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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族，1963年 7月生，中共党员，上

海市杨浦区本溪路幼儿园教师。30多年来，

她践行着“孩子是天我是云”的朴素

思想，关爱每一个孩子成长，是孩子

眼中那一抹最美的云彩。她遵循活

动育人规律，用多元活动成就每个

孩子的自主探索、自主交往和自主

发展。她坚持聚焦课堂的实践研

究，成果丰硕。她坚持倾听是最深

情的陪伴，利用双休日陪伴感统失

调的幼儿进行游戏练习，帮他们赶

上同伴脚步。她支教的足迹遍布偏

远地区，每年开放教学观摩和家庭

教育公益讲座50余次，单个网络授课视频点

击量近百万，上海电视台专门为她推出《师

道·应彩云》纪实节目。曾获国家“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新中

国60年杰出女教师等荣誉。

影响儿童成长的相关因素一直是应彩

云研究的主题。如何关注孩子当下快乐，

让孩子享受愉快的学习之旅是她的教育教

学宗旨。她研究孩子喜欢的学习情景、玩

耍游戏、交流方式、图书读物、亲子关系、班

级环境……孩子越来越爱上她的课，他们

都说：“应老师上课太好玩了！”

家教指导让孩子成长更有利。应彩云

和刚入园的孩子、家长一起解析他们的个

性特征；开设家长讲坛使年轻家长明白亲

子教育的重要性；举行开放半日活动，让家

长近距离发现孩子的进步与弱项；发放家

教手册，指点亲子教育策略……不仅如此，

她在上海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市民大讲堂”

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讲堂和亲子阅读的讲

座，引得当地的民众趋之若鹜，门票总一抢

而光。

应彩云还通过带教年轻教师、成立工

作室等方式示范辐射，在幼教园地影响更

多教师，为孩子的天空描画满天的彩云。

她细心观察教师的工作心思，悉心了解教

师的工作疑惑；她参与和指导教研活动，帮

助组长确定工作主题、有效开展教研。在

靠近教师课堂的同时，她以在杂志专栏、官

网博客写作的方式，引导教师思考；以展现

课堂的方式，清晰教师视线；以专题讲座的

方式，给予多元信息。

应彩云的教学影响了杨浦区各所幼儿

园。她聚焦课堂，在无数次的课堂实践研

讨中，学员们收获了关于儿童观察的细则、

绘画教学中儿童的主体表现、早期阅读中

的情境教学、集体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感性

知识。目前，她所教的学生中，已有 5名成

为上海市特级教师，4名成为各自省内的特

级教师，超过 50 名学员在自己的区域内开

设名师工作室。

幼儿教育，教给孩子的，或许无法马上用标准化的东西来衡量，但或许这里埋藏了孩子一辈子可以受用的那些根本性的东西。这是应彩云对幼教的理解。她说：“孩子是天我是云。”

她把孩子看作天，让他们永远高高在上；她把自己比作云，始终为天空的纯净和美丽变换着、行走着……应彩云应彩云

男，汉族，1957年2月生，无党派人士，南

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始终秉承寓

教育于科研、寓教育于日常的育人理念，教书

育人取得累累硕果。他言传身教，为国家培养

优秀博士和硕士70余名，其中多人入选国家

“万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奖励计

划。他突出科研育人，推动本科教学改革，每

年输送数十名本科生到国际顶尖实验室学

习。他身体力行，为中学生作化学科普报告，

录制视频公开课，引起热烈反响。他设计研发

的全新手性螺环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誉称

“周氏催化剂”，产生重要国际影响。曾获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周其林始终认为自己更重要的身份是

一位教师。他不止一次对课题组的教师和

同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高校做基

础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给出的答案

是：教育和培养学生。通过将学生引领到

学科的前沿，帮助他们学会探索未知世界

的方法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他

们培养成栋梁之才，才是高校科研的根本。

从到南开之日起，周其林就承担了为

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有机立体化学》《当

代化学前沿》等课程的任务，他讲课条理

清晰，深入浅出，即使没有有机化学基础

的学生也能听得懂。为了让学生们不仅

学到知识，还学会勤于思考，周其林在课

堂上想了许多办法，除了把知识尽量讲得

通俗易懂外，还增加了互动环节，激发学

生的兴趣。

每天早晨 8点到实验室，晚上 9点离

开，离开前与实验室的学生一一交流，一

周6个工作日，周其林的生活如同化学反

应一样准确。与科学研究一样，周其林在

生活上也非常细心，在他的办公桌上整齐

地摆放着一个个档案袋，封面写着学生的

名字，每个学生发的每一篇文章和学术资

料他都保留下来。

在周其林心中，他的课堂不局限于教

室和实验室。在南开大学，几乎人人都知

道，“大学者”周其林的课题组是面向全校

学生开放的，无论本科、硕士或博士，只要

对他的研究方向感兴趣，都可以到他的实

验室体验一番。

面对荣誉，周其林说：“我的生活不会

因任何荣誉而改变，以前我为教育、科研

工作付出了百分之一百，今后还会是百分

之一百。”

他始终秉承寓教育于科研，寓教育于日常的育人理念，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于教书育人第一线，带领着学生们徜徉在分子的奇妙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化学之美。周其林周其林

女，汉族，1974年 5月生，中共党员，河

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阜平镇大元村大园小学

校长。她坚守山区乡村教学一线，担任班主

任工作22年。她倡导“快乐教育”，

做学生全面发展的陪伴者，是学生

们最爱的“老张妈妈”。她带学生一

同诵读经典，共同观察生活，注重将

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素养贯穿教学

各环节。她潜心钻研教学方法，率

先参与教学改革，多次给全县教师

上引领课。她坚持教学相长，将反

思教学贯穿教书育人始终，与学生

共写《滚动日记》，教学日志《这里的

教育静悄悄》、教学随笔《点滴印记》等获得

广泛认可。曾获全国模范教师、河北省特级

教师、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回到阜平县最偏远贫困的大台乡坊里

村任教，包班教四年级。学校简陋的土坯房

四面漏风，破桌子、烂板凳“弱不禁风”，稍有

不慎就会“散架寿终”。这一切都不能阻挡

她的教学热情。她把在师范学的体育游戏、

韵律操搬到体育课上，帮学生养成锻炼身体

的好习惯；学校唯一的一架“高大上”的脚踏

琴成为音乐课的好伙伴，师弹生唱喜乐洋

洋；美术课上，孩子们与从未谋过面的素描、

剪纸、手工交上了朋友，创意飞扬。

农忙季节，总有一些孩子因为家里缺

少劳动力，被父母拉去干农活。为了不让

孩子落下功课，她号召全班学生成立互助

小组，把语文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帮父母

割小麦、掰玉米、刨红薯、拾大枣的同时，让

学生体验生活，学写作文。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既丰富了写作素材，又体会到劳动

的不易，得到了精神的成长，懂得了互助的

幸福和快乐。

为了让学生爱上语文、爱上习作，她和

孩子一起走进生活、观察生活，同写《滚动

日记》。每接一个新班，她都要为孩子们购

买日记本，每天有 4名学生轮流写日记，其

他学生、家长在日记后跟帖，而她则在每个

孩子的日记后面，写上或殷殷鼓励，或委婉

批评，或有感而发、或由衷赞叹的真心回

应。仅 2013 年和 2014 年间，这样的《滚动

日记》写了厚厚的26本。

2017 年 7 月，“河北省名师张建华工作

室”成立，这是全省 100 个名师工作室中唯

一一个设在偏远山区乡村小学的省级名师

工作室。张建华带领来自全省各地的 7 名

工作室成员，秉持“双生长”研修理念，通过

集中研修、“互联网+”等研修方式，同教共

研，教教相长。工作室启动半年来，集中研

修 3 次，送培送教 21 次，公开发表论文 18

篇，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研究 5项，在“河

北省名师张建华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推出

文章78篇。

俯下身子快乐育人，站直身子快乐教书。张建华25年如一日，坚守偏远山区乡村小学教学一线，做快乐教育，育快乐学子，快乐行走在太行山间。张建华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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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国良师做大国良师 育时代新人育时代新人
20182018年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事迹选编

男，汉族，1970年 7月生，中共党员，江

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他

是教授级工艺美术师，中国陶瓷艺术设计

大师，国家一级职业资格的“双师

素质”型教师。他从事一线职业教

育 28 年，基于传承千年民族技艺

的现代陶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提出“工”与“艺”结合的传承理

念，启蒙传承意识、保根育芽。作

为江西省粉彩古彩陶瓷艺术传承

创新研究院负责人，他带领研究院

发展成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基地”“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作为技艺大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在带徒传技、

技术创新与交流、技能攻关、文化传承、工

匠精神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曾

获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江西省文化

名家等荣誉。

朱辉球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选

择决定命运，艺术改变人生，艺术创造生

活”。他所带的学生中有的家庭生活并不

富裕，有的理论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生活习

惯不好等，家长普遍希望孩子毕业后掌握

一技之长能在社会上立足。朱辉球深知，

要把有些学生打造成社会的有用之才，不

仅需要强大的思想动力，还需要源源不断

的技能水平作为支撑。于是，朱辉球在学

习方面开始言传身教——现场示范，亲自

动手拉坯、施釉、彩绘、陶瓷装饰等，耐心地

手把手教学生，为学生做好示范和榜样。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结合景德镇

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模式特点，朱辉球精

心举办了一对一陶瓷大师与优秀陶瓷专

业学生授徒拜师仪式，使陶瓷业界享有盛

誉的艺术家将自己的“独门绝艺”“看家本

领”倾囊相授，让国家非遗景德镇传统手

工制瓷技艺能得到正统传承。这些优秀

的学生向大师拜师学艺，学到了精湛的技

能、超群的本领，作品得到了市场的广泛

认可。

朱辉球应景德镇特殊学校邀请，经常

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些特殊学生进行陶瓷绘

画、陶瓷雕塑、陶艺制作等技能教育，把陶

瓷知识文化作为一项技能传授给他们，增

强他们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给孩子们创

造一个好的技能学习环境，为他们今后融

入社会奠定技能基础。

在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

师生眼里，朱辉球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精力充沛、一丝不苟的老师。他善于职

业教育，注重培养“德艺双馨”的学生，他对

学生、同事都非常关心，亲和力强，人气很

高。现在，他的“粉丝”还有了小学生。

2017 年，朱辉球技能大师工作室与景德镇

市十七小学联合开展“陶艺进课堂活动”，

许多小学生每到星期四下午，早早就在教

室等候支教美术老师的到来，接受陶瓷美

术教育的熏陶。

作为一名国家非遗教师，他一直秉承“以器载道、以匠立世、以艺弘德”的教育理念，守护、传承、弘扬中华精神家园，培养一代又一代非遗传人，师爱与技能同行，用行动诠释三

尺讲台甘当人梯的教师本色。朱辉球朱辉球

男，汉族，1959年12月生，中共党员，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朝阳中学教师。工作

41年来，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30多万元

资助困难学生，受资助学生上千人。他爱

生如子，关注帮扶后进学生，陪学生一起吃

住，帮学生戒掉网瘾；陪学生一起掷沙包、

打球发泄，帮学生改掉好斗恶习。他身患

重病仍坚持在教学一线，直到学生中考结

束才去做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又开始带

新生。他从事班主任工作25年，班级学业

成绩一直在全市遥遥领先。他潜心探索、

勇于创新，将自己首创的“读议导练用”五

步教学法不断注入新理念，在山东省公开

课上应用。曾获全国师德标兵、齐鲁最美

教师、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学生王淑英家庭贫困，吕文强干脆把她

接进自己家里。星期天、节假日吕文强一家

三口到她家地里帮着干活，农忙时节还找自

己的亲戚朋友帮着抢种抢收。全家人的关

爱，化为巨大的学习动力，王淑英的学习格

外刻苦，成绩突飞猛进。中考填报志愿时，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她说：“老师，将

来我也要做一名像您这样的好老师。”

吕文强对每个孩子都一视同仁，对一

些特殊的孩子还采取了特别的保护措

施。吕文强曾跟因病后遗症生活自理能

力很差，体重200多斤的江帅杰同吃同睡

了3个多月，直到改掉他搂着别人睡觉的

习惯；跟有多动症的崔小宇一起练静坐，

直到他能安安静静地上完一堂课；跟爱撒

谎的张立伟一起签订了诚实守信责任书，

让全体老师、同学和家长见证他们的承

诺；跟不讲卫生的朱伟伟一起洗脸、洗脚

直到他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吕文强始终与学生同行，多一种与学

生共同的兴趣爱好，便多了一条通往学生

心灵深处的道路。59岁了，已不算年轻，

为了不让学生对他“敬而远之”，吕文强换

上运动装与孩子们一同军训，一同参加乒

乓球比赛、田径比赛、拔河比赛、篮球比

赛，还与他们一起参加书法比赛、演讲比

赛等。渐渐地，学生对吕文强的感情变成

了“亲而敬之”“亲而信之”，学生们幽默地

把这50多岁的老头称为“吕哥”“强哥”。

每接一个新班，他总是把自己编成班级中的最后一号，当成班级中的普通一员，把他的生命放在孩子们的生命里，乐他们之所乐，忧他们之所忧。41年的教育生涯中，他一次

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向身处困境的孩子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吕文强吕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