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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三尺讲台 守望教育梦想
——记贵州省特级教师王必权

■ 记者 张永霞

言行树师德 爱心铸师魂
——记贵州省乡村名师游奇

■ 通讯员 王长育

黔南州“红烛先锋”先进人物、长
顺县第四中学教师李玲，自参加工作
以来，始终秉持“不忘初心，立德树
人”的信念，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
到教书育人中，用实际行动做到呕心
沥血化春雨、无私奉献育新人。

舍小家 顾大家

“家是温馨的港湾”。对李玲来

说，自己的家是“小家”，学校是“大
家”。一直以来，她始终把“大家”放在
首位，以校为家，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2014 年，李玲的爱人查出患胆
管癌，拿到病历报告的那一瞬间，她
感觉天都要塌了，孩子才两岁，家中
还有年迈的父母，该怎么办？在她最
无助的时候，学校领导及同事们给予
了大力帮助，让她陪着爱人走过了最
难的那两个月。爱人第一次手术后，
病情稍稍稳定，她立刻回到学校，一
边上课一边照顾爱人及孩子，从没有
落下过一节课。

2017 年，李玲担任两个班的英
语教学工作，彼时爱人胆管癌已到
晚期。她仍然一边照顾病重的爱
人，一边坚守在教育教学岗位上。
爱人去世后，她并没有被击垮，而是
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关爱学生 视如己出

2019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李玲
上完晚自习后刚返回到县城的家，还
没进家门就接到学生电话说许媚曼
突然流鼻血不止。于是她立刻开车
赶回学校，将许媚曼送到医院，并陪
同治疗，直到深夜孩子病情得到控制
才回家休息。同年的一天深夜，她接
到学生何梦露、韦雨飞发高烧的电
话，立马赶到学校送两个孩子到医院
治疗，直到家长来到，孩子情况稳定
后才离开；

2020 年 11 月的一个雨天，李玲
正在上课，留守未成年人谢伙云突发
高烧，她立即向学校报告并拨打
120，把他送到医院检查治疗，垫付了
医疗费并守了一天，直到晚上退烧后
才离开；

杨进从小没有母亲，父亲在外地
打工，跟随叔叔长大，2020年11月6
日，李玲亲手为他做了个蛋糕，让全
班同学和他一起过生日。除了杨进，
还有留守未成年人肖雨雪，以及班上
的其他孩子，李玲都会在他们生日

时，准备小礼物，让孩子们感受到老师的关爱和学校大家庭的温
暖；

…………
爱心是教育的前提，也是对老师最基本的要求。用心营

造一个让孩子们感觉温馨、充实自在的“家”，是李玲一直在
做的事，她用真情、真心关爱、守护着每一个学生。

勤于钻研 勇担重任

教学质量是教育的生命。为上好每一节课，李玲总是在课
前认真钻研教材，深入了解课程结构、重点与难点，分析应补充
哪些材料，对学生原有的知识技能、兴趣、爱好、方法、习惯、学习
新知识的困难等进行分析，并思考采取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把
知识传授给学生。在课中认真组织课堂教学，关注全体学生，注
意信息反馈，激发学生的兴趣。课后则利用休息时间做好对学
生学习的培优和辅差工作，让学生所学知识得到巩固提升。

作为一名党员，李玲始终服务学校安排，勇担重任；作为学
校中年教师，她主动承担起老带新的工作，在教学上给予年轻教
师帮助。

付出终有收获。近年来，李玲因教学成绩突出，2019 年 8
月，被中共长顺县委、长顺县人民政府授予“业务标兵”称号；
2020 年 12 月，被中共长顺县委、长顺县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
师”称号；2021 年 7 月，被中共黔南州委授予“全州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2023 年 9 月，被中共黔南州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黔南
州教育局授予2023年“红烛先锋”先进人物称号。

“爱是最特殊的教育方式，它能滋润学
生的心田，拨动学生灵魂深处的心弦。”从
教31年来，贵州省特级教师、余庆中学数
学高级教师王必权一直以此为座右铭，用
心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用爱耕
耘三尺讲台，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和执着。

在王必权的执教生涯中，令他印象深
刻的人和事有很多，小明便是其中一个。
2004 年，他班上有一个叫小明的学生，中
考入班时成绩中等，且进班不到两周上课
时精力就不集中，下课时也不与别的同学
交流，经常独自一人，仿若有心事。

见此情景，王必权利用晚自习时间，找
其谈心了解情况。

谁知他刚一开口，这位学生便红了眼
眶，随即流下眼泪。他说，哥哥在湖北上大
学，姐姐在遵义读书，家里非常困难，为了
供哥哥姐姐读书，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
把他寄养到叔叔家外出打工。往年处在义

务教育阶段，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如今上高
中了，父母还没有凑齐学费寄来，他可能没
法继续读书……

听明原委，王必权心里一阵阵心疼，他
当即表态：“只要你好好学习，书本费我来
解决！”于是，在他的帮助下，小明得以安心
读书。

不久后的国庆假期，别的同学都忙着
收拾东西回家，只有小明无动于衷。原来
他觉得回家没有父母陪伴，还要花三十多
元车费不划算，打算留在学校。

“去我家吧！”王必权向小明发出邀
请。于是，整整七天，小明都生活在他
家。空余时间，王必权还为他查缺补漏，
补习功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明在王必权
的鼓励支持下，放下包袱，勤奋学习，期末
考试时一跃成为全班第八名，王必权立即
把他的学习情况汇报给学校，学校为他减
免了全部学费。王必权的厚爱、学校的帮

助让小明倍感温暖，学习也更加努力，后来
如愿考上了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一直以来，王
必权除了坚持用爱心呵护学生成长外，还
着重提升自我，在教育教学方面实现了一
次又一次自我突破，先后有二十多篇教育
科研论文发表或获省、市级奖励。为促进
青年教师学科能力成长，他从教材重难点
的把握、导学案的编制以及课堂流程的设
计等方面进行尽心辅导，并时常深入课堂，
认真听课评课，为青年教师答疑解惑，传技
授能。他指导的青年教师进步很快，多人
次获县级、市级奖项。

作为一名教师，王必权始终把促进
学生持续发展、培养合格人才作为己任，
把成为学者型教师作为自己的目标，孜
孜以求。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他倡导
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同
时讲求“鱼渔相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注意对学生学习方法的传授，不仅要让

学生“学会”，更要让学生“会学”，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探究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学生参
加了省市及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
获得喜人成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任职余庆中
学数学教师以来，王必权有十余年在上高
三课程，有六年额外承担三个班的数学教
学任务，他所带的班级班风正、学风浓，成
绩突出，无论是班级一本、二本的上线率，
还是大学录取人数，都是学校最高。同时，
诸多荣誉也纷然而来，他先后被评为“余庆
县教学能手”“贵州省优秀班主任”“贵州省
中小学骨干教师”“遵义市教学名师”“贵州
省特级教师”等。

当同事们为其欢呼喝彩时，他却没有
沉醉在成功的光环之中自喜，而是淡然一
笑，因为在他看来，荣誉只是身外之物,实
现心中的“兴教育才”之梦才是自己人生的
最高目标。

出生于山区贫苦农民家庭的游奇，深
知乡村教育的落后现状和农村孩子对知识
的渴求。1992年，他带着对教师这一职业
的崇敬，毅然报考了遵义师范专科学校，于
1995年毕业，被分配到离县城80多公里外
的赤水市第八中学，成为了一名物理教师，
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

甘于平凡 扎根乡村育桃李

赤水市第八中学，是全市最偏远的
中学之一。刚到之初，那里工作环境艰
苦，教学设施简陋，每逢天下大雨，教室
就下小雨。学生多，老师少，是当时乡村
学校的共性，每周上课均在 20 节以上。
晚上，睡在“一览无余”几平米的宿舍，半
夜时常惊醒。面对这种艰苦的工作环
境，不少老师唯恐避之不及，都想方设法
调离这所学校。

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衣着褴褛，一双双
渴望知识的眼睛，游奇眼眶湿润了，决心扎

根基层，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浇灌生长在
这偏远乡村贫瘠土壤中的祖国花朵。

那时，对于刚刚步入教坛的游奇而言，
教学工作意味着从零起步，也遇到过与学
生发生矛盾、课堂上“卡壳”等现象。但游
奇是个不服输的人，白天，他认真上课，虚
心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请教；夜晚，他便拿
出书本，给自己充电，认真研究教材教法和
教学大纲。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游奇就从一名
新手成长为赤水物理教育的骨干。根据工
作需要，他先后被调到旺隆职业学校、赤水
市第五中学。但不管在哪里，游奇始终坚
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那就是“扎根
在乡村、奉献在基层”。虽然在乡村，他所
教的物理成绩却常常超过城里的重点学
校。他曾婉言谢绝某高校附属中学和私立
学校的高薪聘请，毅然决然地选择扎根在
黔北乡村教书育人，在三尺讲台上向学生

“传道、授业、解惑”，沐浴着一批又一批学
子茁壮成长。

爱心滋润 收获芬芳香满园

“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除了要与时
俱进，借鉴学习其他地方先进的教学方法
和理念外，对学生更要有一颗仁爱和包容
之心，以爱促学。”游奇是这么说，也是这
么做的。

“游老师思维清晰、教法灵活，课堂气
氛活跃，喜欢来回走在学生中间讲课，给人
感觉亲切、随和，同学们都喜欢上他的课。”
学生邓静楠说。

“别看游老师上课时认真严肃，但课
余时，他就像慈父，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生活状况。当学生有厌学情绪时，他总
是耐心细致地去开导，解开其心结；当学
生有生活困难时，他总是默默伸出援助
之手，深受学生爱戴。”赤水五中校长高
洪配说。

在游奇眼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学
习特点和优势，只有顺应他们的特点，利用
他们的优势，才能让他们好学、学好。

赤水市第五中学九年级学生小刘，幼
年被亲生父母遗弃，养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留下她和年迈的爷爷、瘫痪在床的奶奶生
活在一起，生活困难，性格孤僻，上课时常
常魂不守舍，不愿和同学交往。

细心的游奇了解情况后，有意识地和
她接近，同她谈心，鼓励她和同学们大胆
交往，释放自己的个性，从心理阴影中走
出来。

周末，游奇时不时带上牛奶、大米、菜
油等生活必需品，翻山越岭到小刘家里去
看望她爷爷奶奶，辅导她学习，并教她如何
做家务。后来，小刘变得乖巧懂事，找回了
自信心，学习成绩也显著提高。这一切，自
然凝聚着游奇的心血和汗水。

在游奇二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总
是用心、用情、用爱培育学生，把师爱播撒
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所带班级的教学成绩
在全市名列前茅，其个人先后获“省级乡村
名师”“省级乡村教育家培养对象”“省级教
学名师”“省级骨干教师”等称号。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执着的誓言，是
无私的奉献，是灼灼的光芒。

1999年，刚满18岁的任梅从贵阳市女
子中专毕业，怀揣着梦想走上贵阳市修文
县乡村学校的讲台，这一站就是24年。从
青涩年华到骨干教师，任梅用行动为青春
写下最好的注脚，用坚守照亮农村孩子的
求学之路。

眼中有光 素履以往

毕业后，任梅被分配到修文县扎佐镇
高潮小学工作。那时，高潮小学还是一所
偏僻的村小，乡村小路泥泞坎坷，校舍课桌
老旧残破……这样的环境让初出校园的她
倍感失落。但当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求知
若渴的眼睛，再大的困难她也不怕了。

作为艺术类毕业生，任梅来到高潮小
学后，却没有专职任教过美术教育。“语文
缺老师便教语文，数学缺老师便教数学，音
乐缺老师便教音乐。”任梅回忆道。正因如
此，她练就了百般武艺，能承担多科目教
学，成了一位综合业务能力强的教师。

在高潮小学的11年，既磨砺了她的意
志，也让她积累了丰富的农村教学经验。
2010年，高潮小学拆并，任梅来到新的工作岗
位——修文县扎佐第二小学（现修文八小）。

来到新岗位后，她一直承担数学及美
术学科的教学任务。为打造高效课堂，任
梅研读教材，向名师学习，寻找让学生最乐
于接受的教学方法。通过努力，她所任教
的数学科教学成绩逐年上升，成为全县同
级同类学校中的翘楚。

数学课上得心应手，美术课更是教学
好手。作为一名专业的美术教师，任梅认
为，教学不应该只着眼于语文、数学等科
目，还应鼓励学生综合发展。对于班上学
习成绩稍弱学生，任梅积极培养他们对美
术课的兴趣，让孩子们重拾信心，综合素质
明显提升。

心中有爱 点亮希望

“一个人走得很快，一
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任梅深知，只有

团队协作，教育才有希望。
任梅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又是

美术学科教学组长，不忘带动年轻教师一
起学习、共同进步。她总是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的教学经验传授给他人，并鼓励年轻
教师承担学校公开课教学任务，以此提升
自己。

“跟着任姐学习，我好幸福！”任梅所帮
带教师王兴明说，他执教的《字体设计》公
开课曾获得90分的好成绩，离不开任梅的
指导。长期以来，王兴明一直将任梅视为
学习的榜样，期待能像她那样点燃自己，幸
福别人。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任梅用行动诠
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奉献与担当。课堂
教学上，她自费为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
奖励进步明显的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休息时间，她便抓紧辅导学习稍
微滞后的学生。如果班上有孩子

因生病请假，她还会单独给孩
子补落下的课程……

任梅的坚守，为大山的孩子们撑起
了一片希望的蓝天。这些年，她始终对
自己高要求，努力探索适合乡村孩子的
教育教学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也
相继获得修文县优秀教师、贵阳市“十三
五”第二批中小学（幼儿园）市级骨干教
师等称号，其美术课教学设计《剪花边》
荣获贵州省教育学会教学设计评选一等
奖，执教的《剪窗花》荣获“贵州省中小学
网络学习资源与空间应用优质课堂竞赛
活动”二等奖。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如同热爱自己的
生命。站在神圣的讲台上，任梅不曾忘记
自己的誓言。“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份职
业感到骄傲和自豪。”任梅说，在今后的工
作中，她将用全部的爱去呵护每一颗幼小
的心灵。

痴心一片终不悔 只为桃李竞相开
——记贵阳市市级骨干教师任梅

■ 记者 钟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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