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田 延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爷
爷田景福，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解放
前曾在山西担任小学教师，从事地下
革命工作。我的外祖母张葆华，曾任
陕西省建工局幼儿园教师。父亲田润
德，曾任西安市第二保育小学教师，后
长期从事共青团和青少年教育工作。
我的母亲孙世瑜，曾任西安市第六中
学物理高级教师，是全国青年建设社
会主义积极分子、全国优秀少年儿童
工作者、全国优秀班主任、陕西省劳动
模范，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
见。我的哥哥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
师。姑姑、叔叔也都是教师。可以说，
我是从小沐浴着教师家庭的阳光雨露
成长起来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每次回爷爷奶
奶家，总听他们讲起那战火纷飞年代
的故事，爷爷身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理想信念深深影响着我。在这种氛
围的熏陶下，我从小立志也要做一名
教师。把“小我”融入教育强国建设的

“大我”中，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
生境界。

▶在启智润心、
因材施教中涵养育人智慧

在长期的一线教育工作中，我深
切感受到小学教师——是极其平凡的
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崇高职业。
一个人在少年儿童时期形成的思想品
质与行为习惯，会对他的一生产生重
要的影响。我的体会是：孩子的习惯
养成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从日常行为
抓起。

我将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生活的各
个环节，编成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
歌谣，引导他们形成好习惯。《晨会歌》：
周一到，升国旗。快静齐，再肃立。先
脱帽，后敬礼。敬礼时，五指齐。奏国
歌，敬意起。遇行走，要站立。唱国歌，
声嘹亮。身站直，不摇晃。好儿童，爱
国旗。将祖国，记心里。

为了使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我在学校组织开展了“文明每
一天”系列活动；成立了“弯弯腰”特色
小队；开展了“小眼睛，大聚焦”校园寻
星系列活动；设立“校园文明岗”；制订
班级“好习惯养成计划”；和老师们一
道编写了 12 册《大雁塔小学礼文化读
本》等。

2009 年 11 月 15 日，时任国家副主
席的习近平同志来大雁塔小学视察，
对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做法，尤其是
文明礼仪教育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在
手工活动室，习近平同志亲手剪出了
一朵窗花，这朵窗花寓含了党和政府
对祖国花朵殷切的希望，愿礼仪之花
处处开放，愿文明之花朵朵鲜艳，愿素
质教育之花和谐美丽。

▶在勤学笃行、
求是创新中秉持躬耕态度

多年的教师生涯，我都坚持每天7
点前到校阅读一小时。我认为教师必
须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科学，树立新思
想、新理念，掌握新技能、新本领，以自
己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风范，以
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赢得全社会的尊重。

20多年来我承担了国家和省市培
训骨干教师的工作。曾应邀到省内外
10 多个地市、30 多个区县、100 多所学
校以及师范院校和家长学校，作过近
千场教育教学专题报告。培训校长、
教师数万名，为省内外上万名教师作
过公开教学。被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曾收到
来自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数百封
来信。

一位乡村教师来信说：“听了田老
师的报告收获很多。我一定要牢牢记
住您所说的每一句话，为成为一名合
格的人民教师而奋斗！我会把教师当
成让我骄傲，让我自豪的事业，爱我的
学生，关心我的学生！”

▶在乐教爱生、
甘于奉献中播撒仁爱之心

刚 工 作 的 时 候 ，我 每 个 周 末 回
家，就给家人描述在学校的生活，哪
个孩子聪明可爱，哪个孩子整洁漂
亮，我经常把这些孩子搂在身边，甚
至抱在怀里。有一天，母亲问我，你
们班有没有那种流鼻涕的孩子，你抱
过他们，搂过他们吗？她还告诫我对
学生要一视同仁，热爱学生应该是全
员的，不应有任何附加条件，无论他
是聪明的还是愚钝的，是整洁的还是
邋遢的，也无论他来自什么样的家
庭，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得
相信什么样的孩子都能成才。

2003 年夏天，我放学出校门，一
个人从身后一把搂住我，笑着让我猜
他是谁，我回头一看乐了。一眼认

出，他是我刚工作带过的第一个班的
学生小古。孩子大高个，站在我面
前，他告诉我自己买了几辆中巴跑长
途，今天是邀请我，周末和家人坐他
的车到蓝田去旅行。孩子亲昵地搂
着我问：田老师，你还记得咱俩之间
的事不？那是 1988 年的冬天，有一天
快要放学时，我走进教室，突然闻到
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当时小朋友们都
捂着鼻子在笑，一问才知道是小古拉
了一裤子屎。于是我二话没说，立刻
把这个孩子领到传达室，脱下他的裤
子放到水池冲洗，给他擦干净屁股
后，用炉子烤干裤子，再帮他穿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还能记得他小
学时的第一任班主任，我想，那是因
为他感受到了教育给予他的温暖。

▶在胸怀天下、
以文化人中彰显弘道追求

培养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素质优
良的教师队伍，是大雁塔小学一项常
抓不懈的工作。学校党支部创办了

“启航”党建月刊《党旗飘飘》，设立十

余个栏目，传递党建好声音。
学校还十分重视教师研修文化的

建设，让“文化立校，以文化人”发挥
独特的魅力，并成为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的持久推动力。学校搭建有效研
修平台，全面提升教师素质。通过

“青蓝拜师”助教师会教书、“课程建
设”助教师爱教书、“领衔研修”助教
师快成长、“科研创新”推教师速发
展，“教学主张”为教师添动力。总结
提炼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 1+6”课
堂教学模式，实现了在“互联网+”时
代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
转变。

我和老师们一道，秉持以文化人
这一教育的优良传统，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教育世家的继承者，我一定
将躬耕教坛、满怀赤诚投身教育工作
的精神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为造福子孙后代，无
私奉献。

我深知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
业，是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
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者不断追求、
不断探索的精神，更是广大教师普
遍认同的共同价值理念。深刻理
解它，不仅需要教育者具备高尚的
品德、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更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践行。

▶潜心教育40年

1977 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上山
下乡”，担任乡村民办小学教师，
1983 年大学毕业。在中学教育岗
位上工作了 40 年，虽然年过花甲，
依然担任班主任，每年授课量达
800 课时以上，经过多年的积累，我
有四点心得与各位分享。

（一）教师要有感恩之心。感
恩社会给予我们工作成绩的肯定，
感恩学校给每个教师提供了轻松
愉快展示自我的平台，感恩每年那
么多学生和家长选择了我们。

（二）教师要大爱无言。我们
用大爱去教育学生、关心学生，用
健康、博学、善良的美好形象去感
化学生，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教师

“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师德。
（三）教师要大德无痕。自教

师职业诞生之日起，高尚德行便注
定与教师形象长相厮守。不管时
代如何变迁，价值如何多元，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关爱学生，这些教
师职业道德中最核心的内涵，不仅
不会过时，反而散发出巨大的时代
魅力。

（四）教师要大智无价。我们
要从师德上不断完善自己，从学术

上不断提升自己，从教学上不断优
化自己；要有一种不甘落后、不肯
服输的豪气，有一种耐得住寂寞、
忍得住清贫的志气，有一种敢为人
先、勇争一流的锐气，有一种超越
他人、自强不息的勇气，有一种奋
发向上、拼搏创业的朝气，追求一
种使社会认可、家长放心、学生满
意的名师、大师的霸气！

▶因材施教育英才

在执教生涯中，我一直坚持做
五件事：

（一）研究学生。我习惯通过
聊天、观察、作业情况统计等方式，
实现对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效果
的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设计能激
发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活动。

（二）研究教材，实现了教学内
容科学整合及呈现方式的创新。
无论教材和教辅资料如何“完美”
和“精致”，教师仍然需要对这些教
材进行深度研究与二次开发。通
过对教材的深度研究，将知识的梯
度调适成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知
识的难度保持在大多数学生的思
维“最近发展区”范围，即寻找到学
科知识和学生认知间的最佳结合
点。根据物理学科特点，我尽可能

地通过实验、视频等方式将物理现
象直接呈现出来，特别是尽可能利
用生活中的物品进行实验创新，拉
近物理与生活的距离，使学生更容
易理解和掌握。

（三）研究他人，学以致用。参
加工作的头十年，我几乎是学校最
爱听课的人。在听课之前，我一定
先自己备好课，在听课时与老师的
讲课进行对比，常能发现自己在教
材处理、知识讲解、演示实验设计
方面的不足。以前作为选手参加
各种公开赛教课，在紧张的比赛间
隙，不忘观摩其他选手的优质课，
别人对实验的一个创新，对教材的
一个灵活调整，我都赶快整理，并
与自己的教学结合，从中收获很
多。后来担任各种比赛的评委，通
过观察和分析青年教师的教学过
程，寻找其可圈可点之处，不断完
善自身的教学。

（四）研究自己，全方位自我反
思，进行全方位的课堂诊断，清晰
认识自己的课堂现状和有待提升
的空间。课前总要向自己提问：学
习本课内容时学生已有哪些知识
储备和生活经验？在接受新知识
时学生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这
些情况出现后如何处理？这些问

题会让我在备课时着眼于学生，考
虑问题更加周全。

尽管备课时已设计了各种不
同的预案，但在课堂上还会遇到
一些出乎预料的情况。因此，课
堂 教 学 过 程 中 我 也 会 向 自 己 提
问：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要不要
立刻解决所有问题？教学方案如
何调整？该采取哪些有效的策略
与措施，以确保教学过程始终畅
通有效？

（五）坚持研究性阅读，做一个
有文化内涵的教育者。我根据自
己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阅读相
关的教育理论书籍，这些书籍成为
我进步的理论源泉；当然，优秀的
教育类期刊也一直陪伴在我的案
头，了解同行在做什么、思考什么，
作为自己实践、探索的“导航仪”。

在这 40 年里，我带的班级在
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争优创先，各
类人才辈出，仅 97 届就为中国民
航学院输送两名优秀学生，获得
民 航 学 院 招 办 嘉 奖 。 所 带 班 获

“西安市先进班集体”“新城区先
进班集体”称号。

▶百花齐放春满园

作为学校教研室主任和省市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我
深 知 一 枝 独 秀 不 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一个学校不能只有一
个或几个优秀老师，
要让学生享受到优质
的教师资源，就需要
有业务精湛的教师队
伍。我充分发挥辐射
和带动作用，利用讲
座和教育公益活动不
断推动一批教师专业
成长。

听课是教师学习
借鉴他人课堂教学优点、提高自身
课堂教学水平、促进自身专业快速
发展的捷径。特别是听老教师、经
验丰富的教师的示范课、公开课，
对青年教师走向成熟具有重要意
义。教师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如
果能将一批教师凝聚在一起，共同
成长、相互协助，那么这股力量将
势不可挡，一切教学难题都可迎刃
而解。

近几年来，我的团队培养出了
4位陕西省特级教师，4位正高级教
师，5位陕西省学科带头人，10余位
陕西省教学能手和西安市学科带
头人、教学能手。我带领团队成员

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研讨活动，承担
国培授课、高考培训、省市级示范
课、名师大篷车送教下乡活动百余
次，受到广泛好评。工作室已成为
省内首屈一指、并在全国有一定影
响力的学术团队。我个人也多次
获得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

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深深
体会到了教育家精神的真谛：那就
是守住校园和课堂主阵地，以生为
本，为学生发展而教，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教育智慧，
让教育家精神弘扬在立德树人的
全领域全过程中，为学生的成长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不待扬鞭自奋蹄 化茧成蝶常蓄力
西安市黄河中学 马 骏

让热爱赋予生命力量
咸阳市实验学校 马晓霞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事业亟待榜样力量。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体现了对教
师高尚品格的充分认可，为广大教
师群体明确了奋斗目标。1988年7
月，我从师范毕业入职一所乡镇中
心小学。从此，生命被赋予了一种
责任，被植入了一种坚韧。幸福耕
耘 35 载，我的切身体会是，在塑造
灵魂的教育工作中，热爱是力量的
源泉。

▶家教传承，
让热爱和初心邂逅

全天下的母亲是最可能
成为教育家的人，她们的言传
身教和率先垂范给予子女成
长的榜样。我的母亲今年 81
岁，是一名退休教师。从小的
耳濡目染，我早早从她那里认
识到她对教育事业的那份热
爱与忠诚。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
她任教的中学读书。当时学
校的条件艰苦，每到严冬，方
圆几公里的住校生，中午仅凭
一杯热水来取暖，并就着冰块

一样的馒头当午饭。一天中午，同
学们因为接不上热水而拥堵嘈杂
起来。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了——母亲拎着两个热水瓶疾步
走来。同学们马上安静了，有序地
排成一列。母亲没有过多言语，只
是一杯接一杯往同学们的搪瓷缸
子里倒开水。我当即心头一热，急
忙从母亲手中接过空了的热水瓶，
返回到房间去打热水。难以忘怀，
这是爱的传递与承续。

我任教的第三个年头，一生从
教、两袖清风的父亲走了。丧事刚
办完，柔弱的母亲就说：“回去上班
吧，学校的工作离不开人……”简
单的话语，平和的语调，让当时伤
心欲绝的我惊讶了，也令我沉思
了。我知道，在母亲的心中，对学
生的爱和对教育的责任，是超越亲
情的。这是爱的责任与承当。

如今，我的一届又一届学生，
在“好好学习群”“教育大圆桌群”
经常给我留言，分享快乐的学习时
光。我幸福地畅想着：爱教育，爱
学生。热爱就像一颗恒星，拥有太
阳般的光芒。教育的风格可以各
显神通，但爱是永恒的主题。

▶教育实践，
让热爱和躬行为伴

1989 年 3 月，我有幸承担了陕
西省电化教学观摩课。当时，所谓
的电教设备就是一台录音机。为
了练好朗读，我对着录音机自读自
录；为了练好板书，我对着黑板写
了看，看了再写，写了再擦；为了写
好设计，我走进同年级的其他班级
听课，写心得、记体会。

1990 年 ，我代表学校在千人
大 礼 堂 做《海 上 日 出》的 电 教 观
摩课展示。从 1997 年到 1999 年，
我连续三年参加“陕西省教学能
手 ”评 赛 。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的 难
忘 经 历 让 我 记 住 了 一 个 名 叫 珍
惜的情结。第三年，我赛前整整
一 个 月 ，埋 首 于 教 材 之 中 ，逐 课
研磨。就在逐渐明悟、灵感涌动
的 时 候 ，我 顽 固 的 胃 病 加 重 了 。
锥心的胃痛令我几度想要放弃，
然而对语文教学的热爱与追求，
让 我 坚 持 一 边 打 吊 瓶 ，一 边 看
书 。 终 于 ，在 家 人 的 担 忧 中 ，我
背 着 灌 满 中 药 的 盐 水 瓶 去 了 赛
场。赛场外，同住的选手给我带
回 馄 饨 吃 ；深 夜 ，用 盐 水 瓶 灌 上
热水保暖，继续坚持备课。赛场
上，当我和孩子们一起分享学习
过程与收获时，一切疼痛似乎都
消失了。

1999 年，我前往北京参加中联
部组织的“优秀教师两地观摩教学
活动”，我与北京佟京老师同课异
构课堂《火烧云》，得到了两地专家
的高度评价。2006 年，参评陕西省
特级教师，我运用研讨总结的“情

境导读五步法”执教《圆明园的毁
灭》一课，学生尚虹邑评价：“跟马
老师学习语文是我最幸运的事。
课堂上，她给予我们的是体验、是
活跃、是兴趣，更是热爱。”

▶深悟笃行，
让热爱和学习并行

2018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
聆听于漪老师的报告，先生精神矍
铄，一个半小时的宣讲，没有文稿，
未曾喝一口水，感人至深处是她从
教一生、奉献一生的情怀、思考、坚
守、变革与创新，使我学会对自己
的成长负责，要有个人追求的目
标，更要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信仰。

根植本土教育，提炼教学主张
“品质语文”，我一路潜心教学研
究。从校本教材《人文素养》、省级
精品课程《月光下的马兰花》的开
发，到探究名师成长规律，出版《遇
见教育最美的风景》，再到研究教
学方式变革，出版《高品质学习的
实践突围》。从理论上努力进行教
书育人的专业引领与真实研究，从
实践上躬耕课堂，开展笔记式阅读
教学研究，以智慧来发展学生、启
迪学生、引领学生，教育家精神落
实在教学实践行动上。

▶辐射引领，
让热爱和梦想同飞

作为陕西省首批中小学教学名
师、陕西省首批“特支计划”教学名
师、教育部首批名师领航工程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我多次承担省市级
以上教学培训活动；入选“十四五”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
划专家资源库成员，担任上海师范
大学兼职研究生导师、基础教育特
聘教授，以及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教师发展研究院、西藏民族大学、
咸阳师范学院“国培”专家；在湖南
长沙全国名师工作室活动中作经
验交流，在上海为国家级骨干教师
培训班、国家级领军教师工作坊作
专题培训。近年来，我还走进四川
凉山州、新疆喀什、云南怒江等地
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育帮扶及爱
心捐献活动。

发挥先锋引领作用，以德为
先，引航，续航，远航，做新时代
的“大先生”！团队伙伴中的陕西
省 特 级 教 师 、名 师 、学 科 带 头 人
30 余 人 带 领 工 作 室 团 队 成 员 进
行跨区域示范引领；团队伙伴中
来自北京、安徽、山东、浙江、江
苏、云南、福建、黑龙江等地的 10
余名教学名师积极进行省域内外
辐射带动。

至今，回望走过的路，有汗水，
有泪水，更有欢笑与掌声。十年、
二十年、三十多年，我的多少个通
宵达旦，多少个带领团队伙伴们奔
赴各地市送教送培的影子，都使我
回味无穷。我的 36 个子团队各导
师的飞跃发展、81 位成员的快速成
长，无不令我骄傲！

被爱的人如春，有爱的人如
夏。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深情嘱托，前行路上，凭一种志趣、
一份热诚、一股韧劲，在常学常新
中进一步体悟教育家精神，在笃信
笃学中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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