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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江苏教师年度人物”提名奖

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中心小
学校园里，有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小
燕子”老师，她就是郑晓燕。20多年

来，她扎根乡村无怨无悔，用青春和汗
水实践着成为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
誓言。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是郑晓燕
的座右铭。一名转学生因性格腼腆
自卑，成绩落后，其他班不愿意接纳
他，只有她接收了这位学生。这个
孩子整天低头坐在教室的角落里。
经过观察，郑晓燕发现他运动能力
很强，便鼓励他参加校运会，结果他
获得了长跑冠军；他酷爱唱歌，生日
当天，郑晓燕在班级为他举行“个人
演唱会”并奖励他一把吉他……就
这样，在她的鼓励下，这个孩子学习
兴趣越来越浓厚。

为帮助学困生，她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给他们“开小灶”，饿了就吃口

自带的煎饼。她关爱班里的残疾
生，用母亲般的关爱呵护他们快乐
成长；她资助贫困生，经常购买书
包、衣物等必需品，并通过书信予以
精神上的鼓励；她为女生送上护理
用品和知心姐姐悄悄话；她还经常
给多所完小的女生讲解青春期健康
常识及预防性犯罪方面的知识。此
外，她还主动加入石桥镇“爱心驿
站”志愿者队伍，利用节假日，帮助
百余名留守儿童。

为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她自我加
压。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
所带班级教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郑晓燕在多门
学科的优质课评比中均获一等奖。
她创新的“生活作文教学模式”，让学

生的写作水平有了长足提高，辅导学
生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 50余篇；她
先后上过省、市、区级公开课 30余
节，受到一致好评；她主持的 1项国
家级课题、2项省级课题、6项市级课
题、10余项区级课题均已结题，研究
成果在全校推广；她撰写的 60余篇
教学论文、教学设计、教育随笔，先后
在多个杂志发表。

由于业绩突出，郑晓燕先后获得
市三八红旗手、师德先进个人、班级管
理名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先后 5次被评为区教育
科研先进个人，2019年被教育部表彰
为“全国优秀教师”。行走在乡村教育
的路上，郑晓燕不忘初心，续写着一个
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郑晓燕：乡村儿童的守护人

郑晓燕郑晓燕

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黄建安，
同时也是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苏州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所
长。作为教师，他先后承担《内科学》
《诊断学》等多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
工作。三尺讲台前他春风化雨，临床实
践中他循循善诱。为了培养最优异的
学生，从备课、授课、到辅导答疑，他都
一丝不苟。

作为呼吸疾病专家，他参编《肿瘤靶
向治疗》《实用介入呼吸病学》《内科学》
《呼吸病学》等专著；发表 SCI论文 95篇，
其中 2篇 SCI论文被引用累计超过 100
次，获得中华医学会高影响力学术论文
奖；他还应邀参与制定行业诊疗指南、规
范、共识 10项；承担包括国家、省自然科
学基金在内的科研项目 10多项，当选“省
333工程”培养对象、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黄建安育人亦救人，作为一位先后获
得省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医德医风标兵、白
求恩先进个人等嘉奖的优秀医生，2020年
抗疫大考，他担任省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
感染救治专家组无锡苏州片区长和苏州市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自临危受命起，就没
睡过一个好觉，科室的同事称“他一直在
路上”。

虽年过花甲，黄建安却依旧是个拼命
三郎，哪里出现新冠患者，哪里需要救治
危重病人，哪里就有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2020年 3月，他当选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先进个人、江苏最美医务工作者。都说言
传大于身教，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也都
投身抗疫一线。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
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
梁。作为苏州市第二批姑苏卫生领军
人才，一名优秀的教师、医生与党员。
他踏踏实实工作，尽心尽力履责，将使
命挑在肩上，初心不忘，甘为人梯，培育
栋梁。

黄建安：
是师者，也是仁医

在留守儿童、贫困户家里，在社区
公益讲堂，在乡村“希望村塾”，在校外
教育辅导站……一支支高擎党旗、团
旗，头戴印有“高邮教育”字样小红帽、
身穿整齐红色上衣的志愿者，或是热
忱地引导家长如何科学家教，或是激
情洋溢地做经典导读，或是耐心地对
特殊儿童进行心理抚慰，这群志愿者
来自高邮教体系统“育心培根”志愿服
务队，这是他们参与爱心活动的一个
个动人瞬间。

3年多来，这支以党员、团员、爱
心妈妈 3支小分队为主体的服务队，
对广大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第一监护人

开展精准服务。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
性，志愿者们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在春
节广大家长返乡、清明家长回乡祭祖
等重要时间节点，或邀请孩子第一监
护人走进公益讲堂 ，或以上门走访等
方式，向家长系统地传授育儿理念和
家教方法。

近年来，每年中高考前夕，志愿者
们还主动到生源数较多的学校，对 1
万多名考生进行心理疏导。据统计，
志愿者们先后开展了“圆梦关爱行动”

“暖冬行动”“伴老行动”等志愿服务活
动 80多次，为有需要的人群送去了浓
浓的暖意，发出了教育“好声音”；组织

了“留守儿童社会文明实践行动”“文
明城市创建宣传行动”“小手拉大手共
创文明城”等系列主题活动，走进社区
130多轮次，参与校园周边环境和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80多次。

在扬州市首届志愿服务展示交
流会上，“育心培根”志愿服务项目获
评一类重点服务项目，是高邮市唯一
获此殊荣的项目；“留守儿童及其家
长走访行动”项目获省级铜牌项目；

“育心培根”公益讲堂被高邮市委组
织部表彰为市级党员教育实境课堂
示范点。值得一提的是，自高邮市实
施最贫困家庭精准帮扶工作以来，教

体局实行一生一策，为全市学生每人
选配了一位爱心妈妈志愿者，志愿者
们的身影遍布了高邮的每个角落，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陶波，江苏省天一中学教师。
从教 34年来，她一直坚持自己的
教育信念。她说：“要让每个孩子
成为积极的生活者，不但学习优
秀，而且个性、潜能得到充分发展；
不仅能够进入好的大学，还要有足
够的竞争力，成为出色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2009年，天一中学创办国际
部，她被任命为国际部主任。热爱
国际教育事业的她希望学生们出
国后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
个人生活幸福充实的同时，还要拥
有中国灵魂，有社会担当和责
任感。

“每个孩子客观上存在差异，
教育必须千方百计找到适合他们
的平台。”陶波说。为此，她与外教
一起，不断探索、改革课程实施方
案，在全国率先形成分层、分类、分
阶段选修模式及课程免修制度，做
到一个学生一张课表。灵活的选
修制度虽然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但
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合适
的平台。国际部还推出了 22个常

规社团、24个非常规社团，学生可
根据兴趣、能力进行自由选择，多
元发展。

了解孩子是教育的前提和基
础。天一国际部 300名学生，陶波
能叫出所有学生的名字，而且了解
所有学生的学习、个性情况，主动
帮助学生寻找到适合的课程、活动
与大学。每年大学申请季，她还会
协助升学指导老师，挖掘每个学生
的特点，真实展现每个学生的个
性，指导学生在保底档、适中档、冲
刺档中客观选择大学与专业。

她带领国际部教师实践探索
班主任管理、课程改革、社团管理
与创新、大学申请等课题。由她领
衔的“中美高校录取标准差异下的
中学生思维方式培养的研究”获批
省重点课题。她与教师们一道，努
力在中美教育中寻找各自优势，努
力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活动能力
以及积极的思维品质。如今，天一
国际部有了 10届毕业生，学生被
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
世界顶尖名校录取，毕业生也在各

行各业崭露头角。
陶波就像一本“行走的教科

书”，引导学生热爱学术、主动创
新、敢于担当。每年，陶波都会以
身作则，带着师生进行多场家庭教
育公益讲座。此外，她还是心理咨
询员，无偿帮助了上千位学生及家
长。敬业奉献、崇尚科学、追求卓
越的天一精神在陶波身上体现得
尤为突出。

高邮“育心培根”志愿服务队：爱洒乡村的筑梦人

陶波：让每个孩子成为“积极的生活者”

服务队开展帮扶工作服务队开展帮扶工作

陶波陶波

2018年 8月 23日，徐州市泉
山区火花中学教师韩冬梅踏上了
前往新疆伊犁支教的道路，开始
了为期一年半的援疆生涯。

刚到奎屯，韩冬梅承担了两
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一上来遇
到的最大难题是记住每个学生的
名字，有的名字长达十几个字。
最终，2个班级，80多位学生的名
字她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全部记
下了，让学生们惊讶不已。

开学伊始，韩冬梅就精心准
备了一节公开课。她大胆尝试，
把徐州的“学讲”课堂带到了新疆
的教室。小组合作的展开、高效

快乐的课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们出色
的表现、精炼的表达、坚定的自信
和富有创新精神的质疑争辩，让
现场听课的老师们深受启发、好
评如潮。

援疆期间，韩冬梅不遗余力
地帮助有困难的学生，每次返疆
前都会购买很多学习用品，赠给
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孩子。每
年一月，气温零下 30度，出校不便
让男孩子理发成了问题。韩冬梅
便买来工具，反复琢磨、练习，帮
孩子们理发。

韩冬梅的付出，得到了学生
的回报。最让韩冬梅感动的是，
孩子们打听到了她的生日，提前
买了生日蛋糕，用 5种语言为她唱
生日歌。讲台上，满满的一桌礼
物，有自制的卡片，有他们舍不得
吃的零食，还有给韩冬梅的信。

一到周末，孩子们就把韩冬
梅的宿舍挤满，他们在韩冬梅的
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韩冬梅拿
出早早备好的零食，看着他们狼

吞虎咽，这样的场景再常见不过。
每次孩子们收到家长寄来吃的，
第一个就会送给韩冬梅，其他教
师羡慕得不得了。

为期一年半的支教接近尾
声，得知亲爱的韩老师要离开，孩
子们哭着喊着不同意，不愿吃饭，
不愿睡觉，个个眼睛哭得红肿，韩
冬 梅 的 宿 舍 天 天 被 挤 得 水 泄
不通。

韩冬梅离开奎屯后，接到过
很多家长的书信和祝福，家长们
经常给韩冬梅汇报孩子的情况，
孩子思想上、情绪上有波动，家长
首先告诉韩冬梅，让韩冬梅帮助
开导。

2020年 2月，她再次申请赴新
疆克州支教。在克州，工作认真
负责的韩冬梅被选为学校生活委
员。作为生活委员的她，不仅在
伙食上要下功夫，还要解决老师
们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亲
切地称她为“最美丽的生活部
长”。韩冬梅用她的爱诠释着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韩冬梅：大爱铸就援疆梦 “冬梅”花开吐芬芳

韩冬梅韩冬梅（（左二左二））与学生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

黄建安黄建安（（右一右一））与病人握手与病人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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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讲计划推进工作办公室”课改团队

1项改革、7年时间、68次大市级别以

上的教研活动、148个教育部基础教育课

程教材中心项目课题、5本成果专著、近

百万字的案例成果、足迹遍布全市 600余
所中小学校……徐州市教育局“学讲计

划推进工作办公室”课改团队成员就是

这一切的亲历者、组织者、服务者。

从课改方案的整体设计到普及性的

课改县县行、校校行；从关注偏远学校的

“走乡村”到保障课改推进的“真教研”，从

课题立项到项目引领，几年来，密集的活

动、丰富的现场、大面积的调研和培训，几

乎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在他

们的努力下，一批年轻教师走到了课改前

沿，一批原本基础较差的学校成为课改典

型。《“学进去讲出来”：区域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的徐州样本》先后获得省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级二等奖，而获奖证

书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徐敏

徐敏，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高

级技师、国家级裁判员。自2005年走上职教

岗位，至今已有16个春秋。16年来，他送走

了2000多名毕业生；16年来，他指导选手参

赛获得全国一等奖3项、三等奖1项，获得省

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16年
来，他培养出省技术能手10名，全国技术能

手6名；16年来，他平均每学期超额2倍多完

成学校额定工作量，且考核全部优良以上。

在育人过程中，徐敏以心育心，以人格

育人格。他会为学生的进步而激动，会为学

生的退步而着急，会为学生的成长而骄傲；

他也会为改变学生的叛逆行为而绞尽脑汁，

会为感化一个学生而日思夜想，更会为学生

发来的一个祝福短信或邮件而感动。为了

让自己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知己，徐敏尝

试不同角色，让自己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

他热爱每个学生，并用爱心、诚心、细心、耐

心、恒心经营着热爱的教育事业。

钱恂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教师钱

恂是一名资深“驴友”，但旅行对她来说

还有其他意义。2012年，一次自驾爱心

之行让她发现，远方还有很多孩子需要

关怀。那次出发前，她和驴友们募集了

电脑等近 10万元的物资，沿着崎岖的山

路分发给了 3所贫困小学，走访贫困家庭

的过程让钱恂尤为心酸。

回常州后，她成立了“益点心程”爱心社。

9年来，钱恂的足迹遍布全国多处贫困山区，

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如今，爱心社每年结对

帮助贫困家庭200多户，累计帮扶金额达100
万元。为帮助贫困家庭“摘帽”，钱恂团队搭

建“益路相扶”公益助农平台，对多个贫困地

区开展农产品爱心捐养、旅游爱心定制。

钱文波

钱文波是海安市紫石中学校长、一线

语文教师。课堂，一直是他最寄予深情的

地方。参加工作30多年，做管理工作近30
年，他从未离开过课堂。课堂，串联起了他

与学生的情感，让他深受学生爱戴。年过

50的他，至今仍被学生亲切地喊作“波波”。

勤奋，是他的习惯，更是他的坚守。作

为老师，他这样；作为校长，他也这样。为

此，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汗水。除非

外出开会或讲学，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校，

最后一个离校。他说：“我就是来服务的，

只要有老师在，我就在，只要有学生在，我

就在！”他的辛苦换来了学校的进步，学校

中考取得优异成绩，得到社会广泛赞誉。

戚立俊

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教师戚立俊是

一位“资深”援疆教师，4年来，连续 3轮援

疆，他一直把新源当做他的第二故乡。

2017年，他赴新源二中支教并挂职副校

长，创建了“三学课堂”教学模式，帮助新

源二中顺利通过自治区示范性高中验收。

2018年，该校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居伊

犁河谷 8县之首。同年 8月，他选择再次

援疆。2019年，“三学课堂”教学模式在伊

犁河谷引发广泛关注，他受邀到各地开设

讲座，推广该教学模式。2020年 1月，援

疆期满，他选择继续留下来，带领援疆教

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新源县中小学全

面普及、推广“三学课堂”教学模式，新源

教育“跟跑”扬州落在了实处。

（按姓氏笔画排序）

（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