生涯发展辅导员工作室，组织开展辅导员
（班主任）品牌工作室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工作。

据了解， 该校辅导员品牌工作室各设主持人一名，
由辅导员和班主任担任，聘期两年。 辅导员工作室的主
要任务有：抓好团队建设，促进人才形成梯队、骨干形成
团队、带头人形成核心，形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开创学生管理工作品牌；开展特色业务活动，重点
开展学生思政教育，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做好学生的资
助管理和学业困难帮扶；推进理论研究，积极开展、承接
各级各类课题研究，组织撰写高水平学术论文，积极参
与各级各类评比和竞赛，着力推出一批指导性、实践性
与可操作性强的学生工作研究成果。

辅导员品牌工作室的建设是南京财经大学为提升
辅导员职业化、 专业化和专家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学校致力将工作室建设成为展示辅导员风采的窗口、创
新育人理念方法的平台、辅导员素质技能传帮带的培训
基地。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团队
喜获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昆益 沈叶菁）10 月 15 日，第
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厦门
大学落幕。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项目“情系民生
热豆腐———壹明唐现做现卖豆制品连锁运营” 在 15 支
决赛团队中脱颖而出，勇夺就业型创业组金奖，取得了
江苏省高职院校参加该赛获得金奖的历史性突破，全国
仅两所高职院校获此殊荣。

据介绍，这一大赛是目前国内最高规格、最具权威、
最有影响的“双创”顶级盛会。 今年共有 2278 所高校的
265 万名大学生、64 万个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
共 400 多支队伍入围总决赛。“壹明唐”项目以其精准的
定位、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突出的经营业绩、精细化
的管理体系和 5700 多的就业创业人数，征服专家评委，
获得大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