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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坛

教育采风

她，29 年如一日站立讲台，用热情和奉献躬
耕教坛；她，心中有爱，爱生如子，用高尚的师德
书写人民教师的风采；她，热爱教育，业务精湛，
守正创新，不知疲倦，是甘于奉献的“老黄牛”；
她，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心系学生，是师生们心
目中知行合一的“好老师”“大先生”……

她是翟爱静，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系主任、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委会委员、国培项目
音乐教育（舞蹈教育）专业首席专家、山西省职
业教育专家、山西省艺术高考评委库专家。她
扎根教学一线至今，始终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凭借“干，就干出个样子”的工作作风，团结
带领音乐系教师，为该校音乐教育事业、专业建
设、技能大赛等作出了积极贡献，为社会培养了
大批优秀的音乐舞蹈人才，赢得了广大师生的
高度评价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心中有梦
以身作则树榜样

“我自小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人民
教师，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谈起自己的人
生路，翟爱静感慨地说，父亲是一名普通的教
师，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无数普通教师的风范。
正是父亲身上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使她坚定
了自己的人生路，即将来一定要成为教师，教学
育人，用爱奉献社会。

在父亲的影响下，翟爱静最终走上了从教
之路。她说，自小从父亲的身上，她就看到了教
师的辛苦、从教的艰辛，真正是“蜡炬成灰泪始
干”。父亲热爱教育，心中有生，眼中有爱，他奉
献教育事业，倒在了讲台上，他用生命书写了一
名人民教师的风采。她也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
人。在自己从教的 29 年时光里，她以父亲的教
导、用满满的热情用心教学，用心育人，用心做
一名好老师。

在教学工作中，翟爱静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事业心和开拓精神，大局意识、原则性强，始终
牢记做人“以德为本 ”、做事“以德为先 ”的初
心。她 29 年如一日，时时刻刻“以师生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学校和系部谋发展。她为了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广
大教师迎难而上，更新理念，转变观念，研究课
改，在培养教师具有良好师德的同时，着力解决
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提升教师们的教科研水平
和教学能力。在她的精心指导和带领下，年轻
教师很快成熟，成为业务骨干，为音乐系和学校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来，翟爱静先后荣获省高校教师教学
基本功竞赛二等奖、一等功，“运城市特级劳模”

“运城市模范教师”“运城名师”“运城市职工艺
术家”“运城市首届优秀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特
等奖、一等功，“运城市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
标兵”等荣誉。

“艺”心一意
恪尽职守创一流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是
翟爱静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这既是说给自己听，
也是给她的团队教师的提醒，同时在课堂上也
是对学生们成长的谆谆教导。这也反映出她对
事业的执着追求，对艺术教育的深爱与情怀。

作为音乐系主任，她在各项工作中争创一
流。针对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特点，提出以培
养“德技并重、德艺双馨”高素质音乐教师和技
能人才为目标，构建“儿童为本，专长引领，实践
育人，开放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推动人
才培养的转型发展，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培
养学生的职业品质、职业技能和职业综合能力
为重点，以适应儿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的专业
发展模式，确保了人才培养的实施质量。

她倡导“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生本”教学
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和教法
上大胆地进行突破和创新，严把教学质量关，提
出运用分类分层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方式，以“突出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培

养”为目标，加强实践教学与实操训练，让学生
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满足学生职业发展
的需求。提出“课岗+课证+课赛”融合融通的
培养思路，将课程思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研发

“校·园、校·校、校·企”合作课程模式，构建以项
目课程为主体、以“1+X”证书制度为依托的课
证融合、书证融通“四位一体”模块化课程体系，
实现“五个对接”和“教、学、做”一体化。学生德
艺双全，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专升本通过
率名列全校第一。

她在推进国家及省、市级重大项目建设方
面作出突出贡献。主持完成教育部职业院校教
育类音乐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研制工作；建成国
家级优质课程 4 门、省级精品课程 2 门、省级思
政微课 4 门、省级铸魂育人特色文化品牌 1 项、
市级“立德树人”精品课程 2 门；立项省级课题 2
项，参研省“1331”课题 1 项；出版著作 1 部，主编
参编教材 6部，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多篇。

作为国培首席专家，完成中西部项目乡村
教师音乐、舞蹈专项技能提升培训工作。作为
山西省优质校建设艺术类专业群负责人，圆满
完成专业群建设任务暨运城市“1331”重点工程
建设任务。该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育专业
被评为“教育部、财政部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
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
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和“省重点专业”。建成
校企合作项目 3 项，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合作共

赢。她指导师生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级各类专
业技能大赛金奖和一等奖，尤其是在山西省第
十五届职业院校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项目大
赛中，学生杜沁玲力拔头筹，夺得桂冠，并代表
山西省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实现了学校艺
术专业比赛历史性的突破。

“在教学改革、课堂建设创新发展中，每一
步付出都特别地不容易，但是再难也要去努力，
再难也要去钻研，因为在我们身后有孩子们渴
盼知识的眼神，有他们渴望成长的期盼，有我们
广大幼专人心中浓厚的教育情怀和崇高的教育
使命。”翟爱静说。

追求卓越
爱在讲台铸师魂

“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
的家庭。”翟爱静说，为了事业，她再苦再累也不
怕，但是最让她觉得对不住的就是家庭，对家庭
她亏欠得太多了。但是，她的家庭却是她强大
的后盾，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支持。

29 年来，她的日子就是在“两点一线”中度
过的，她的心中只有工作和责任。29 年来，她没
有耽误过一天工作，默默地承受超负荷的工作
量，身患疾病没时间看，她的假期基本上是在医
院度过的。大家都说她是“拼命三郎”，对于每
一项工作任务，她都是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出色
地完成。同时，她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带领全系
师生积极服务社会，充分发挥功能优势和窗口
作用，把艺术教育融入运城的文化事业和精神
文明建设中。她担任各级各类艺术大赛评委暨
大型晚会活动的导演，承担策划、组织与排练工
作，为学校赢得多项荣誉，树立了品牌效应。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翟爱静形成了自己
的做事风格，那就是做事必须先做人，在工作中
对教师是这样要求，在课堂上对学生是这样的
教导。“人格是最高学位”，这是她的口头禅，也
是她人格的真实写照。

翟爱静说，做教师也要有匠心，只有不断地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才能对任何事情都认
真对待，高质量完成，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才能真正体现学高为师的风范。

翟爱静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人生激情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艺术教育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她这种忘我的奉献
精神与人格魅力赢得了师生的赞誉和社会的尊
重与肯定。

“成绩永远属于过去，今后我还要恪守初
心、不断奉献。在艺术育人的道路上，我将一如
既往无怨无悔不断前行，献上一腔热忱，播洒无
限希望。”翟爱静说。

做心中有做心中有爱爱的的““大先生大先生””
——记记20222022年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年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翟爱静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翟爱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宏伟李宏伟

在“五一”假期前夕，时值春末，泥土微润，花香四
溢，垣曲县城东小学校园里散发出清新的泥土气息和
浓浓的花香。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种植花卉，我们小组四个人
分工合作，齐心协力，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知道了种花
的步骤，体会到了小组合作的重要性，感受到了亲自参
与劳动的快乐！”学生刘嘉虞高兴地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种花，种花必须要小心翼翼，首
先要把土放进一半再把花放进土里，再把最后的土放
进去，然后再浇水。我希望我们共同种的花会茁壮地
成长，开出灿烂又鲜艳的花朵，成为教室里的一道风
景！”学生李欣说。

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情感，今年以来，
垣曲县城东小学开展了“农耕·黄土情”劳动实践课程
体系下的花卉种植活动。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有计
划、有组织地走进劳动实践园，进行实践活动，体验栽
植的快乐。

在课堂上，老师首先进行栽植知识讲解，学生们认
真地听老师讲解种花的知识，了解花卉的知识。接着
让学生动手实践，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进行培土，小心翼
翼地填土、栽种、浇水。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并且比
赛哪个组栽得更好。热火朝天的场面得到了教师们的
连声夸赞。栽植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认真地主动清理
卫生。

活动最后通过进行反馈总结，学生畅谈对劳育课
堂的收获和感受。李佳宁同学说：“我知道了怎样种植
花卉了，先往新的花盆里放入足够的土，再在土壤中央
挖个深坑，把花放到中间，盖上土壤，然后在小喷壶里
把水和营养液按比例调和，均匀地喷到土壤上。经过
两周后，再给小花适当浇水，但不能太多。”

鲁晓同学说：“今天我学会了怎样种花。我希望小
花能够和我们一起快乐健康地成长。通过学种花，我
知道了干什么事都要严谨、精细。”

近年来，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城东小学积极开
展劳动教育实践课，让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特色劳动实
践活动，把劳育课堂上到了大自然中，既活跃了课堂气
氛，又收获了劳动教育带来的快乐。

校长尚栓新说，劳动教育课堂让学生体验到了做
事的艰难，让学生养成了认真负责的好习惯，锻炼了孩
子们的劳动品质。花卉种植课堂上，每个孩子都给自
己种的小花起了个可爱的名字，以后每天在老师的带
领下养护，既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也是劳动教育的延
伸。

收获满满的
劳动教育课

本报记者 李宏伟

在疫情下，我们的教学大多有了许多的
“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扰乱我们“自以
为是”的方法论。对于教育行业来说，在教学
中，教师们对自己传统的教法有了思考，对远
隔屏幕与学生低效沟通开始着急；对于家长
来说，是对“不受控制”的孩子的焦虑，是对孩
子在家不自律的焦虑；对于学生来说，是对未
知的焦虑……围绕孩子，我们一边说着孩子
是宝藏，一边吐槽孩子听不懂你的话，那是不
是开启宝藏的钥匙拿错了呢？

那就来追溯：何为学习？学习为何？很
惭愧，读了这么多年书，直到做了老师之后我
才开始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学习……我们
这一代是一直被“成绩”驱赶着的一代，不断
升学，然后工作，工作之后不断精进专业，这
就是学习型教师吗？不全是。

我们学过太多的“术”，我们的成长中通
过学各种各样的技术提高自己的能力，但很
少去关注“道”，以致于对教育最根本的问题
都含糊其词。古人云：有道无术，术尚可求
也；有术无道，止于术。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
当前我们所遇到的困境，因为以前的教学过
于关注知识的习得，而忽略精神层面的培
养。我们渴望学生居家学习能够充分自主，
却发现事与愿违。但教育不能急躁，教师需

要认真做好自己，孩子们才能在引导下慢慢
成长。因为突然间的自主，不是“真”自主。
就像一颗种子的发芽不是因为你给它施过一
次肥，还需要有阳光、雨露、空气的滋养……
我们不妨转变重心，先意识到“自主”的必要
性，再寻找“自主”的方法，最后养成自主学习
的习惯。

如何习得自主学习的方法呢？在后疫情
时代的教学中，让学生学会提问，或许应当是
我们的教学重点之一。这一能力不一定会直
接体现在成绩单上，但是会伴随孩子一生。

在数学课程设计中，如何教会学生自主
学习的方法呢？这就要求基于原始的教材，
尽全力启发学生的深入思考和独立思考。在
空中课堂开始时，我们让学生以教材主编的
身份解读目录，学生发现了数学学习内容的
设计来源于生活需要。例如，学生会说如果

不懂方向出门后你就找不到家，如果不懂时
分秒就没有了时间观念……他们发现了所学
知识与自己年龄的匹配问题、与之前所学内
容的联系问题，发现目录里插图的设计思路，
并且通过每个单元的页码数分析出哪个单元
知识点最多，哪个单元最重要。学习的真实
发生与时间、场合、方式等无关，而驱动性问
题能激发学生无穷的潜力。

新授课中，我们必须清楚独立思考对掌
握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采取预习单先行、
搭配空中课堂的学习形式。教研形式则着眼
于如何把“教”转化为“学”，这里其实是教师
完全退居二线、完全意义上转变，比日常教研
要求更高，尤其是预习单的设计更需要深入
研究。我们确定的设计思路是：开放性问题
引发深入思考，结构性问题培养整体意识，对
比分析协助走出误区。

碎片化教学只会让学生形成碎片化认
知，我们更需要结构化、系统化的教学方式。
围绕《万以内数的认识》这一内容，我以《以结
构化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
目标，设计了前置课程、探究课程、后置课程，
尽可能引导学生迁移运用前序知识和已有方
法解决问题，把问题串的使用运用到极致，学
生的学习效果不言而喻。

曾有一位同事问我，是不是学习单设计
好了，大部分知识学生就能通过自学学会？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教师的作用是摆渡人，
学生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放手让他们独立解
决，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再适当点拨，真正
的学习大抵如此。

教育学是一种关系学，最根本的是反思
学习与思考的关系。教育即生活，疫情下的
教育现实是教育被真正、全面、全方位推向了
生活，我们要借此设计课程让学生更深入地
认识学习的意义，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获取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静静等待学生去发现、
去自知、去绽放。

要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高丽君

本报讯（记者 裴旭薇）为进一步把握中
考命题方向，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全
面提升初中教学质量，继“2022 年山西省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线上培训活动”之后，4 月 30 日，
市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市 2022 年中考复习线上
培训活动，特邀请省、市学科专家进行专题培
训。各县（市、区）教研室主任、初中相关学科
教研员、全市九年级相关学科教师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一天，全市近万名教研员
与教师参加了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解读
国家相关文件精神，阐释我省中考命题方向
及策略，深度分析如何在教学中落实学科核
心素养；分析 2022 年教学质量监测试题及学
生 答 题 方 面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应 对 策 略 ；分 析
2022 年教学质量监测各学科成绩及教学建
议。

培训结束后，教师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结果导向，详细分析了当
前初三在复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为
进一步提升我市中考质量指明了方向，教师
们都感觉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为全市初中教师搭建了一个学
习、交流的平台，使广大教师较好地把握了中
考命题方向与思路，促进了初中教师积极探
索落实学科核心素养，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
的实效性，推动我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我市2022年中考复习
培训活动启动

本报讯 5 月 2 日，市教育局对节日期间
中心城区部分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检查
指导。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盐湖区红军小学、盐
湖区北城初中、运城职业技术大学，仔细察看
了校门口、留观室等关键场所，通过看资料、
听汇报、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各校疫
情防控工作。

市教育局要求，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工
作标准，全力抓好防控重要环节，科学组织全
员核酸筛查，确保核酸检测抽样科学、核酸检
测抽检工作规范、核酸检测情况报告及时。
要优化细化校内校外管理，坚持闭环管理、严
格管控，要坚持做到校门管控“六到位”：场所
码查验要到位；校内校外人员入校佩戴口罩
要到位；测温工作要到位；信息登记要到位；
发现红、黄码人员处理要到位；学校领导、中
层人员带班值守要到位。对环境消杀、垃圾
处理等环节确保全覆盖、无死角，各校长作为
学校的第一负责人，要树立大安全理念，在校
园防疫、师生心理健康、食品安全等工作上，
要严格要求，精准防控，认真落实戴口罩、错
峰就餐、晨午检、消毒等各项防疫措施，坚决
消除风险隐患。

（李 军）

市教育局检查中心城区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宏伟）为了加强学校教
学常规管理，搭建观摩、借鉴、学习的交流平
台，推进教学常规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精细
化，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近日，绛县大交小学
开展教学常规展评活动。

本次展评活动，该校教师认真准备，参评
积极，展示了本学期以来教师的教学设计、听
课记录与各科作业等教学常规项目。展评的
作品有全阅读晨诵课程、“快乐读书吧”阅读
过程记录、生日送诗活动、数学手抄报、各学
科部分优秀作业展示。充分展示出教师在教
学中的特色教学以及学生们的学习成果。在
现场，教师们仔细翻阅着同事们的教案、听课
笔记等，并做着简单的批注。大家在观摩中
比差距、找不足、学长处。

学校负责人表示，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
的中心环节，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是建立正常
教学秩序、完成学校教育教学任务的基本保
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途径。通过此次
展评活动，使全体教师在对自我进行反思之
后，整理思路、调控今后的教与学活动，确保
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绛县大交小学开展
教学常规展评活动

4 月 30 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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