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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得甘露育桃李，春华秋实又一
年。9月10日，第40个教师节如约而
至。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
福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市目标，
坚定不移把教师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把教师摆在教育事业的突出
位置，着力筑基提质、激发活力、营造
氛围，为加快推进现代化教育强市建
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和创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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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教师人才集聚地

新学年，全市2932名新教师正式
上岗，走上讲台开启教师生涯。开学
前，我市对新入职的教师进行了岗前
培训。

“老师要如何当好学生的引路
人？”“面对孩子们的教师节祝福，你
有何感想？”……岗前培训会上，师德
师风教育是新入职老师们难忘的职
业生涯“第一课”。主办方不仅邀请
名师名家讲师德教育，也让刚入职新
教师谈所思所想。

“当站在台上的这一刻，做合格
教师，扣好师德‘第一粒扣子’是自己
的使命和职责。”科学合理的课程帮
助刚入职的新教师完成角色的转变，
让大家受益匪浅。

树人必先立德，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我市大力弘扬教育
家精神，把师德规范纳入全体教师培
训必修内容，在新教师培训、学科骨
干教师培训、学科带头人和教学名师
培养中设置师德师风专题内容。同
时，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教师
从教行为，增强教师育人本领，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新时代教师
道德风尚。

在选树榜样的同时，我市也不断
加强以党魂筑师魂。全市 88%的中
小学已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
制，全市学校 70%以上的党员是教学
骨干，各级各类学校成立党员教学突
击队、中高考志愿服务队 120 余个
……“红色细胞”已经深深植入教师
的心中。

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有氛围、
有激情，也要有榜样、有带动。

从“时代楷模”吕榕麟到“全国最
美教师”陈炜，从“全国模范教师”兰
海华到“全国优秀教师”吴航颖，自
2022年以来，全市共涌现出 130余名
省级以上先进典型，他们塑造了当代
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光辉榜样，也
引领了更多好老师，让“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更富时代内涵和社会影响。

连日来，在福州八中，总能看到
英语老师陈雪燕和“徒弟”林梓耐心
磨课的身影。从教26年来，她是福建
省学科带头人、福州市首批教育专家
培养对象。从职场新手成长为名优
教师，她的成长经历生动诠释了我市
畅通教师发展的成长路径，也是全市
教师职业发展的缩影。

如何搭建平台，培养出更多的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是福州的主攻方
向。在此过程中，福州市坚持内育外
引，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
教师队伍。

一方面，我市不断完善教育人才
培养体系，构建“新任教师-教坛新
秀-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名
师-教育专家”的六级进阶培养体系，
通过强化岗位练兵，举办“教坛新
秀”“优秀教学能手”评选等赛事活
动，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另一方面，出台《福州市加强基
础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十条措施》，简
化招聘流程，建立引进名校优秀毕业
生“快速通道”。近5年引进学科奥赛
金牌指导教师等“品牌效应”人才 10
名、博士13名、硕士289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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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教师队伍生机活力

福州教育要高质量发展，要激发
教师队伍的干事热情，盘活现有教师
队伍的活力。

永泰县东洋中心小学是一个偏
远的乡村学校，这几年，随着教师交
流帮扶工作的开展，学校的教学水平

不断提升。
来自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

学的池琳是年轻的骨干教师。去年9
月到东洋中心小学后，作为语文教研
组组长，池琳把优秀的教育传统、先
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教学方
法传授给各位老师。

“我觉得教师交流轮岗最大的好
处就是为每个学校都注入了新鲜血
液，有效激发了队伍的活力。”池琳
说，在和乡村教师的交流中，她也深
受启发。

以往，教师在一所学校从事教学
工作多年，教学、班级管理工作都已
经非常熟悉，如果一成不变，人容易
倦怠。如何盘活优质师资？

我市推行基础教育集团教师轮
岗交流机制，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
的引领作用，在满足基层学校、教师
发展的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激活教师队伍活力。2023
年全市 2490 名教师参加定期交流，
963名市级以上骨干教师参与定向指

导。
评职称是乡村教师们的大难

题。由于乡村学校职称名额少、乡村
教师资源少、竞争力低等原因，乡村
教师评职称困难大，很多老教师到了
退休职称也评不上去。

针对这一难题，我市加大职称评
审向乡村教师倾斜力度，适当放宽乡
村教师职称评审门槛限制和业务考
核要求，2023 年共有 18 位教师通过
定向评审的方式取得中、高级教师职
称。

闽侯县洋里中学教师陈世香就
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有了这个政
策，老师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拼
劲儿很足。”

激发教师队伍活力，除了优化师
资的资源配置以外，福州也下好改革先
手棋，深化教师队伍管理体制改革。

在教师编制结构方面，近两年，
在全省统筹下，在向上争取2100名编
制的基础上，共统筹存量编制7983名
用于全市中小学。在岗位统筹方面，
普通高中、小学高级教师岗位比例提
高 5%，初中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分
别提高5%。增设2%的动态岗位用于
优秀教育人才职务晋升。

同时，健全教师评价机制。优化
教师岗位晋升和教育人才认定业务
考核形式，设置指向教师教学核心能
力的课堂授课、听评课、习题解析等
考核项目。强化教育人才年度绩效
考核，为年度考核合格的名优教师额
外增加聘期奖励性绩效工资，对完成
年度考核的名师工作室每年各下拨
10万元教科研训经费。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项项举措
的落实，瞄准了教师管理体制机制的
一个个“痛点”，激发了教师队伍建设
的潜力，为构建优质均衡教育体系配
上了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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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每年教师节，台江金融街地标性
高楼都会亮灯，向教师致敬，为教师
送上美好祝福。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福州素
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每年教师

节，全市各地各学校都会开展形式多
样的表彰庆祝活动，用心用情为老师
们欢庆这一专属节日。

近年来，福州通过关爱教师、服
务教师，千方百计地为广大教师办实
事、办好事，使教师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

为教师提高实实在在的保障。
我市提高班主任考核奖励金、临聘教
师代课金、特教教师岗位补贴等待
遇。把绩效考核结果作为绩效工资
分配的主要依据，坚持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出台《福州市基础教育强师
惠师十条措施》，进一步对获优秀教
学成果奖、承担市级教育课题、学历
提升的教师等予以奖励。全面落实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补助标准按
平均每人每月不低于 500元核定，近
三年全市共拨付3亿元保障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

教师疗休养、心理团辅，向长期
执教教师发放可免费乘坐市域内地
铁和普线公交的“园丁福卡”，一系列
举措暖人心。

如果说着力提高教师待遇是对
他们的鼓励与支持，那么大力减轻教
师负担、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责主
业，则是对教师温暖而贴心的关怀。

为有效解决中小学教师减负问
题，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
作，今年以来，我市推行一线教师弹
性上下班制度，严格执行进校园活动
清单式管理和审批报备，减少检查评
比项目，建立考务人员工作库，减轻
教师节假日考务负担，形成社会事务
入校园白名单，将95项入校园项目精
简至3项，为教师“减负松绑”。

努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职业
地位，福州拿出了一个又一个实际行
动，“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绝
不是一句空话。在榕城大地，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正在形成。

教师队伍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面向未来，强教必先强师，福州
还将写好新时代高质量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建设新篇章，为教师赋
能，促教育提质，带领莘莘学子奔向
更美好的未来。

以优师之举夯实教育强市之基
——福州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林晗 谢薇

9月开学季，张鸿迎来了自己的
特殊“毕业季”。

她曾是福州高级中学的一名老
师，这个秋天，她告别烟台山熟悉的
讲台，前往屏山之麓，在全市办学规
模最大的完中——福州屏东中学，担
任副校长一职。

20年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她，
第一站便来到了福州高级中学。从
青涩的新人到资深教务处主任，她见
证了福高的变化，福高见证了她的成
长。于她而言，福高是名副其实的第
二个母校。

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州市教育系
统先进工作者、福州市优秀教学能
手、高级教师、福州市最美志愿者
……这一项项荣誉是她努力奋斗的
证明，更是一份份含金量十足的“成
绩单”。

9 月 2 日，屏东中学举行 2024-
2025学年开学典礼，张鸿以副校长的
身份出席。至此，职业生涯新征程正
式开启。

不一样的教务处主任不一样的教务处主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教务处主任
总是不苟言笑，但在福州高级中学学
生眼中，张鸿是位与众不同的教导主
任，“温柔大方、可亲可敬”才是她的
标签。

“她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老
师，专业能力强，性格又好，学生都喜
欢找她谈心、请教功课，她就像我们
的知心大姐一样。”涂竣涵是福州高
级中学 2024届毕业生，他说，在最煎
熬的高三阶段，是张鸿老师一次次的
鼓励让他重振信心。最后，他在高考
中稳定发挥，考进了福建医科大学自
己最喜欢的专业。

师生相处有什么秘诀？张鸿的
答案是以诚相待。她说：“每个学生
都是独一无二的，尊重他们，让他们
感受到你是真的想要帮助他们，才能

真心换真心。”
给新教师做培训的时候，她总会

放一张孩子的合影，告诉他们：“心里
有爱，眼里才会有光。作为教师我们
要时刻记得，教室里的一个孩子，可
能是一些人的整个世界。”

20年间，凭着一腔热忱和过硬的
业务能力，张鸿历任福州高级中学团
委书记、德育处主任、教务处主任等
职务，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得很出
色。

担任校团委书记期间，她积极开
展各项团委活动，学校获评“福建省
五四红旗团委”“福建省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担任德育处主任期间，受邀
加入市教育局编纂团队，参与编写
《习以为常——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系列读本》，引领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学校获评福州市德育研
训基地校。

2020年秋季起，福建普高起始年
级全面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也
是在这一年，张鸿接过教务处主任一
职，负责学校的课程建设和教学管
理、教研组建设和学科发展、教师学
科素养提升等工作。

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的支持下，
张鸿大胆创新，构建教学班与行政班
双轨并行的教学管理体系和评价制
度。几年间，学校办学效益显著提
升，2023年高考各项指标创下近20年
最好位次。

此外，她和福高教师团队持续构
建学校“志远”课程体系，组织编写的
《福州高级中学“志远”校本课程系列
丛书》受到业内关注；积极组织和引
领科学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教育，
2024年学校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校”。

““百变百变””化学老师化学老师

化学很重要，这是高中物理科目
组学生的共识。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最新《选科指引》，几乎所有理工农医
等专业要求同时必选物理、化学。然
而，张鸿在教学过程却发现，相当部
分学生因为化学难而产生畏惧感，从
而动摇了学好化学的信心。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成功的教
学所需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因此，她想方设法在化学
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兴趣培养。

提起张鸿的化学课，同学们评价
都是“有趣、有料”。在他们看来，张
鸿就像一位会魔法的“百变女王”，总
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有时候，她是“故事大王”。在讲
“皂化反应”时，她会讲“国王的厨师
打翻油盆，意外发现含油炭灰去污”
的故事，在电化学复习课上讲“格林
太太的两颗假牙”的故事，在卤族元
素复习课上讲“I2与指纹破案”的故
事。

有时候，她是“魔法师”。在讲授
“硫酸”新课时，她会演示“黑面包”脱
水、膨胀的实验反应过程；讲授“氯
气”时，她鼓励学生动手设计“颜色消
失的秘密”实验，探究饱和氯水使含
酚酞的NaOH稀溶液褪色的原因。

有时候，她还客串“思政老师”。
比如每次讲解“纯碱的工业制备”时，
她都会带学生深入了解福州籍化学
家侯德榜以及他发明的“侯氏制碱
法”。

学生在课堂上兴致勃勃，他们对
化学的学习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得到
了巩固。“我的化学成绩一度连及格
都难，是张鸿老师的‘兴趣教学法’让
我找到了方向，最终高考赋分有80多
分，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进步。”涂竣涵
说。

深耕一线教学，在探究和实践过
程中，张鸿形成了日益扎实的教学风
格，得到学生和同行的赞誉。她多次
参加全国和省市级教学比赛，获评全
国优质课评比活动一等奖、福州市教

师技能大赛高中化学组一等奖、福建
省基础教育精品课、福州市优质课和
福州市优秀教育教学论文一等奖等
表彰，获得“福州市优秀教学能手”的
荣誉称号。

不仅如此，她还做到了“墙内墙
外两头香”，发挥名优教师的示范辐
射作用，多次前往教育薄弱地区开展
送培送教下乡活动，尽己所能做好帮
扶助教工作。

一抹温暖的一抹温暖的““志愿红志愿红””

除了是一名人民教师，志愿者是
张鸿另一个引以为傲的身份。

在张鸿的志愿服务生涯里，有一
幕最初的感动，在她的心底种下了立
志一生乐善好施的种子。

那是2012年的一个正午，与福高
校园相邻的老龄公寓前，已是耄耋之
年的陈奶奶，摩挲着手里的相片，不
停向门前的小路张望。伴随着下课
铃声，静谧的小路顿时人声鼎沸。“福
高放学了！”陈奶奶仔细观察眼前经
过的一个个身影，终于找到了曾经帮
助过自己的志愿者张鸿及另一名学
生。陈奶奶激动地拉着张鸿和学生

的手，双目莹莹，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个画面深深镌刻在张鸿的脑海里，
也让初任团委副书记的她坚定了大
力发扬志愿服务精神、久久为功的决
心。此后的每一年，青运会、海峡青
年节、周边社区、火车站、敬老院……
到处都留下了她热心的身影。

在她的带领下，老龄公寓服务项
目成为福高志愿活动的一大亮点。
也因为一副热心肠，张鸿先后获评福
州市最美志愿者、福州市优秀志愿者
等荣誉称号。

“别小看不经意的一个善举，于
他人而言，可能就是希望。”张鸿说。

有一年新生报到，一名家长带着
孩子特意向张鸿致谢：“当初要不是
您的一句话，我们可能就来不了福高
了。”原来，这名孩子参加福高的自主
招生考试时，自我感觉发挥不佳，决
定放弃之后的考试。张鸿知道后，鼓
励孩子再试试：“再坚持一下，有始有

终嘛，当作一次自我检测也好。”就是
这简单的一句话，给了他们希望，最
终实现逆风“翻盘”。

2023年高考政治科目开考前，福
州突然风雨大作。一名赶考的女孩
全身被浇透了，哭红着眼走进校门。
张鸿见了，赶紧叫住女孩，并带她到
医务室用电吹风吹干头发和衣裤。
眼看开考时间要到了，张鸿又连忙脱
下自己的外套给女孩换上，不停地安
抚她：“我以前政治成绩很好的，你穿
了我的衣服，也会考很好。”女孩听后
破涕为笑，自信地走向考场。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
微以致远。在福高校园里，办公楼的
左侧有一株月桂、一棵古榕，每当工
作遇到瓶颈，张鸿便会倚着窗台看向
它们；而在屏东中学校园里，也有一
棵大榕树，一样的繁茂高大，“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的教育故事将在这里
续写……

张鸿老师的三个身份
本报记者 鄢秀钦 谢薇

张鸿（中）
给 学 生 们 辅 导
功课。

本报记者
叶诚摄

今年5月，福建省中小学美术学科教学研究基地学校工作研讨活动在福州四中举行。本报记者 叶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