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绍忠 |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从 20世纪 90年代到今天，怀抱“荒漠变绿洲”的心

愿，康绍忠和团队一干就是 30 多年。染尽青丝白发，

就为一点一滴省下民生的水，就为一句一行教好学生

的字。他用脚步丈量出石羊河生态和区域发展的变

迁，萦绕在心头的始终是教书育人和服务一方百姓生

活的牵挂……

1985年，康绍忠第一次在西北内陆干旱区甘肃石羊

河流域考察，看到当地到处是荒漠化、盐碱化的土地和

流动的沙丘、枯死的林木。他决心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为缺水的这里做点事情。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康绍忠从零起步，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建立实验

站，支撑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实施，在全流域推广

节水高效灌溉技术。

康绍忠带领师生团队在西北开展了大量的长期

野外定位科学观测研究。他常常为了获取准确可靠

的试验资料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时常冒着高温、顶

着烈日观测，汗水湿透了衣服，蚊虫不停叮咬，也没时

间顾及。渴了，喝几口白开水；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干

粮。37 年来，康绍忠带领团队扎根西北，面向全国节

水农业，默默为我国节水农业研究和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业发展作贡献。

康绍忠一直坚守在教书育人一线，积极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为培养出更多具有“三农”情怀的优秀人才，他

促进研究生科技创新与组织管理能力的融合、洞察国际

学术前沿与扎根大地能力的融合、掌握多学科知识与解

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融合、培养精湛专业技能与家国情怀

的融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如今，康绍忠依然奔波在农业水土工程领域教学研

究的最前沿和西北干旱区偏僻艰苦地区生产第一线，从

校园三尺讲台到河西走廊石羊河流域到黑河流域，沿着

“一带一路”，又在南疆阿拉尔开辟了新的战场，用“好老

师”辛勤的汗水，坚持不懈在祖国大西北浇灌出更多绿

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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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得春风桃李来
——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事迹

辛勤洒汗水 荒漠变绿洲

李粉霞 |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李粉霞是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

山西省劳动模范。从教20余载，她恪守为师之责，以强

烈的事业心和忘我的敬业精神投入到所热爱的职教事

业中，用自己的一片爱心、一股拼劲儿、一股闯劲儿、一

份责任谱写着让孩子的梦想在职教之域绽放的故事。

2000年8月，李粉霞走进了当时还是中专的山西省机

械工业学校，成为这里的一名新教师。当时职业教育正处

于招生困难期，为了让学生重拾信心，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李粉霞把大量的时间都留给了她的学生。早上跑操，走在

班级队伍最前面的是她；晚上自习，坐在教室最后面的是她，

她细心观察着学生的一举一动，了解着他们的日常点滴。

2004年，学院首次组队参加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李

粉霞恰逢孕期，但她主动请缨，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在

实训室练习数控加工技能，查资料、做方案，在机床上实

操练习，回参、对刀、输入、加工、测量，产品不尽完美，再

查资料，再修改方案。靠着自己对专业的执着与热爱，

李粉霞一天又一天坚持着，一次又一次完成训练预期目

标，最终在赛场上取得数控铣工职工组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全院师生以她为楷模，称她为“省机数控铁娘子”。

李粉霞寻求校企合作之路，开展“工学交替，顶岗实

习”人才培养模式；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开

发赛训融合课程；建设实境化、企业化、生产化的校内实

训工厂，推行现场教学与虚拟仿真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

外活动相结合、知识教学与能力培育相结合的“三结合”

教学模式；开展“社团传、导师帮、师傅带、大赛练”的传、

帮、带、练四级培优工程；成立数控技能大师工作室，吸纳

精英人才成为驻校大师，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实施技术改

造；在全省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申报获批教育部工

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中心，并挂牌成为ABB工业

机器人技能认证中心，确立了在全省的领先地位。

正是李粉霞身体中的这份“不安分”，才使她和她的

团队拥有了不竭的动力。“一生择一事成一事”是李粉霞

的信念，做职教耕耘者是她无悔的追求。

圆职教梦 做追梦人

孙正聿 | 吉林大学教授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孙正聿的名

字。他的文章、学识，他的涵养、气度，他自然真实的人

生态度，自在通透的人生哲学，自律坚毅的治学精神，已

成为为学高峰和为师圭臬。

孙正聿把培养“人”作为“终身大事”。2003年的教

师节，在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颁奖大会上，孙正聿作

为唯一的教师代表发言，那句“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学

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每位教师感同身受。

岁月流淌，2020年11月20日，当孙正聿再次获得国

家级荣誉站到全国杰出教学奖颁奖典礼的领奖台上，已

是满头白发。杰出教学奖颁奖词中，孙正聿的教育理念

一目了然——有理讲理。然而，有谁知道，为了“有”和

“讲”这两个字，他行走在怎样一条无比艰辛、废寝忘食、

呕心沥血的道路上。

孙正聿说，做学问就要“没日没夜”。他拿起一本好

书，想到一个问题，撰写一篇文章，从来不会因为是“节

日”或“假日”而搁浅。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读”

和“笨想”中，孙正聿在特殊环境和独特体验的“生活积

累”中，升华创生着他的“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让现

实活化了理论，用理论照亮了现实。

孙正聿一直推崇“创学术之经典”，那些“跟自己

较劲”得来的知识、思想与语言才能经得起推敲，耐得

住追问。如今，他的《哲学通论》经过 10 余次再版，已

成为全国高校通识课教育的经典教材。一本《哲学通

论》，颠覆了哲学“理论晦涩”的印象，成为无数师生的

枕边书。

“我们需要培养思想家，而不只是培养学问家。”孙

正聿认为，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双重的，其一是“使人作为

人而成为人”；其二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某种人”。

40载教书育人，孙正聿“有理”“讲理”的教学理念贯

穿始终，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哲学教育和科研人

才，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成果广泛而持久地影响着当代

中国哲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

以哲启思 以文化人

杨士莪 |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做人做事做学问 蛟龙入海为国防

周美琴 |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教师

特殊教育学校“择差”守护——这就是特殊教育的

特殊之处。选择了“守护”特殊儿童的使命，周美琴一做

就是35年。

周美琴为特教重新“定调”：她要帮助残障孩子社会

化，打开封闭的心灵，支撑起他们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

希望。文化知识是正常人谋生的手段，但在周美琴看

来，对残障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康复。

为此，周美琴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这所

集听障、智障、脑瘫孩子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

学校勾画了宏伟蓝图——走“医教结合”的道路，构建以

脑瘫孩子教育为特色，适合三类残障孩子发展的教育体

系。她从专业康复理疗学院引进了十几位专职治疗师，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训练；在学科教育课堂上，针对残障

儿童的特点，她大胆改进教学模式，提出生活与学习相

结合的目标，设置了两位教师同时作为教学主体的授课

模式，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除此之外，周美琴还认为，“信息化时代要想做好事，

一定要学习新技术。”带着这样的思考，周美琴将白板技

术、多媒体技术引入课堂教学，鼓励教师学习新一代多媒

体软件与技术，开发各类残障学生的教学课件。课堂中，

手动不方便的学生通过白板拖曳技术快速完成了人民币

的实物摆放；听觉障碍的学生通过凸显的动画效果了解

到夏天荷花的婀娜多姿……信息技术为课堂带来了一抹

新色彩，也让学生的学习效能得到了大大提升。

不仅是课堂教学，周美琴认为特殊孩子的康复训练同

样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专业支持。于是，各种软件都

运用到了言语障碍学生的个别化训练中，学生在语音辨

识以及练习上的速度大大提升。感觉统合训练智慧教室

网络、运动数据采集设备将学生在康复训练中的数据进行

科学分析、及时给出训练反馈，提升了训练的实效性……

熟悉周美琴的老师和家长都说：“周老师一旦投入工作，

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铁娘子。”正因为这份拼搏，周美琴与学校

不断拓展特殊教育的服务领域，让更多儿童和家庭受益。

医教融合发展 守护特殊儿童

杨瑞清 |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教师

走“行知路”育栋梁材

从1950年初登杏坛到如今耄耋之年仍奋战在教学

科研一线，中国水声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

院士杨士莪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极强的责任心对待自

己的学生，在他开拓的一片学术天空下，许多人找到人

生的坐标和价值。

20世纪50年代，水声在国内尚属于空白学科，需求迫

切，国家选派杨士莪到苏联科学院声学所进修。回国后，

杨士莪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建了中国首个理工结合、

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开创了中国水声教育的新格局。

杨士莪最先在国内开展水声定位系统研制，率团队完成

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用于不同目的的水声定位系统研制

工作，为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的定位系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中国水动力噪声研究

的先行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并建造中国首个针对声学研究的

“重力式低噪声水洞”，解决了国际上悬而未决的水洞噪声实

验测量方法；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积极推动并率队完成中国

首次独立大型深海水声综合考察，领导矢量传感器在国内的

研制及借助地声手段探测水中目标的研究。

时至今日，杨士莪仍辛勤耕耘于三尺讲台，担任着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课程教学工作。学生心疼他，给

他搬来椅子，但他从不坐着给学生上课，也因此被称为

“一站到底”的院士。外场试验、各种学术会议、顾问咨

询活动，杨士莪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他从未因为

工作忙而耽误教学工作，他把学生看得很重，即便再忙，

对待教学、对待学生从不敷衍应付。

杨士莪笑称自己“生命不止，壮心不已”，87岁高龄

的他仍然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相关科研项目的海试。杨

士莪从不会催促年轻人，而是要求他们按部就班一步步

来，为年轻人打造了一片最适宜做科研工作的土壤。

“九十载春秋未老，百万里桃李同芳。”杨士莪始终

辛勤耕耘在水声教科研第一线，以“90后”的心态，身先

士卒，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他用点滴故事书写着师

者的“平凡”与“伟大”。

不恋城市去乡村，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

集团总校长杨瑞清 41 年坚持扎根乡村办教育，一以贯

之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走出了一条乡村学校特色发

展之路。

1981年“五四”青年节，即将从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

（现南京晓庄学院）毕业的杨瑞清忐忑地敲开了校长室

的门，递上一份决心书：学习陶行知，走陶行知之路，到

艰苦、偏僻的乡村教书办学。

在那个师范生还是“稀缺人才”的年代，留在城里分

配到“好学校”显然是更加“理所当然”的选择，但杨瑞清

还是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了江苏省江浦县（现南京市浦口

区）一所村办小学——五里小学。

如何能让乡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受陶行知“生活

即教育”思想的触动，杨瑞清将教学改革从教室延伸到

室外。他带着学生，春天在乡间认识植物，夏天到河边

捉鱼抓虾，秋天爬山，冬天玩雪……原本单一的课堂教

学变得生动起来，学校也成为学生最爱去的地方。

1994年，杨瑞清创建行知基地，初次尝试利用乡土资

源吸引城市孩子来学习农事。杨瑞清巧妙地将学农活动

归为三类课程：一类是“体验乡村生活”，粗茶淡饭，夜半行

军，野外生存；一类是“学习乡村科技”，让孩子了解种植、

养殖、气象等在农村伸手就能摸到的科学技术；一类是“了

解乡村建设”，组织学生走村串户，了解农民种什么、养什

么、如何出去打工。此后，杨瑞清又带领学校教师开发了

生命安全实训课程、军训课程和奥林匹克课程等，在营地

建设、校外活动、劳动实践、生态教育等方面持续发力。

“如果没有行知基地的创立和发展，行知小学极有可

能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也就不可能得到新的经费投入，

获得新生。”杨瑞清坦言，行知基地为行知小学的孩子争

取到了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学条件。但更大的意义在于，

行知基地为乡村孩子的成长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

从五里小学到行知教育集团，杨瑞清带领师生用40

余年走出了一条乡村学校“逆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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