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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报
联合主办

当代教师风采当代教师风采

今年 3 月以来，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福建省教育厅组织开展首届“最美教师”
寻访活动，创造性推出“寻访”方式，走近
一线教师、探访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
故事、感悟他们的人生。活动历时5个多
月，最终评选出 10名“最美教师”和 20名

“最美教师提名奖”获得者，在全社会产
生积极、广泛的影响。

寻访“最美教师”与常规的优秀教师
评选表彰活动相比，不仅是一种活动方
式的创新，也彰显出教师荣誉制度的新
气象。

大爱无言，大美有形。10 位最终当
选的“最美教师”都来自教育教学一线，
事迹真实、生动、感人，成为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的典范。

党的十九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的战略，对教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视，
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
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

在教师工作上，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一方面要创新工作方法，探寻
让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新机制，培养“大
国良师”；另一方面要“打铁必须自身

硬”，要以较高的道德素养和鲜明的职业
形象赢得社会的尊敬，让教师成为令人
向往的职业。

从这个意义来说，寻访“最美教师”
活动的真正价值，是通过过程性寻访、通
过从教育系统到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通
过多方面发动和宣传，更好地展现这些

“最美教师”身上的好品质、好情操、好故
事，最终在全社会树立新时代人民教师
的职业新风范、新形象。

教师是在学生心灵里耕耘的人，需
要用自身的美好涵养学生的美好，教师

要自觉地将美作为职业的一个重要特
性，用美的教育向学生传递美。从根本
上说，教师要有美的形象和美的内质。

10位首届“最美教师”身上打动我们
的，恰恰是他们所具有的美的形象和内
质。63 岁仍坚守讲台、深受学生喜爱的
王玮教授，在无声的世界里为学生编织
梦想的付心知，愿做中国版“马修老师”
的刘志红，为内地西藏班学生铺就幸福
教育之路的杜成露，以“顺手”之举热心
帮助学生的苏元省，用青春韶华换来山
村教育春天的林声进，以善良之心照亮

留守儿童前程的林金娇，还有满怀对生
命的爱与尊重、呵护学生心灵的赵冰洁，
善于用智慧育人、让周围的人感觉温暖
的赵祥枝，像一颗种子一样在贫瘠的海
岛播撒师爱的黄仙永，他们从不同侧面
充分展现了当代教师的职业之美，用美
的形象在全社会起示范和辐射作用。

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诸如“最美教
师”评选等教师荣誉制度创新之举不断涌
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诠释教师新
时代职业形象的同时，也在丰富教师职业
的内涵，我们要为这样的创新点赞！

□□本报记者 白宏太

系统解剖学是福建医科大学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的第一门专业课，听说上这门
课的教授是王玮，学生们都充满期待。现
年 63 岁的王玮是系统解剖与组织胚胎系
原主任，是学校的“宝贝”，可他不仅经常
给大一学生上课，而且与学生打成一片，
也喜欢接触新事物，跟学生学用 QQ、微
信，还建立了微信群。毕业生都说“来福
建医科大学，不听王玮的课算白来了”。
除了专业课，王玮还给学生开设了富有人
文内涵的选修课。每次上课，他的课堂

都不乏站着旁听的学生。
从教30年，王玮坚守人体解剖学教学

岗位，而且事必躬亲，做了一个教授本不需
要亲自做的事情，为的是让学生享受高标
准的教育。仁师仁心，至情至性，秉持科学
理想，超越世俗偏见，他将多少人视为畏途
的解剖教学当做毕生志业。半世为师，他
为莘莘学子奠定了学医的坚实基石，在学
生心中播撒探索求真、追求理想的种子，培
育尊重生命、崇尚医德的价值观，是学生成
长路上一面生动的人生指向牌。

王玮：学生成长路上的指向牌
“那是一个把拇指放在胸口上的动作，

就在那一瞬间，我从事特殊教育的热情，转
化成了一生的事业追求和沉甸甸的使命
感，我愿把最美的青春献给这些聋哑孩
子。”回想走上讲台的第一堂课，付心知仍
十分激动，看到学生们一起用手语热切地
呼唤“老师”，一双双单纯、天真的眼睛凝视
着她，那种震撼心灵的感觉令她终生难忘。

付心知是福建省泉州市盲聋哑学校
教师。她本身也是聋人，但身残志坚，不
仅攻读了硕士学位，还是福建省骨干教
师、福建省教学名师培养对象。她用自己

的经历向学生证明“缺陷不可怕，只要你
能勇敢面对，一样可以成长得很好”。她
与她的学生心相通、意相随，孜孜不倦地
研究聋生、无怨无悔地服务聋生，让他们
在无声处激荡生命的旋律。她的世界虽
然寂静，但她用爱的音符为学生编织梦想
的旋律，搭建通往未来的阶梯，她的学生
有几十人次在全国、省、市级作文比赛中
获奖，她为高校输送了30多名大学生。她
爱生如子，虽囊中羞涩，却长期资助贫困
学生。她以强有力的精神能量为聋生奏
响生命乐章。

付心知：于无声处奏响生命乐章

10余年前，一个只有中师文凭的19岁
农村女孩，只身一人从江西瑞金来到福建
厦门，在民办学校任教，创造了厦门市湖
里区两个了不起的“奇迹”：29 岁，她被任
命为厦门市湖里区华悦学校校长，成为该
区最年轻的校长，也是该区学生数最多的
民办学校校长；31岁，她荣获厦门市“五一
劳动奖章”，是厦门市湖里区第一个获此
荣誉的民办教师。

作为外来工子女学校的“外来妹”校
长，刘志红恰如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中

的马修老师，把“所有能替家长做的，都
尽可能代劳”；她放弃假期，坚持走访每
一位外来务工家庭，以行动教会家长“陪
伴是最好的教育”。她更像一位姐姐，悉
心照料孩子们的生活。她带着学生从出
租屋走到厦大校园，告诉他们生活不可
能是永远的蜗居，还有梦想和远方。她
为患重病的学生募集善款，以深沉的爱
为困境中的家庭重燃希望。她不断追寻
教育教学的可能性，以卓越的办学质量
为孩子的未来奠基。

刘志红：愿做中国版“马修老师”

2003 年，初入校园任教两年的杜成
露，成为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内地西藏
班的英语教师。谈起自己与西藏班的缘
分，他笑道：“当时刚工作没几年，住单身
公寓，与西藏班学生住的楼很近，经常看
到这些孩子，觉得特别可爱。刚好2003年
西藏班招一个英语老师，我就想试试。”这
一“试”，就是 14 年。这些年，为了护送学
生安全返藏，他时常要在西藏和三明两地
往返，对西藏的风土人情也如数家珍。

14 年来，在内地西藏班教育教学岗
位上，杜成露循循善诱，让几乎英语零基
础的内地西藏班学生也爱上了英语；他

无微不至，手把手帮助远离家乡的藏娃
养成行为习惯、提升自理能力。他爱生
如子，240 名藏班学生的名字他能牢牢记
住；学生身体不适，他总是第一时间带他
们去医院就诊，守护到凌晨是常态；每逢
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学校里总能看见
他的身影，为的是给学生辅导学习、开展
活动，为此他已连续 6 年春节舍弃与家
人团聚。从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到学
校西藏部主任，藏族学生总是亲切地称
他为“阿爸”。他用跨越民族和地域的大
爱，连接起东海之滨和雪域高原，铺就一
条通往幸福的民族教育之路。

杜成露：藏娃口中亲切的“阿爸”

一张破损的木床、一个老旧掉漆的置
物柜，两张桌子上零星地摆放着生活用品，
数根细竿搭成的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
这就是苏元省夫妇在福建永安市西洋中心
小学宿舍楼的值班室，陈设非常简陋。每
天，从1层到5层，从5层到1层，巡视每一
间宿舍，早晨检查内务，晚上点名，奔走于
这间“陋室”和每间学生宿舍，就是苏元省
夫妇的全部生活。“学校是孩子的第二个
家，也是我的第二个家。”苏元省深情地说。

苏元省在农村教育教学岗位上已默
默耕耘35年。从全科教师到生管教师，无

论岗位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他“顺手”做好
事的师者仁心。他曾勇救溺水的幼童，面
对社会赞誉，他却说：“救人，是一件再平
常不过的顺手之事，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的。”他成了人们尊敬的“顺手哥”。在管
理寄宿生的日子里，他是孩子们的安全守
护神。他以人格教育人格，用灵魂塑造灵
魂，在无数“顺手”完成的小事中彰显品
格。他的“顺手”精神影响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校园里到处都是“顺手弟”“顺手
妹”。他用辛劳的付出和无悔的坚守诠释
熠熠闪光的师德。

苏元省：“顺手”善举彰显赤子之心

福建省福鼎市深垅民族小学是福鼎
市流美学区唯一的教学点。学校仅有
1500平米，在校生88人。教学点原址在深
远的山林里，在政府及爱心人士的资助下
才得以迁址重建。谈及学校的建设发展，

“林声进”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20年来，
他以执着坚守见证了一个农村教学点的
重生与赓续。

时至今日，林声进已在山区默默坚守
近40年。肩负着村民的殷切希望，他以校

为家，爱生如子，他是校长、班主任，还是宿
管员。在一个人撑起的学校里，学校是他，
他便是学校！他总是以身垂范，以吃苦耐
劳的人格力量和坦诚真挚的爱心去温暖每
一个学生。校舍破旧，他多方筹集资金改
造重建；山高路远，他坚持护送学生走山
路、过溪涧。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薄弱
的山区教学点重新焕发生机，学校成了孩
子们的乐园。数十年如一日，他用宝贵的
青春年华换取了山村教育的春意盎然。

林声进：用青春换来山村教育春天

1984 年，正值花季的林金娇第一次
登上讲台。这个年方二八的女孩独自
一人来到福建柘荣山区的单人校，成为
一名代课教师。学校地处素有“鸡鸣一
声二省晓，犬吠一声三县闻”的英山乡
举 坂 村 ，是 个 连 男 教 师 都 不 愿 去 的 地
方；办学设施极其简陋，两间破旧的木
屋，一间卧室，一间教室。就这样，林金
娇开始了教育生涯，从此与困难儿童结
下不解之缘。

如今的林金娇是柘荣县第二小学副

校长，为了让留守儿童眼里不再有泪水，
为了使失依少年重燃生活的希望，她张开
博大温暖的怀抱，把爱和阳光播撒在他们
幼小羸弱的心田。她给予严重烧伤的幼
女一个温暖的家，她让智力迟滞的孤儿寻
得安全庇护。从早年的尽己之力爱护、帮
扶，到组建团队，如今她的身边已汇聚近
百名不同行业的“爱心妈妈”和爱心人士，
结对帮扶儿童过千人。做一名“爱的星火
燎原者”，为孩子撑起一片爱的蓝天，这是
她矢志不渝的追求！

林金娇：用善良照亮孩子的前程

17 年前，因为向往大海，赵冰洁举家
来到位于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自此，她
便在心理健康领域不断探索、研究，用专
业学识挽救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带领自己
的学术团队，将华大心理健康教育推向更
深层、更先进的专业化道路。这一切，都
源于她对生命的爱与尊重。

多年来，赵冰洁信奉“关爱学生，一个
都不能少”的教育原则，以永无止境的追求
精神，实践着自己对生命、对学生的承诺，

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丰富、深刻，用
自己鲜活而丰富的生命影响他们。她能从
一张纸条、一则短信、一幅漫画等细节中敏
锐捕捉每个异常学生的蛛丝马迹，像母亲
一样给他们爱的帮助。她的手机24小时开
机，随时准备为学生托起“生命中不能承受
之重”。她像是一本充满内涵与诗意的书
籍，吸引学生阅读，影响他们的人生；她像
是充满智慧和温情的生命守护者，指引对
人生失去信心的孩子获得重生。

赵冰洁:源于对生命的爱与尊重

数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省首批
中小学教学名师，省首批基础教育教师培
训专家，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
除了这些响当当的荣誉和头衔外，在学
生、家长、同事、领导眼里，赵祥枝是一位
真诚感性、开朗热情、平易近人的好老师，
一想起他就感到温暖。

赵祥枝，福建省厦门市双十中学教
师。他的课堂活力四射，让众多数学尖
子在各级奥数比赛中绽放耀眼光芒，更
让无数畏惧数学的学子痴恋数学，圆名

校之梦。他 30 多年坚持带领学生长跑，
让跑步成为师生交流的一种时尚，让运
动场成为教育学生的第二课堂。他孜
孜不倦、潜心研究，让自己的思想和教
学走得更远。他无私付出、传递薪火，
让年轻教师脱颖而出，让学校数学组成
为业内翘楚。他有诸多荣誉加身，令人
艳羡不已，却淡泊名利，不忘三尺讲台
的荣耀与使命，坚持做一名“纯粹的老
师”。学生说，遇见他是幸运；学校说，
拥有他是骄傲。

赵祥枝：学生起他就感到温暖

1999年，大学毕业的黄仙永被分配到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南日中学任教。这
是一所位于岛屿上的学校，海岛生活条件
异常艰苦，每晚只供两三个小时的电，停
水也是家常便饭，住在低矮的瓦房里，宿
舍是一间仅容得下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小
床的“石头屋”，潮湿的地板满是坑坑洼洼
的脚印。但就是在这里，黄仙永一干就是
17年，全身心投入海岛教育事业。

17年来，黄仙永甘守清贫，兢兢业业，

被称为海岛教师中的活雷锋。他利用课
余时间博览群书，言传更身教，以仁爱为
船，以知识为帆，为学生的心灵摆渡，用实
际行动给“师爱无疆”一个最好的注解。
他好比灯塔，将海岛学子引向成才的彼
岸。他热衷公益，播撒仁爱，先后两次向
白血病患者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甚至因
此放弃了选调进城考试的机会。他以大
爱诠释生命的宝贵，让更多生命因为有了
他的奉献而律动不息。

黄仙永：他就是一颗师德的种子

让教师形象美起来让教师形象美起来
——来自福建省首届“最美教师”寻访活动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