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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刹那别旧日，年年际际始难止。快如白驹过故隙，来在来年忆今时。
送走了 2024 年，我们迎来了崭新的 2025 年。回首昨天，在校园里、在讲台上、在教案里，我们留下了太多难忘的回忆。有

无奈也有顺心，有泪水也有欢笑，有挥洒汗水的默默无闻，更有放飞梦想的青春激扬……时光如水，逝者如斯；行而不辍，未来
可期。为辞旧迎新，展望未来，本期《三门峡日报·教育周刊》特别策划“崤函教育记忆·我的 2024”专版。敬请关注。

2024年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年。一是自
1954年出生以来，我已度过 70个春秋；二是自
1974 年参加教育工作以来，先后在湖滨区斜
桥小学、崖底高中，陕州区观音堂高中，三门峡
市一高整整奋斗了 50个冬夏。尽管 2014年已
办理退休手续，但我至今一直受聘于三门峡市
第一高级中学，担任一线教育教学工作。

2024年也是我从教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
年。7月，我撰写的《修身智慧 200则》一书由
郑州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该书涉猎素质提高、品德塑造、境界提升、
体格修炼、心理修正等不同维度，旨在帮助青
少年学生通过内部养性和外部修炼，使他们的

人生质量得到卓有成效的提升，使其生活品位
得到立竿见影的提高；9 月，我撰写的《读故
事 塑品德》一书再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所述的 200个故事中，蕴含了塑品德、修
身心、悟哲理、促成才、懂生活等 5个方面的人
生品德修养。该书的出版，旨在提高青少年的
道德认识，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锻炼其道德
意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就在这一年，我共为河南省国培班学员、
中小学教师以及高中学生作专题讲座 13场。
先后在河南大学为省级骨干教师作专题讲座
4场，即《摭谈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之路》《新时
代教育家精神的诠释与修炼》《弘扬教育家精

神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 打
造高效课堂教学》；6月，在洛阳市创新教育研
究院作《摭谈中小学教师的师德修养》专题讲
座；暑期，应市教育局师训科邀请，在三门峡新
时代精英学校、三门峡市伯阳学校为市区小学
英语、小学数学教师，幼儿教师及全市体育教
师作《摭谈中小学教师的写作与投稿》专题讲
座 3场，听众 1000余人；8月，在信阳市平桥区
第一小学、第七小学、第八小学分别为 3个学
校的教师作《摭谈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之
路》专题讲座；11 月，在三门峡市一高为中学
生业余党校学员作《学党章 听党话 跟党走》
专题讲座，在三门峡市家庭教育协会作《怎样

做一名好家长》专题讲座。
就在这一年，我还与他人合作为三门峡

市见义勇为协会撰写了《新时代弘扬见义勇为
精神读本》，辅导三门峡市一高杨玉林老师获
得 2024 年河南省普通高中优质课赛讲一等
奖，同时被聘为三门峡市家庭教育协会讲师团
成员，申报了河南省青少年德育宣讲团成员，
撰写了《小故事 大教育》上册（学校教育）、下
册（家庭教育）初稿……

总之，回首 2024年，是自己极不平凡的一
年，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年。2025年，我将更加
努力，砥砺前行，继续为社会发挥余热，继续为
自己的人生谱写新的一页。

2024年 7月，我被三门峡市
教育局推荐为五年一度的全国
模范教师候选人，后历时两个多
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被人社
部和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
师”称号。卢氏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分管副县长带领市教体
局、卢氏县朱阳关镇相关负责人
到朱阳关镇中心小学为我举行
隆重的颁奖仪式，授予我“卢氏
县百大名师”光荣称号，颁发荣
誉证书并奖励 1 万元奖金。我
诚惶诚恐，深感自己在教育这条
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高的
山要爬。

其实，每一个教师的教育之
路都是不平坦的，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总会遇到各种挑战，而我也
一样。学生学习进度的差异、教
学资源的匮乏、教育改革的阵
痛，都可能成为前行的绊脚石。
然而，教师应像大山一样，坚韧
不拔，面对挑战从不退缩。记得
有一年，我接手了一个基础较差
的班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
不高，课堂纪律也较为松散。面
对这样的挑战，我没有气馁，而
是迎难而上。课前，我认真分析
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针对性的
教学计划；课上，我用生动有趣的
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用
耐心细致的讲解帮助他们攻克难
点；课后，我为学生答疑解惑，鼓
励他们树立信心。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班级的学习氛围逐渐浓
厚，学生的成绩也有了显著提
高。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教师
的坚韧如山，是学生进步的坚实
保障。大山之所以壮美，是因为
它包容万物，无论是高耸的树木、
低矮的灌木，还是潺潺的溪流、
嶙峋的岩石，都能在山间找到自
己的位置。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也应像大山一样，包容学生的多
样性。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

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兴
趣和学习方式。有的学生思维
敏捷，善于逻辑推理；有的学生
情感丰富，擅长文学创作；有的
学生动手能力强，热衷于实验操
作。面对这些差异，我从不以单
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而是尊重
他们的个性，因材施教。在课堂
上，我给予不同学生展示自己才
能的机会，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
优势；在课后，我与学生进行个
别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
求，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指导。
像大山一样包容，让我能够更好
地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潜力，走
向多元化的成长之路。

去年，我任教科学、音乐课
程，并主动承担学校的卫生工
作，继续坚持做好学校两个特殊
家庭孩子的上下学接送工作。
每天，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学校，
引导各班的学生打扫卫生，不干
净的地方我再用拖把清理。中
午，带领他们走进科学的世界，
下午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晚
上，做完一天的工作，再把两个
孩子送回家。日复一日，看着洁
净如新的校园、看着笑如烟花的
学生，踏着朝阳和弯月，我感觉
很充实很幸福。

每当我看到学生在课堂上
专注的眼神、听到他们取得进步
时的欢呼，我的内心便充满了坚
守的动力。我深知，教育是一项
关乎未来的事业，它承载着培养
下一代的重任。因此，我应像大
山一样，坚守在教育的岗位上，
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守护着每
一个学生，守护着教育的初心。
我想像豫西卢氏的大山一样历
经风雨，却始终坚守在原地，守
护着脚下的土地，坚守教育的初
心，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都
不改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为
学生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助力
他们攀登人生的高峰。

2024年，在崤函这片
充满希望的教育沃土上，
有着太多值得铭记的瞬
间，而我所参与承办的中
原名师小学数学共同体
第 11次研讨活动，有幸成
为其中的一抹色彩。

中原名师小学数学
共同体成立于 2016年，是
在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
育工作处、中原名师项目
办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
的，由首批 13地市的小学
数学中原名师所主持的
工作室轮流承办。每次
活动聚焦课堂教学，围绕
学科主题展开深层次研
究，推动解决迫切需要解
决的数学教育的热点问
题，助力中原名师工作室
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建构，
提升教育科研能力，辐射
引领带领全省更多小学
数学教师成长。

2024年 12月 13日上
午，研讨活动在学校报告
厅如期开幕。本次活动
聚焦“结构化视角下小学
数学复习课”，通过课例展
示、名师点评、名师微专题

分享、专家讲座等形式展开。
课例展示环节，福建省教研室小学数

学教研室主任、教研员、特级教师、正高级
教师罗鸣亮为老师们作精彩的示范课和专
题讲座，从“精问、善等、少言”三方面诠释
优秀数学课堂的样态。各地市中原名师工
作室的老师们也纷纷登台，凭借精湛的教
学技艺，将原本枯燥的数学知识变得生动
有趣，不仅牢牢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更让
在场观摩的老师们连连赞叹。大家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教育有着无限的可能，只要用
心去钻研、去实践，就能为学生们打开一扇
又一扇知识的大门。

名师点评与微专题讲座环节同样亮点
频现。名师们深入剖析结构化教学的核心
理念，引领老师们感悟“结构化教学重在抓
本质”，并为大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教学策
略，让在场教师受益匪浅。

活动期间，专家们分享最新教育理念
与独特教学方法，台下老师们认真记录要
点，积极参与互动。可以说，为期两天的研
讨活动，是知识与智慧的激烈碰撞，是理念
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是学术追求与创新
精神的集中展现。活动深入阐释了小学数
学复习课中的“结构化”教学理念，对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活动结束后，我陆续收到许多老师的
反馈，他们纷纷表示将在自己的教学中积
极运用从活动中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并
已开始尝试进行教学改革。各个学校之间
也借此契机，加强了教育教学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营造良好的教育研讨氛围。不少
学生反馈说，感受到了老师们教学方式的
变化，课堂变得更加有趣、高效了。可以
说，这次活动就像一颗投入教育湖面的石
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育人者，必须“先育己，后育他”。这次
中原名师共同体活动，于我而言，不仅仅是
完成了一项工作任务，更是一次难得的成
长之旅。好的教师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教育
生命自觉成长的状态，在学习中反思，在实
践中建构，在体验中借鉴，实现知识体系、
技能、思想的重塑，实现专业的新突破，建
构发展的新思路，拓宽成长的新格局，实现
思想的新生长——愿以此与同行们共勉。

当 2024 年的时光画卷在我眼前缓缓
展开时，我看到的是一段浸透着汗水与心
血，充盈着挑战与收获的教育历程，上面清
晰地镌刻着我在教育之路上砥砺探索、奋
力成长的串串足迹。

年初，我怀揣着对教育的满腔热忱，毅
然投身于课外化学实践作业活动之中。每
周五的夜晚，本应是放松休憩之时，我却常
常只是草草地扒拉几口晚饭，便急匆匆地
奔赴学生家中。在那里，我会全神贯注、一
丝不苟地指导学生做实验，心之所向，唯愿
每个实验步骤皆准确无误，以确保实验能
够顺利推进。为了给学生创造更为优越的
实验条件，我四处寻觅合适的器材，还精心
拍摄、剪辑相关视频，倾注诸多心血。

暑期，我召集诸多青年才俊、优秀教
师，齐心协力对相关项目进行升级改造，加
班至深夜是家常便饭。“功夫不负有心人”，
后来该项目在 2024 年义务教育阶段课后

延时服务优秀课程资源公示名单中荣膺全
省第五的佳绩，且项目成果得以正式出版，
这无疑是对我和团队的莫大肯定与鼓舞，
催生出更加强劲的教育动力。

3 月，我积极着手开发陕州区本地区资
源的项目式学习设计工作。团队里的老师
们纷纷慷慨解囊，主动自掏腰包购置器材
和药品，学校亦大力支持，慷慨地提供了
实验场地。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诸多棘
手的难题以及技术瓶颈接踵而至，阻挡着
前行的道路。不少参与研究的老师不禁
萌生了退缩之意。但我深知，“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若此时
放弃，此前的努力皆将付诸东流。于是 ，
我 与 各 位 教 研 员 齐 心 协 力 ，深 入 探 讨 分
析。那些夜晚，我常常在桌前久坐，直至
小腿麻木无知觉。但无论过程何等艰难，
我们终究还是寻得了解决办法，让项目得
以继续顺利推进。每个实验实践活动，我

们都会反复操作至少 5 次，只为获取更为
满意的数据，真可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
尽狂沙始到金”。

最终，这个项目圆满完成，不仅在全省
初中化学线上教研会上分享了宝贵经验，
还正式出版，成功入围河南省 2025 年春季
电教目录，得以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
为了提升项目的科技含量，吸引更多读者，
扩大其影响力，我还自学了人工智能 AI 技
术，原创设计了宣传片，并围绕这个项目制
定相关题目，也收到了《中学生数理化》期
刊的采稿通知。此后，为了让更多人领略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独特魅力，我又马不
停蹄地开发了新项目，并且在线上为广州
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作专题讲座。近日，
我有幸被鹤壁市淇滨区鹿鸣中学聘为“教
科研指导专家”，这无疑是对我教育工作的
又一次高度认可。

回首这一年，我对教研进行了深刻的
反思与体悟，总结出“做教研评”一体微项
目设计理念。我始终坚信，“积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每一步努力皆具价值，每一
本书皆蕴含着值得汲取的知识宝藏。我愿
坚守在教育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如一盏明
灯，照亮学生们的求知之路。

2024年 5月 10日，市教育局
开启“种子教师”楹联写作公益
培训讲座，于是我和兄弟学校的
共同爱好者携手并肩，一同踏入
楹联的瑰丽世界。弹指一挥，我
们从九夏芙蓉到三秋桂子，又到
千里冰封，时间不语，却回答了
所有问题，捧着沉甸甸的果实，
我感慨万千。

以前，我对楹联这片沃土一
无所知。每年辞旧迎新张贴春联
时，也从来没有去思考楹联、春联
的关系。讲座，让我在楹联的海
洋里，尽情汲取营养；讲座，让我
在诗词的殿堂中，尽兴享受熏陶；
讲座，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恣意
发挥想象。我从楹联“小白”，到
掌握格律、运用修辞和学会鉴赏；
从生涩面对，到从容撰写；从踱步
斗室、寤寐思服，到大胆创作、升
华意境。

此 次 学 习 ，我 心 存 感 激 。
感 谢 三 门 峡 市 楹 联 协 会 方 留
聚 会 长 的 亲 自 授 课 和 各 位 老
师 的 精 心 辅 导 。 方 留 聚 夙 兴
夜 寐 ，不 遗 余 力 ，昏 夜 伏 几 做
课件，崇朝危坐传知识。各位
辅 导 老 师 作 业 批 改 ，字 斟 句
酌 ，个 性 辅 导 ，不 厌 其 烦 。 感

谢 学 友 们 的 相 扶 相 伴 。 每 次
在群里接龙写作业，大家热烈
讨论，多次推敲，焚膏继晷，不
断 优 化 ，虽 半 身 疲 惫 ，却 一 枕
清香。

此次学习，我心系创作。我
从生活点滴、四季风光、个人感
悟中寻找灵感，将心中的意象用
规范的楹联语言表达出来。虽
然笔触尚显稚嫩，但每一副楹联
都倾注了我的心血与思考，都是
我学习成果的生动体现。

此次学习，我种下种子。作
为教师，学习楹联更坚定了我要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去绽放所有
美好的信念。带着学到的知识，
我在学校开设楹联社团，激发兴
趣，启发思维，挖掘潜力，让学生
把自己的所看、所思、所悟，用楹
联知识温暖、温馨、温情地表达
出来。

现 在 ，我 可 以 自 豪 地 说 ，
2024，我充实了自己，提升了自
我；2024，天增岁月我增识，我拓
展了维度，提升了素养。今后的
岁月，我将一如既往地带着对楹
联的热爱与收获，擦亮“种子教
师”名片，种玉传薪，让楹联之花
在我的手中更加光彩耀目。

“您好，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有什么需要我出
力的，您尽管说。”学校微信视频号里突然跳出这
条信息，使我疑惑、纳闷，经过交流后，我的心里才
逐渐明朗起来，原来是社会上的好心人看了我们
学校视频号里发布的小视频，感慨乡村学校的艰
苦与不易，想要献爱心呢。没过几天，学校就成了
渑池县第一个在教室里都安装空调的乡村小学。

东天池学校位于渑池县的东南一隅，这里远
离城区，闭塞到叫人遗忘，然而，2022 年 3 月开通
的微信视频号，点亮了乡村学校的希望之光，也为
我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

2024 年 4 月，渑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专程来
到学校进行采访，并精心制作、播放了采访视频，5
月 7 日，“学习强国”平台便刊发了学校的办学事
迹。10 月 23 日，东天池学校作为全市唯一的一所
乡村学校，参加了第二届三门峡市中小学德育创

新展示活动。
没想到，这些质朴的视频画面能引起大家的

注意，还会产生如此强烈而深远的共鸣。起初，我
只是抱着分享学校日常点滴的想法，将校园生活
记录下来，上传到视频号而已。视频号里不断涌
现的点赞、推荐和评论让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
腾。我们偶尔还会接到来自亲朋好友的真挚祝福
和暖心鼓励，这些类似成功的喜悦与快感刺激我
们坚持和创新。

犹如一位充满哲思的老者，视频号里的小视

频陪着我们一路走来，见证着我们的成长。它睿
智地洞察到我们对城区学校高大上办学条件的向
往，对那里孩子多才多艺的羡慕，以及对他们那里
老师妙语连珠的渴望。它宽容地看着我们邯郸学
步、东施效颦，一味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模仿。而
在它的频频颔首间，我们找到了方向，那就是扎根
中国大地，办好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教育。

于是，去年春天，我们把校园里的一片荒地开
辟出来，平整为种植园，并建成了渑池县唯一一个
位于校园里的动物园。师生们在这里劳动、观察、

写作、体验，这里成了大家实现学科融合、知行合
一的驿站，也是培育情趣、感悟人生的精神乐园。
当然，也就有了许多师生们和种植园、动物园里的

“小可爱”互动的小视频。我们制作的记录一年级
小朋友拔萝卜的视频，被河南省教育厅微信视频
号转载，引发关注。

渑池县新华书店的负责人也通过小视频了解
学校，并推荐学校参评河南省“绿健”行动试点
校。周边的群众看到这些小视频后，对东天池学
校赞不绝口。

在学校老师身上，你看不到一丁点乡村学校
的颓废之态，他们腰杆笔直、扬眉吐气、干劲十
足。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笑容灿烂、自信而充实。
我坚信，在这希望之光的照耀下，东天池学校的
明天会更加美好，乡村教育的未来也将充满无限
可能。

四季轮回春华秋 岁月无声育贤才
像大山一样矗立

“全国模范教师”、卢氏县朱阳关镇中心小学教师 李杰

小视频让乡村学校焕发生机
渑池县天池镇东天池学校校长 李云涛

从教五十载 去岁最出彩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宏群

2024 年 11 月中旬，手机上显示河南开
放大学来电，心想，可能是我 3 月份申请的
国家奖学金有结果了吧。接听电话，果不
其然，省校通知国家奖学金审批下来了，
我在全省 23 万名学子中脱颖而出，喜获奖
励。同时，有幸被评为优秀学员（全省仅
有两名），且成绩排名遥遥领先。此刻，感
叹所有的艰辛与努力都化为沉甸甸的收
获。后来又被告知，省校在材料审阅中得
知我年近半百，勇克家庭和自身重重困难
和问题，为了工作需要和个人进步，再次
选择国家开放大学进修第二学历，事迹感
人，精神可嘉，将在河南开放大学官方网
站和相关公众平台等对相关事迹进行大
力宣传。

慨时光积淀，凝岁月沉香。有缘先后
两次参加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的进修学
习，倍感珍惜。到了知命之年，父母年事已
高，疾病缠身，爱人患病，行动不便，而我自
己身经两次重大事故，磨难重重……这些
困难都没有阻止我继续前行的脚步，自己
毅然决然选择了努力奋斗。在紧张忙碌的
工作和生活之余，严格恪守国家开放大学

要求，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全身心投入学
习中，让人生在中年时节再绽芳华。

自强笃学，励志前行。犹记得，第一
学 期 学 习 科 目 特 多 ，线 上 学 习 任 务 超
重 ，母 亲 住 院 期 间 ，我 拖 着 病 腿 在 医 院
楼 上 奔 波 ，心 里 面 还 在 统 筹 安 排 学 习 任
务 …… 利 用 母 亲 输 液 平 稳 的 空 闲 之 际 ，
抱上手机争分夺秒地进行线上学习。第
二 学 期 学 习 科 目 仍 较 多 ，加 上 单 位 那 段
时 间 工 作 又 很 忙 ，时 间 紧 ，任 务 重 ，一 度
感 觉 有 两 门 课 的 学 习 任 务 不 好 完 成 ，但
又不想轻易放弃。最终，自己咬紧牙关，
坚 持 在 十 几 个 晚 上 学 习 到 深 夜 ，虽 精 疲
力 尽 ，但 总 算 了 却 了 心 头 的 不 甘 …… 线
上学习百分之百，不放过一个视频、一篇
文稿；下载整理好各种资料，合理有序使
用 ；划 重 点 做 笔 记 ，反 复 研 读 ，极 力 将 所
学 知 识 消 化 吸 收 ；精 心 完 成 每 次 备 考 任
务，用心参加每次笔试和机考，踊跃参加
国家开放大学和班级组织的各项学习和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 与 此 同 时 ，全 力 协 助 班
主 任 老 师 做 好 各 项 工 作 ，时 刻 为 同 学 们
做好表率。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我和小学
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陈璐的师生
情，经历 40 年的岁月洗礼，不断升华凝结
成如今的无限亲情。在 2024 年庆祝第 40
个教师节之际，自己真实记撰的《岁月织
就师生情》一文在三门峡市“仰韶彩陶坊
杯·我的好老师”主题有奖征文中荣获一
等奖。

躬行践履始玉成，行而不辍终致远。
作为灵宝市 2024 年“国培计划”项目县的
工作人员，自己牢记育人初心，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结合工作需要，以带队老师、班
主 任 、学 员 和 项 目 管 理 组 成 员 等 多 重 身
份 ，以 百 倍 豪 情 不 断 迎 接 工 作 学 习 新 挑
战。天道酬勤，仰取俯拾，全力以赴完成

“国培计划”的各项工作任务。培训学习
中，自己先后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和“优
秀学员”，分包示范学校也在同组教师齐
心督导和鼎力协助下，不断跨越提升，为
项目县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
回望我的 2024，平凡而又充实，那一

件件往事，一幕幕场景，都溢泛着奋斗的
光芒，散发着收获的芬芳。作为时刻以人
生写意、为生命添彩的崤函教育工作者，
努力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磨炼，在拼
搏 中 坚 强 ，使 自 己 的 人 生 不 断 焕 发 新 光
彩 ，铸 就 新 荣 光 ，用 智 慧 和 汗 水 留 下 了
2024 的璀璨记忆。

我的楹联我的梦
三门峡市第五中学教师 张春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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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数载 破壁拓新
三门峡市陕州区初级实验中学 陈景华

慨时光积淀 凝岁月沉香
灵宝市教师发展中心 常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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