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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举行新高考专项培训会启动仪式。本次为期5天的培训以集中面授为
主，在培训过程中采取理念引领、案例分析、互动研讨、方法指导等多种方式进行推进，尤其注重学员
的课堂参与度，以确保培训内容的落实，保证培训质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摄

“祖父当时是在老家的私
塾教书，父亲在会亭一中任
教，后来当了校长，母亲也
在会亭一小学任教。一个姐
姐在县第二小学教学，姐姐
的儿子儿媳在圣源学校，两
个弟媳一个在圣源学校、一
个在县第二中学，他们都是
光荣的人民教师。父亲是
1962 年商师毕业开始从教
的，父母的那句‘要凭良心
做事’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地理学
科教研组长娄艳岭激动地介
绍着自己的“教师之家”。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三代
人投身教育事业，秉承着“踏
实、严谨、敬业，教好每一节
课，做好每一件事”这一家
风，从乡村到县城、从小学
到高中，哪里有需要就去哪
里。三代人坚守在平凡的教
师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自
己的力量。

1987 年，娄艳岭中师毕
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
先后担任过辅导员、班主
任。在上岗的第一天，她就
在心里告诉自己，她是一名
教育者，也是一名服务者，
一定要谨记“要凭良心做
事”的家训，尽自己所能给
予学生关心与帮助，让自己
的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
获。“看到一届届的学生顺利
毕业各奔前程，我心里就有
说不出的高兴。现在国家的
教育教学环境越来越好了，
不论是硬件设施，还是教学
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
我刚执教那会儿相比真是天
壤之别。我的儿子中南大学
硕士毕业，现在在成都中铁
二院设计院工作，儿媳毕业
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四川大
学医学研究所工作，我的学
生好多也都当了老师，这都
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娄
艳岭说。

“别人家聚会都是拉家
常，我们家聚会说得最多的
是教育。”娄艳岭说，“因为
大家都是做教育的，一见面
自然而然地就说到了教学

上、说到学校。我父亲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对我们来说非常
宝贵，我们经常向他请教。”

“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学校的
成长，要求我们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做个踏实的人，做好教
学工作。要扛起教师的责任，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直到
2017年父亲病逝前几天，还跟我谈起我在学校的情况。”娄艳
岭说。

据了解，近两年来，夏邑一高积极推进教学改革，课改方
面，娄艳岭积极响应学校精准施教的教学方针，以导学案为抓
手，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造新的教学理念，科学运用现代
化的教学手段，把课堂还给学生，以学生为主体，精讲多练，
引导学生自己学习、合作、探究，指导他们学会总结，把每一
课、每一章的知识点做成思维导图，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把
控，从而达到学科素养的提升。把机会留给学生，把掌声送给
学生，把希望带给学生。娄艳岭看到孩子们一天天进步，自己
内心是充实和幸福的。

“踏实、严谨、敬业，教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件事。”从祖辈
到父辈，娄艳岭不仅延续了他们对学生用心和负责的精神，也延
续了祖母和母亲向上向善的家风，娄艳岭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在单位常常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今年，她加入了夏邑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义工老师团队，
服务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她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不管能力
大小，都要尽己所能去帮助身边的人，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传承好家风，育人细无声。娄艳岭和她的姐姐、弟媳始终
牢记父亲教诲，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爱
戴，娄艳岭先后获得省级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市级骨干教师、
市优秀教师等称号；她的姐姐、弟媳、外甥多次被评为市、县
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师、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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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近日，重庆大学与夏邑县
人民政府县中托管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夏邑县高级中学召
开。重庆大学校长助理饶劲松、国内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雷达，夏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昊，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县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彦峰等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李昊简要介绍了该县的历史文化、教育
成果、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双方分别介绍了夏邑县高
级中学、重庆大学及附属中学基本情况，就托管帮扶形
式、内容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李昊在讲话中说，非常荣幸夏邑高级中学成为重庆
大学托管帮扶学校，希望重庆大学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
势和附属中学办学优势，派出教学管理团队，在教学制
度建设、教学管理和教师培养等工作上给予夏邑大力支
持，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帮助夏邑教师快速成
长，帮助提升夏邑高级中学管理水平、助推夏邑县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夏邑县委、县政府将高度重视、积极
配合、紧抓落实，全力以赴与重庆大学共同推进托管帮
扶工作，确保托管帮扶落实落地。李昊还要求夏邑县高
级中学抓住机遇、自我加压、积极对接、搞好服务，为
县中托管帮扶工作创造良好环境，提高学校管理和教育
教学水平，为夏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智力支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热切期
盼。

饶劲松表示，重庆大学将按照教育部要求，高度重
视县域基础教育工作，认真做好托管帮扶工作，积极带
动和促进县中办学水平整体提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发挥学校学科优势，助力夏邑县高级中学管理水平、
师生素养、课程创建等方面发展，推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国家人才队伍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重庆大学托管帮扶夏邑县高级中学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 近期，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趋
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此，夏邑县教体局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该局要求县直各学校、
乡镇中心学校通过校园微信工作群、家长微信群及时发布疫
情信息及重点提醒，督促师生及共同居住人做好个人防护，
严格落实常态化核酸检测、配合“场所码”扫码核验、戴口
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加强宣传教育，适时向学生及家长推送疫情动态，提
醒广大师生了解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要求，做好个人防
护，维护生命健康。同时，加强暑期师生外出管理，提倡
不到省外旅游，不得前往省内外中高风险地区，如确需离
夏邑，要提前掌握目的地疫情形势，严格落实师生外出前
三天和返回前三天向学校、社区 （村） 双报备制度，并落
实三天两检的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广大家长和师生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严密督促师生守护个人健康。该局督促师生密切关注个
人身体状况，如有发热、干咳、腹泻等不适症状，做好个人
防护并立即到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就诊过程中严
密遵守注意事项；进一步做好师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查漏
补种工作，做到“应接尽接”。

夏邑县教体局将把握常态化疫情防控新形势，树牢底线
思维，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全县经济社会
大局安全稳定。

夏邑县教体局

强化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六月初，记者第一次见到宁陵县高级中学教师杨
国华时，他正抱着一个大西瓜往教室走，示意我们先
在办公室等他，他给班里的学生送了西瓜就过去。

天气炎热，杨国华便自掏腰包，从老家瓜农那里
购买了现摘的西瓜，带到学校给班里的学生吃。他
说，老乡种的瓜没打过农药，孩子们吃着放心。从老
家到县城近20公里的路程，杨国华总是利用自己的午
休时间回去，争取让学生们在暑气正盛的中午吃上一
口甜美又解渴的西瓜，有时候自己都顾不上吃午饭。

在谈到为何从事教育事业时，杨国华说：“我父
亲原来就是一名代课教师，后来参军入伍。父亲为没
能从事教育事业遗憾了一生。受父亲影响，从小我就
喜欢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为了弥补父亲的遗憾，高
考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学校。”大
学期间，杨国华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有时候遇
到问题他还会像高中时那样不停地问老师，凭着对教
育事业的向往和对知识的热切渴望，杨国华毕业时获
得了“河南省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2003年顺利通
过招教考试，如愿回到自己的母校担任语文老师。

走上教育这条道路后，杨国华不断自我提升、自
我完善。教学中，他坚持“向名师学习、向同事学
习、向学生学习、向网络资源及优秀案例学习”的教
学理念，认真研究教材教法，研究新课程标准及高考
大纲，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说：

“对待工作要讲求实效，对待学生得因材施教。”语言
虽简短，却道出了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必行之路。

备课时，他广泛查阅教学资料，给学生“一杯
水”自己先备好“一桶水”，根据学生特点合理安排
教学内容。他的课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不仅补

充基础知识，还要教给学生人生
哲理。他说：“教育，要先教学生
做人，再育学生成才。”所以，杨

国华培育出的教育果实不
仅果型硕大，而且
果香宜人。

课堂上，他秉承“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
弗达”的教学方法，积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引导学生自己做课堂的主人。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
究式学习，扎实地掌握了所学知识，培养了缜密的逻
辑思维，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思想
转变。杨国华说，学习兴趣不是老师硬塞给学生
的，是学生在一步步地探索与了解过程中慢慢培养
出来的。

班级里的学生性格各异，水平不等，杨国华会根
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2019届毕业生戴洋琛
是外地转校生，刚转入学校时想念父母，不适应环
境，杨国华就经常询问他的学习、生活情况，和他交
流聊天。戴洋琛很快适应了环境，进入最佳学习状
态，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至今，戴洋琛说到老师
对他的帮助和关心时都禁不住热泪盈眶。班级另一个
学生叶冰雨因入班较晚与同学生不熟悉，杨国华就经
常找她谈话，鼓励她要勇于和同学交流，尽快融入班
级这个大家庭。在杨国华的鼓励和关心下，叶冰雨很
快融入了班级，适应了环境，当年被华中科技大学录
取。

每当有学生身体不舒服时，杨国华比学生家长都
要着急。2018年冬天，班级学生苗柯突发高烧，上课
时无精打采，杨国华看到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联系
了学生家长，自己先带着学生赶往医院，一个人排
队、挂号、缴费、拿药，医生误以为他是学生家长。

2020年 6月 1日下午，在去学校途中，杨国华骑
电动车躲避一位老人时不慎摔倒，被电动车砸伤左
腿，医院诊断为左腿腓骨骨折。医生建议立刻做手
术，但作为高三年级班主任，他考虑到学生很快就要
高考，无论是学习还是心理上正是最需要班主任悉心
陪伴的时候，他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小手术治
疗。术后一个星期，杨国华就要求出院，回到了学
校，上课时还拄着双拐。同事们劝他回家卧床休息，
他都是笑着说：“心有牵挂，躺在床上也是煎熬，反
而一站到讲台上就感觉不到痛了。”2020年高考成绩

揭晓，杨国华任教的两个班级都超额完成学校制定的
指标，在同类班级中遥遥领先。

除担任班主任工作，杨国华还肩负着学校团委工
作，他领导下的学校文学社、广播站、宣传部等社团
部门为校园文化和学生身心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通
过开展国旗下讲话、黑板报、手抄报综合评比以及主
题演讲比赛、合唱比赛等系列教育活动，树立榜样、
学习先进，加强对学生震撼心灵的教育。每年 3 月

“学雷锋活动月”期间，杨国华经常组织青少年团员
到敬老院等地方参加义务劳动，演出学生自己排练的
节目。他指导的社团“春潮文学社”在2017年9月被
评为商丘市优秀学生社团。杨国华说：“我们要教给
学生的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更应该发挥学生社团作
用，营造健康向上的德育氛围，培养学生的道德水平
和创新精神，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交往能力。”近
几年，杨国华积极参与与年轻老师结对子的“青蓝工
程”，帮助一批批年轻老师快速成长起来。他所指导
的青年教师也不负导师重望，很快成长为学校的教学
骨干，2013年他指导的张广苹获得县级优质课一等
奖，2016 年指导的李守厂获得市级优质课一等奖，
2020年指导的姜玉洁获得市级优质课二等奖。

在教研工作中，杨国华积极参与教研探索，实
践教改，参加各级各类公开研讨课、教学技能大
赛，2009年 7月执教的《赤壁赋》一课获河南省优质
课二等奖，2013年 8月执教的《望海潮》一课获商丘
市优质课一等奖。他主持和参与了 2项国家级课题研
究、1 项省级课题研究和多项市、县级课题研究，
2012年撰写的论文《关于诗歌教学的三点体会》在
宁陵县中学语文优秀教学论文评选活动中获一等
奖，2017 年撰写的论文 《培养高中生自学能力浅
议》在商丘市优秀教学论文评选活动中获一等奖，
他先后获得“宁陵县优秀教师”“商丘市教坛新星”

“商丘市优秀班主任”“商丘市名师”“商丘市学术技
术带头人”“河南中小学省骨干教师”“河南中小学
省名师”等荣誉称号。

河南省名师、宁陵县“最美教师”杨国华——

“先教学生做人 再育学生成才”
本报融媒体记者 许业合

本报讯 （记者 许业合 通讯员 程进京） 近日，
虞城县“红色耀中原”故事会大赛在虞城县高级中学
举行。

大赛通过讲述红色故事，再现中原儿女攻坚克难、
披荆斩棘、前仆后继，把革命、建设、改革不断推向前
进的伟大历程，同时用“小故事”体现“大主题”，“小
切口”折射“大变革”，用身边人、身边事感染人、教
育人、激励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大赛体现
出全县各行各业砥砺奋进、勇担使命、勇当先锋的精神
风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全县的社会经
济发展传播正能量，为建设“河南强县·中原新城”贡
献出自己的力量。

大赛现场，表演者通过沉浸式情景再现表演、红色
故事小品、红色经典朗读等多种表现形式，声情并茂地
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激励和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虞城县

举行“红色耀中原”故事会大赛

近日，睢县图书馆采取增设读物、延长阅读时间等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以方便青少
年多读书、读好书。 本报融媒体记者 许业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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