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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傅亦静 通讯员
肖国明）匠心育桃李，初心铸师
魂。昨日，鼓楼区召开庆祝第
40个教师节大会，主题为“大力
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大会通报肯定了
198 名先进教师典型，并为表
现突出教师、表现突出教育工
作者、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等 25 位先进个人代
表颁发证书。

“做教育工作要大力弘扬
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爱岗敬业、

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团结协
作。”福建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延安中学教育集团校长蔡叶涛
说。

福州市中山小学校长陈瑾
从教 28 年。在她看来，鼓楼区
搭建平台，给教师成长的机会，
能够在这里任教是一件幸福的
事。怀揣一份更大的责任，他们
将为鼓楼教育实现更美好的梦
想而努力。

近年来，鼓楼区始终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入

实施“三区联动、整体推进”行
动，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模式改
革，先后组建 15个教育集团，实
现基础教育学校全覆盖；15 个
项目入选全国智慧教育优秀案
例；获评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
育实验区、省级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等。

接下来，鼓楼区将持续擦
亮“学在鼓楼”品牌，以高质量
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
建成现代化教育强市贡献鼓楼
力量。

庆祝第40个教师节

鼓鼓楼通报198名先进教师典型

2 2024年9月8日 星期日

■编辑:丁胜华 美编:林莺 传真:83762629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上接1版）
2018年，在嵩口镇政府的支

持下，潘超依托嵩口中心小学成
立嵩口乡村少儿合唱团。合唱团
不收学生任何费用，日常开支由
嵩口镇党委、政府承担。潘超每
周自费从福州市区驱车上百公里
来到嵩口，只为给孩子们上一堂
音乐课。

乡镇美育资源紧张，家长对
课外艺术学习等的认知比较薄
弱，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长久地唱
下去，潘超经常与家长沟通。“上

个学期末，我们组织家长开会，告
诉他们，孩子在这里学什么，学这
些有什么好处，进一步争取家长
的支持，效果十分明显。”潘超说。

从最初的 30名学生，到如今
已有 200多名孩子接受了合唱训
练，一路走向更大舞台的经历也
让孩子们的性格由腼腆变得更加
开朗。潘超说，合唱为孩子们搭
起一座通往艺术的桥梁，无论今
后他们是否会走上音乐道路，音
乐都将在他们的心底种下一颗爱
与希望的种子。

以爱之名
呵护“特殊花朵”成长

“黄老师，早上好。”“早上好，
小心慢点走。”一大早，在永泰县
特殊教育学校五年一班的门口，
班主任黄瑜珊亲切地回应孩子们
的每一声问候。

2021年，23岁的黄瑜珊从泉州
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来
到永泰县特教学校任教。她所在
的班级有11名学生，分别存在不同
程度的听力、智力、肢体等障碍。

相对于普通教育，黄瑜珊的
课堂有些不同：经常是她“唱独角
戏”，讲了半天没有孩子回应，或
是讲着讲着，突然有孩子兴奋地
在教室里奔跑。

“当初报考特教专业时，我就
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孩子。”她
说，不少学生来自偏远山区，家庭
经济基础较弱，更需要她用心观
察每个孩子的性格、学习能力，因
材施教。

学生小吴（化名）有情绪障
碍，对声音大小、物品接触都很敏

感，想要的东西必须马上拿到。
黄瑜珊说，针对小吴的这种情况，
她采取“延迟满足”的办法，尝试
和孩子讲道理，逐步提升他的自
控能力。“黄老师，最近孩子慢慢
能控制情绪了，还会关心我了，给
我盖被子。”放学后，黄瑜珊收到
小吴妈妈发来的消息。

特教道路漫长又艰辛，作为
特教行业的新人，黄瑜珊也在与
孩子们共同成长。“孩子们身上那
些细微的可喜变化，就是我在特
教路上前进的动力。”黄瑜珊说。

永泰山区有群最可爱的人

“是朝为稻粱谋，夕止安乐
居，还是着眼长远，追寻理想？”面
对被“枯燥”“没用”等标签化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不少青年思政教
师有过疑惑，是按部就班完成教
学任务，还是做点什么改变现状？

连江黄如论中学贵安学校教
师邱圣丹选择了后者。在她的课
堂上，提问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情
景式教学轮番登场，让思政课充满
感染力、穿透力；在她的课堂上，有
带着学生现场体验生活，有发散思
维旁征博引，也有她一次次外出交
流带回的宝贵教学素材。

“教师二字，责任重大。思政
教育的影响，或许能持续一生，只
有老师走心，学生才会入心。”邱
圣丹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邱老师的课，有意思、有力
量、很温暖。”学生间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

这是一位怎样的老师？今
天，让我们通过三组镜头，走近这
位“90后”小学教师。

【镜头一】
创造机会

带学生从书本中“跳出来”
“同学们，通过课前小调查，

老师发现咱们班不少同学想从事
厨师这个职业，因为可以吃到很
多美味的食物。厨师这一职业是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吃的，又
好玩？一起来体验一下吧！”邱圣
丹拿出事先准备的一口口锅和一
把把豆角，然后让孩子们戴上厨
师帽，挑战颠勺。

颠了不一会，孩子们的小胳
膊已经在发抖了，锅中的豆角散
落一地。见此情形，邱圣丹话锋
一转，抛出问题：“你对厨师这个
职业有没有新的认识？大家还有
没有发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发光
发热的劳动者，他们是如何打动
你的？”

“美味的背后藏着厨师的辛
勤汗水，我们不仅要珍惜粮食，
还要感谢他们”“选择任何职业
都要肯于付出、善于学习，干一
行爱一行”“除了掌握高精尖技
术的科研人员和作出突出贡献
的科学家，身边救死扶伤的医
生、为大街小巷美容的环卫工
人、捡拾海漂垃圾的爱心人士，
都值得尊重和理解”……学生们
踊跃举手回答。一堂课下来，没
有形式主义，语言也不花哨，学
生们的参与度很高。

“上思政课不能只念教材，思
政教育要用思想激发学生思考，
需要破解思政课吸引力不足、感
染力不强的问题，我希望带着学
生从书本中‘跳出来’，尽量寻找
更多知识的‘景点’。”2013年从福

建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
业的邱圣丹深知，思政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是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的主渠道。

在邱圣丹的课堂上，她很少
停留在讲台，而是走到学生身边，
讲解、提问、观察。为何要这样
做？她说，“我想看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反应，为孩子们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在邱老师的引领下，学生们
不但学会了如何思考、如何判断，
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邱圣丹的同事杨莉莉说。

师者有温度，微光聚星河。
邱圣丹有个习惯，看到校园里的
垃圾会随手捡起来。每当遇到班
上的孩子们围观并投来好奇的目
光，她总会现场引导一番，告诉大
家为什么要保持卫生，希望大家
都参与进来。渐渐地，她发现孩
子们有了变化，会主动捡拾座位
边的垃圾，看到校门口的纸屑也
会及时捡起，见到乱扔垃圾的同
学会立马制止。

“站在学生面前的，应当是一
个有知识修养的老师，让学生能
够学习知识，还能感受到知识如
何塑造了这个人。”一路走来，邱
圣丹努力成为学生成长的知心
人、思想的引路人。

【镜头二】
步履不停

演绎一场场“双向奔赴”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伴随着音乐，五年级学生课
堂上，课件展示出《甲乙两国部分
经济军事指标对比》。

“两个国家孰强孰弱，若发生
战争，谁输谁赢？”邱圣丹抛出问
题后，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肯定是各项指标更强大的乙国
获胜。”

“同学们，历史上真实的情况
并非如此。”邱圣丹立即揭示，甲、
乙实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美两
国，美军在各方面占据优势，胜利
的却是中国。

“老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太厉害了！”孩子们惊讶不已，顿
时来了兴趣。邱圣丹趁热打铁，
从抗美援朝的背景以及涌现出的
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娓娓
道来，开启一场超越常规的“双向
奔赴”。

这样的“双向奔赴”课堂，源
于邱圣丹对教学的严谨和执
着。“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
想法不足，教学中必然捉襟见
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在邱圣
丹看来，若想上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关键在于教师发挥能动性和
创造性。

俗话说，“没有讲不好的课，
只有不会讲的老师”。思政课要
塑造人的灵魂，到底难不难？当
然难。怎样才能上好课？邱圣
丹用行动给出了回答，那就是
让自己步履不停，保持学习状
态：

工作第一年，她便利用黄如

论中学贵安学校九年一贯制的特
点，跨学段跨学科听课学习，博采
众长；

得知有小学道德与法治的
专场活动，她背起行李奔赴省外

“取经”；
以赛促学，代表福州参加福

建省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多次参
与省市课题调研，获得各级各类
奖项数十个；

……
如今，在邱圣丹的课堂上，不

仅有自己的学生，还有慕名前来
听课的连江各地教师。“邱老师善
于结合身边小事，结合学生所惑，
把有意义的事情讲得有意思，这
个太难得了。”连江温泉小学教师
林清说。

【镜头三】
源于热爱

愿做郊野上的清风
“我与贵安共成长，看着它起

高楼、兴人才，由乡村蝶变为活力
片区，我也褪去了青涩，开始独当
一面，完全融入当地教育发展
中。”看着校园里孩子们个个意气
风发、爱学习讲礼貌，邱圣丹不无
感慨地说。

将时间拉回到 2013年夏天，
那时的连江贵安新天地片区刚建
立不久，是我省单体最大的房地

产综合开发项目，与刚走出大学
校门的邱圣丹一样，充满朝气，亟
待“开发”。不同的是，彼时的邱
圣丹心意明确：回到家乡，扎根乡
土，成为贵安新天地片区第一批
乡村教师。

按理说，邱圣丹大学所学专
业对口的应该是中学，加上彼时
各地都缺乏思政课老师，她本来
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为何想
考去乡村学校，当一个小学老师
呢？

“源于热爱！”在连江海边出
生成长的邱圣丹，对家乡有着极
强的归属感和依恋，这让她在大
学还未毕业就立下了“回到家乡
发展教育”的志向。

她工作的第一年，也是学校
创建的首年。学校缺少思政课
教师，她便跨学段承担起小学和
初中所有的思政课教学工作。
学校缺少财务人员，她就充分发
挥财务管理第二专业的优势，一
边学习一边做，为学校发展贡献
力量。工作 11 年来，她曾担任
学校党支部委员、工会委员、教
研组长、德育处副主任、办公室
主任等职务，工作至深夜是家常
便饭。

随着贵安片区的大开发大
建设，黄如论中学贵安学校发展
迅速，小学部、初中部连续多年
荣获“教学质量标兵学校”。学
校的办学规模，从最初的 404 名
学生发展至最多时候的 4671 名
学生。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
是乡村教育的蓬勃生长。邱圣丹
跟贵安一起成长，先后获福建省
优秀教师、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二等奖、福州市教育
工作先进工作者、福州市中小学
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福州
市教育教学论文评选一等奖等荣
誉。她还入选福建省乡村优秀青
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是福州市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连江县高
层次人才。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思
政课不仅是“授业”，更是“传
道”。邱圣丹说：“教育不分地
区，我愿意一直扎根乡村，做郊
野上的清风。未来，我会继续不
讲套话空话虚话，真诚和学生做
知心朋友，同时发现并讲好新时
代故事，讲深讲透讲活道理。只
有产生了共鸣的教育，才能走
心，才能更好地为学生们埋下信
仰的种子。”

活学活用，努力让每堂思政课有意思有力量

邱圣丹：郊野上的清风 吹撒思政的种子
本报记者 林文婧

邱圣丹在三地教研联盟活动中授课。（受访者供图）

“一人一元，共建家园”

社区公益基金募集善款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7日上午，由鼓楼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局等单位
主办的“共绘新蓝图，齐走幸福道”福州市首个社区
公益基金——国光社区公益基金第二届健步活动暨
筹款行动在国光公园启动，当天共募集爱心款 2万
余元。

活动现场发出“一人一元，共建家园”倡议，目的
是让国光社区公益基金成为社区爱心的“蓄水池”，在
开展公益事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该公益基金于去年 10月设立，到目前共募集爱
心款9万余元，均由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捐献。爱心
款主要用于社区治理，共同应对公共治理、突发事件
和帮助困难弱势人群。

市总工会开展
海洋经济服务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市总工会“海洋经济服务
月”活动 7日启动。当日下午，工会稳岗就业创业服
务超市开展了线上线下海洋经济专场招聘会，30多
家知名海洋经济企业带着 300多个优质岗位与数百
名求职者面对面，线下23人达成求职初步意向。

“海洋经济服务月”期间，市总工会还将组织“人
工智能训练师”技能实训以及“跨境电商Shopee店铺
运营”创业陪跑活动，以线下培训+实操的方式，为职
工搭建通往蓝色梦想的桥梁。

接下来，市总工会将围绕福州四大经济、重点行
业、重点群体，在每月首周的周六开展常态化、有针对
性的专场线上线下招聘会。

白露过后
儿童谨防呼吸道疾病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陈冰）“白露秋分
夜，一夜冷一夜。”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秋意愈发浓
郁。昨日，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科主治医
师陈爽提醒市民，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气候由暖
转凉，加之开学后人员聚集，室内活动时间延长，儿童
要谨防呼吸道疾病，比如感冒、鼻炎、哮喘等。

白露后，早晚温差拉大，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体
质较弱、抵抗力较差，穿衣不宜赤膊露脐，建议早晚出
门时带一件外套。体质较弱者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支气管炎、哮喘等慢性疾病的人，应根据天气变化适
时增减衣物，要着重防护好腰腹、足部、肩颈等处。

市民还要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平时勤洗手，
注意社交距离、咳嗽礼仪等；注意开窗通风，保持新鲜
空气流通；坚持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作息、合理膳
食，不熬夜，如果感染呼吸道疾病要及时到医院对症
治疗。

对于儿童来说，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梨子、甘
蔗、荸荠、鸭肉等，通过调养增强身体抵抗力。坚持
早睡早起，舒展肺气、疏通肺经，对身体和学习都有
好处。

对于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尽量不要一大早出
门，出门时尽量戴好口罩，减少室内游乐时间。

此外，大家还可以从白露开始补养肾气，坚持晚
上用温水泡脚，时间在15分钟至30分钟，泡脚的同时
把耳朵和腰部搓热。

“一人一世界”城市人文沙龙
在市图书馆举办

工艺师讲述与寿山石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燕晓）昨日，第五十四期“一人一世

界”城市人文沙龙在福州市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由
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是“有福之州 书香榕
城”读书分享会系列活动之一，主题为“他们用寿山石

‘雕刻’出城市历史人文”，刘捷帆、石语和杜海中为读
者分享了他们与寿山石的故事。

“在福州，寿山石雕刻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街
头巷尾，随处可见精美的寿山石，它们或置于案头，或
悬于墙角，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韵味。”中级工艺
美术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刘捷帆说，尤其以
寿山石印钮为代表，言有尽而意无穷。一方好的印
章，不仅需要精良的工艺和材料，更需要深刻的内涵
和独特的创意，希望大家都能挖掘福州的魅力，让每
件作品都传递这座城市的情感与精神。

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理事、福建省青年
民间工艺大师石语分享了他的雕刻理念——“不断
探索，力求创新”，托复古之风以求新意，体现时代
精神。“以天然奇石为载体来感悟和品味，将意趣和
情感融入作品当中，赋予石头生命，让瞬间之美得以
永恒再现，这是我的雕刻追求。”他还用寿山石表达
福州文化，比如寿山石作品《三坊七巷》《双塔》《丝
路石语》等。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
术研究会会员杜海中为大家介绍了寿山石中的独特
品类——寺坪石。“‘寿山寺坪石’是指埋藏于福州寿
山村，外洋广应寺遗址土中的古代寿山石印品及其
矿块等，明清以来，靠挖掘而得，相当稀罕。”杜海中
说，他的《捕梦鱼》《云卷》之类的作品，都是用寺坪
石来创作的，创作的时候最大程度地保留古人的切
痕、钜痕、凿痕，以及它被埋、被水土浸过之后的原
生再生皮，以此感受石头的内在气息，再稍加雕琢，
就能独具灵气石韵。

现场，杜海中还带来两件寺坪石作品供大家欣
赏。四年级小学生陈宋宇兴致勃勃，带来了在非遗
课上自制的寿山石雕刻作品。他告诉记者，他从上
小学就开始接触寿山石雕刻，对寿山石雕刻非常感
兴趣，父母经常带他去看寿山石展览，还专门前往寿
山乡感受石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