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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夫妻有共鸣

李艳出身教育世家，父亲一
辈子在农村学校任教。从小，无
暇照顾她的父亲，总是把小李艳
放在教室里，作为最小的旁听
生，和其他大孩子一起学习。耳
濡目染父亲对学生的关爱、对事
业的执着，李艳心中埋下了当一
名教师的种子。

房永也是一名从农村走出
去的优秀学子。从小聪慧的他，
早早就被乡邻们认为是“读书的
料”。农村学校艰苦的求学经
历，培养了房永宽厚淳朴、勤奋
努力的品质。

大学毕业后，房永被分到市
中区东部的一所农村学校任教，
李艳被分到北部的一所农村中
学任教。1996年7月，新成立的
枣庄四十一中在全区选拔优秀
年轻教师，由于工作成绩突出，
二人同时被选中。经过一段时
间的共事，两人凭借相同的职
业、相同的性格、相同的理念和

相同的追求，最终走到一起。
新学校为夫妻二人提供了

更大的展示舞台。两人一起学
习教育新理念、聆听专家报告，
观摩名师上课视频，交流教学心
得，探索指导学生的有效方法。
时至今日，虽然教书近30年，但
他们课前依然要花大量的时间
准备。“同样要讲一堂课，有人可
能准备一小时或一天，但他们二
人往往要准备五至七天。”校长
张毅介绍说。

在同事的眼里，李艳就是一
个“工作狂”。平时的节假日，她
根本没有休息过。2003 年，李
艳产假还没完全结束便提前上
班，在担任毕业班班主任的同
时，还兼任四个班的物理教学。
白天上课，晚上备课、照顾孩子，
早出晚归成了常态。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房永
患上了小腿静脉曲张。医生建
议尽快进行手术，可他舍不得
请 假 ，直 到 现 在 也 没 去 做 手
术。如今，小腿上像爬满了蚯
蚓一样，有时疼得不能站立，他
就把一条腿跪在板凳上坚持上
课。李艳则患上严重的偏头
疼，有时整夜整夜无法入睡。
每年在市委组织部和人社局组
织的专家查体中，医生都心疼
地劝她住院治疗，但她只是服
了专家开的中药，却挤不出时
间住院治疗。

夫妻搭班成佳话

李艳信奉陶行知先生的“教
学做合一”。她认为，物理不仅
仅只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人生
观的表达。她以讨论为主的方
式，引导学生自己得出课程结
论，并且用不同于课本中的名称
命名知识点，用生动有趣的教学
方式来加深学生学习印象。房
永平日里对数学研究特别透彻，
习惯用比较严谨的方式向学生
们植入“干货”。在这一点上，两
人会研究思考对方的思路，并结
合自身的教学风格做一些改变。

在四十一中，说起李艳和房
永上的课，学生们都会竖起大拇
指。2007 年，担任九年级毕业
班物理教学的李艳，主动申请与

房永搭班担任七年级班主任。
就这样，夫妻二人一个负责九
班、一个“主政”十班。

“上李老师的物理课，内心
感觉是在享受。我很少见到一
位老师一节课从头到尾精力如
此充沛，逻辑清晰，连贯流畅。”
2002届毕业生张琨这样评价。

初中学生，学习压力较大。
为给学生“解压”，两口子的办法
也是层出不穷。只要没课，他们
就会到班级里驻班，一个扮白
脸，一个唱黑脸，及时了解班级
动态和学生的心理动向，面对面
和学生一对一谈心。三年下来，
这两个班无论是歌咏比赛、会操
表演等各项活动，还是最后考入
重点高中的学生，都是“领跑

者”，从而成就了四十一中“夫妻
班”的传说。

“都说夫妻同单位，琐事一
大堆。”作为学校的“双职工”，
时刻围着学生转，一心想着去教
好，却成为他们二人爱情的“保
鲜剂”。

领飞雏凤共振翼

因工作成绩突出，枣庄市和
市中区教育行政部门还专门成
立了李艳、房永名师工作室，用
来培养和打造枣庄市名师团队，
并以此为平台，辐射农村学校，
带动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

对此，夫妻二人乐此不疲。
目前，已有 36 名青年教师进入

“李艳名师工作室”，33 名教师
入驻“房永名师工作室”。其中，
农村青年教师共有12人。

为发挥工作室作用，房永、
李艳在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分
享给青年教师的同时，积极主动
上公开课，承担了全市、全区示
范课，定期组织开展青年读书会
及交流讲座。及时跟踪青年教
师的课堂教学，一有空便去听他
们的课，课后开出“诊断单”，帮
助他们发现每课时教学的亮点。

经过两年的培养，二人工作
室的一批青年教师先后在市、区
教学比赛中获奖。其中，有 10
人获全市、全区青年教师优质课
一等奖，4 人被评为“枣庄市教
学能手”。

“遇见了李艳老师和工作室
里的优秀教师群体，就像遇到了
到处散发着光芒的星星。”李艳
名师工作室成员、来自农村学校
的徐波说，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和
同伴们的帮助下，自己的业务水
平进步很快，已成为枣庄市教学
能手、市中区名师培养人选。

在帮助别人成长的同时，
李艳也成长为主抓教学工作的
副校长，房永也担任学校的年
级主任。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工作
也很普通。”李艳、房永说，今后
他们会带着热情更加用心投入
工作，比翼齐飞，继续在育人之
路上砥砺前行。

“老师讲的很多东西让我醍醐灌
顶，温暖也通过屏幕传到我心里。”张女
士由衷地说。

张女士有个上初一的儿子，正值青
春期，与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少。疫情居
家期间，更是除了吃饭，几乎不怎么走
出房门，更别说与父母交流了。

“正当我感到困惑时，听到太原市
交通学校的韩锐老师在直播中说，关系
大于教育，要先花时间和孩子建立牢固
的亲子关系。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出在
哪里了！”

于是，张女士尝试用老师们教授的
方法，通过细致的关怀和细心的陪伴，
渐渐敲开了儿子的“心门”。

张女士的焦虑，很多家长都感同
身受。

随着太原市新一轮疫情来袭，为
及时疏导师生及家长的情绪，太原市
教育局组织 8 名心理健康骨干教师，从
11 月 19 日起开展 8 场公益直播活动，
每晚 8 点开始，持续一到两个小时，为
全市学生、家长和教师提供心理辅导
和援助。

“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上网课，
与人交流和户外活动都减少了，心理
状态需要特殊关怀。”活动的组织者、
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心理健康教育
教研员梁建梅告诉记者，疫情期间，
来 自 孩 子 、家 长 包 括 老 师 的 咨 询 不
断，大家表达着各种焦虑。我们就在
想，怎样用好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战

“疫”作贡献？
这一想法得到许多老师的积极响

应，很快，一个直播“小分队”迅速组建。
“或许我们的一句话、一点小技巧，

就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太原市第十二
中学心理教师王宏说，“每次直播，都是
一次用心的沟通。”

直播前，老师们会根据各自专长
确 定 每 期 主 题 ：有 的 通 过 观 点 加 案
例形式，讲解疫情下的自我关怀、心
理 调 适 ；有 的 向 孩 子 们 传 授 提 升 积
极 情 绪 的 小 技 巧 ；有 的 推 介 心 理 题
材电影……讲解结束后，老师们还会

和学生“连麦”，开展线上交流，这个环
节尤其受到欢迎。

“终于连上了，太开心了！”看到自
己的微信头像出现在直播间屏幕上，太
原市六年级小学生王宇（化名）抑制不
住兴奋。

“老师，我想问一下，上网课的时
候，老是走神该怎么办？”在直播间里，
王宇将困扰许久的问题提了出来。

“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是一个
非常自律且要求上进的孩子！”韩锐老
师的回答，让直播间的小观众感到惊
讶。韩老师接着说：“其实每个人都会
走神，这非常正常，首先要接纳自己。
然后，老师教你三个小技巧……”

“接纳自己，期待更好的自我。”虽然
只是短暂的交流，但王宇感觉收获不小。

“很多问题，其实是长期焦虑紧张
在居家学习期间的集中体现。”王宏老
师说，让人欣喜的是，孩子和家长们沟
通交流的积极性非常高，这说明他们有
寻求解决问题的主动意识。

8 天直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截至目前，收看学生和家长已突破
23 万，直播连线 35 人，视频号信息回复
86条。“不仅有太原市的学生和家长，来
自大同、忻州、吕梁等地，甚至广东、海
南、新疆等地的网友都纷纷参与进来。”
梁建梅说。

“我一定要试试”“很有用”“点赞点
赞”……一条条不断弹出的弹幕背后，
是孩子和家长们渴望交流沟通的心。

一位在酒店隔离的学生因为焦虑、
害怕，通过微信找到了王宏老师。正是
老师的陪伴，给予她正向激励，让她慢
慢放松了心情。这位同学说：“在我看
来，这些老师是驱散‘心魔’的英雄，他
们用专业知识温暖了我，让我拥有了克
服恐惧的超能量！”

现在，尽管直播活动已经结束，但
老师们仍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和
家长孩子们保持沟通，随时为他们提供
帮助辅导。

“晚8点的线上温暖”一直在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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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有这么一对模范夫妻教师，丈夫房永是数学老师，
妻子李艳是物理老师。让人称颂的是，两人从三尺讲台结缘相爱，逐渐成为生活里的好
伴侣、工作上的好帮手，先后获得省级以上优秀教师、山东省特级教师、枣庄市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多个荣誉称号，且双双被评为中学正高级教师。这么一对模范夫妻，
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

“开始了”“老师讲得太好了”“连我连
我”……最近，一到晚上 8 点，山西太原的张
女士便准时打开手机，和儿子一起参加“非
常时期·非常给力”心理援助直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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