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晶老师给音乐教育专业学

生上声乐课。 谭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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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师
无上光荣

“我们这一届美术专业生 44 人，5

个上了清华，13 个央美，1 个人大，2 个

中传，其他不是专业美院，就是 985、

211 学校。亲爱的陈老师真是太牛了！”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 2023 级新生陈虹

羽骄傲地说。

她口中“亲爱的陈老师”，就是市二

中的美术专业教练陈思亿。

“我只是热爱而已”
“成绩是整个高三团队的，我只是

热爱而已。”听说要采访，陈思亿忙不迭

地说。

陈思亿“热爱”的起点，源于她的美

术启蒙老师，原安化湘华机械厂子弟学

校的徐家桂老师。当时，徐老师只招收初

高中生，小学二年级的陈思亿跟着高年

级的哥哥去蹭课。老师没嫌弃这个“编

外”弟子，悉心指导耐心呵护。从此，那个

扎着小辫的姑娘，打开了美术的大门。

若干年后，陈思亿也当上了一名美术

教师并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教学教研中。

如何教好学生？陈思亿认为，高中

美术专业生里，大部分都是为着应试。

但每个人的人生并不仅止于一次高考，

要有更好的发展，必须热爱。

“他们值得我这样坚持”
“不能单靠成绩来评价一个孩子的

未来和一生。”在陈思亿眼中，每个学生

都是有潜力的。她关注每一个学生，对

他们的专业学习、文化成绩，乃至情绪

波动都了如指掌。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她经常会

提及的一句话，她也针对每一个孩子制

定一套专业方向规划。

小黄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初中时

就极度偏科，语文却特别好。陈思亿在

画室里专门为小黄留出了一个小空间，

鼓励小黄将自己的内心想法用画笔记

录下来。三年来，小黄画了厚厚的一本

“随记”，后来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学

习动画专业。

小晨（化名）在高二分班后成绩急

速下滑，自信心丧失，几乎进入“摆烂”

状态。陈思亿却看到了小晨的潜力，在

她的支持下，小晨专业成绩过了清华的

分数线。返校后，陈思亿又与学校沟通，

安排专人给小晨补课。最终，小晨被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录取。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鼓励

他们在别人否定的眼光中开始做梦，敢

于冒险，去追逐自己人生中最渴望的东

西，是我一直坚持做的事情。他们也值

得我这样的坚持。”陈思亿的目光里满

是坚定。

“学生的发展从来不止于高考”
其实，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近年

来，陈思亿担任教练所带的美术专业学

生有 20 余人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录

取，近百人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

今年高考更是取得优异成绩，美术

联考方面，学生梁晶获得全省第一名，

湖南省前 30名市二中占 5人。还有一批

学生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

等各大美院和美术名校。

而一大批已经毕业的孩子，经过追

踪了解，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的

发展也诚如陈思亿最初的期许一样，不

仅止于高考。

“一辈子以自己最爱的专业为职

业，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发展都很不错，

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采访中，陈思亿

说得最多的，就是“幸福”二字。

有一种情怀来自坚守，有一种追

求源于热爱。

从班主任到主持艺术教育学院工

作，从音乐学科带头人到湖南省“楚

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从赛事

参与者到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

业能力比赛评审专家……“音”为热

爱，“音”为有爱，黄晶的从教步伐坚定

而踏实。

“音”为热爱，爱岗敬业
2004 年，黄晶大学毕业后进入株

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为一名人民

教师。从此，坚守音乐教育教学一线 19

个春秋。

“能在最高规格的国家级教师教

学竞赛中登上最高领奖台，是人生的

一大幸事，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回顾 2019 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教师

教学能力比赛中职公共课程组一等奖

的情景，黄晶老师仍然激动不已。

那时，距国赛现场比赛仅有 12 天

的时间，连续多日的废寝忘食备赛让

她住进了医院。“咬紧牙关”“不放弃”

“拼一把”……面对来自学校与团队的

鼓励与期盼，她毅然决然将团队的备

赛地点改在了医院。

天道酬勤。这是该校在此项赛事

中获得国家级一等奖零的突破，也是

株洲市同类中职学校在此项赛事中获

得国家级一等奖零的突破。2022年，黄

晶团队再次出征，又获得湖南省高职

专业课程一组一等奖。

“音乐教育不仅仅是书本的教育，

更是实践的教育。”作为专业负责人，

黄晶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和教学能力提

升，先后获得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创新杯等教学业务竞赛国家级

一等奖 2 项，省级一等奖 2 项；主持湖

南省职业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

主持湖南省精品课程 1项。

心之所向，厚积薄发，她用尽心尽

责的工作态度诠释着一名教师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和执着。2009年以来，从教

学观念、课堂教学、教育科研等方面对

梁宇童等多名年轻教师给予悉心指

导，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使她们从懵

懂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骨干教师的

储备力量。

“音”为有爱，爱生如子
爱生如子，是师德规范对教师的

要求。

十几年前，职校生学习态度不佳，

自我约束力不强是常态，黄晶看在眼

里痛在心里。她清楚地记得，有个陈姓

学生刚入学时非常叛逆，对事对人都

充满敌意，桀骜不驯。

她不厌其烦地与其推心置腹交

谈，并多次与其父母沟通。通过一段时

间的心理疏导后，终于化解了学生的

心结，并让他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

“音”为有爱，潜心育人待花开。去

年底，26 名即将毕业的中职戏曲表演

专业学生，有个“惊人的想法”——放弃

剧团就业机会，继续深造。在学校大力

支持下，黄晶主持申报了三年制大专戏

曲表演专业，帮助学生实现了大学梦。

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心。多年来，她

所教学生有多人在省市声乐竞赛中获

奖，先后培养 300多名学生考入武汉音

乐学院等二本以上高等院校，指导学生

参加技能竞赛获得省市级奖励 15 项，

其中省级一等奖 2项。作为项目负责人

承担国培、省培项目 3 项。担任省市级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学生技能竞赛、项

目评审 10 余次，获得了较好的社会评

价，在师生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我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开朗了，在

家还主动给我讲故事。”

“以前零花钱总是乱花，现在学会

存起来理财了。”

……

点开石峰区杉木塘小学的家长

群，你会发现，家长们谈论最多的是自

家孩子的种种变化。而这，正是校园文

化带给孩子们的改变。从提出要做好

孩子们的“启明星”，到根据实情进行

有效课改，肖辉用一次次尝试，守护着

孩子们健康成长。

搭建健康成长梦想台
时至今日，“校园之星”评选活动

依旧是北星小学的一道美丽风景。每

月评选一次，每班三到五人，可毛遂自

荐，也可他人推荐，只要有进步，就可

以登上学校的“星星”榜。

而这个活动却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彼时，肖辉还在北星小学担任校

长。这里的学生大都是进城务工人员

子弟，其思想、心态、性格波动较大，让

肖辉忧心忡忡。

在 2006 年的全校教师讨论会上，

学校提出“人人小星星，颗颗亮晶晶”

的育人理念。肖辉引领着全体教职员

工公平对待每一学生，多元化激励每

一位学生获得自信。

活动启动之初，学生小任（化名）

因先天残疾，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爱

下，他没有受到歧视，但内心却依旧自

卑。那年，学校召开运动会，小任主动

报名参加 400 米跑项目，虽未获得名

次，但却咬牙坚持跑完全程。肖辉为

了鼓励他，在学校的升旗仪式上，为他

颁发了特殊奖章，全校师生用掌声给

予他鼓励，他也登上了“星星”榜。以

升旗仪式、公益活动、表彰活动等为载

体，为学生搭建展现自我的舞台。这

些年，这样的事例，在北星小学不胜枚

举。

按下课程改革快进键
“我来之时，学校的课改工作已初

见成效。”2017 年，肖辉调至杉木塘小

学担任校长。上任之初的她，并没有马

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是通过考

察调研，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掘课

改内涵。

本着“问题即课题”的原则，在肖

辉的带领下，教师们开始不断探索课

程改革的新路子。

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

照顾孩子，只能拿一些零用钱让孩子

自由支配。面对香味诱人的“五毛食

品”、五花八门的小玩具，孩子们如何

经得起诱惑？这背后的食品安全以及

更深层次的如何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是摆在学校面前的难题。

“何不将‘财商启蒙教育’作为一

个课题呢？”当时，学校德育副校长吴

群找到肖辉，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

2019年，杉木塘小学“财商启蒙教

育”课题正式立项，最终形成了一套切

合小学生实际的课程教学资源体系。

采用“财商课程+体验活动”的方式，将

其纳入课表，在四年级全面推行。

如今，体育教师龙思的多元化大

课间、语文教研室主任谭爱华的“杉小

朗读者”、英语教研组的“‘声’临其境，

秀出自我”、语文教研组的“寓教‘语’

乐，寓学‘语’趣”……杉木塘小学的课

程改革成果，像是按下了快进键，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陈思亿：小学科大作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王亚

黄晶：“音”为热爱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黄永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9月 10日，是第 39个教师节。长期以来，

人民教师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立德树人、教书
育人，为党的教育事业和振兴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好老师是铺路石和引路人，让我们致敬广
大教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策划/黄永新 郑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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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要播

撒阳光到他人心中，总得自己心中有阳

光。”在南方中学英语教师罗军眼里，这

句话一直鞭策自己，对待教育要用心、

用情、执着、阳光。

用心浇灌，根植有厚度
的班级文化

在南方中学，罗军的五“YAN”班

级文化赫赫有名。

何 为 五“YAN”？ 那 就 是 严 、颜 、

彦、研、延。严是班级管理严格，颜要注

意仪容仪表，彦代表思辨能力，研则是

善于研究，延是将书本所学延伸至生活

学以致用。

在他的五“YAN”班级文化熏陶

下，学生们个个显得有彬彬有礼。家

长们都说，罗老师的班级管理很人性

化，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都说润物细无声，他总是适时将育

人的目标贯彻在日常的小事中。还记

得 2021 年冬天，株洲下了一场大雪。

“今天这节课不上了，我们打雪仗去！”

雪中，罗军带着孩子们召开了一次主题

班会——“不负瑞雪，不负青春”。结束

后，全班同学在一楼雪地里留下了“罗

老师，We Love You!”几个大字。

“罗老师不会总让我们学习，他那

种松弛有度的管理方法让我们觉得心

里很轻松。”学生小王这样说。

精心呵护，成就有温度
的教育

在学生小陈的眼里，罗老师是个

“最长情的陪伴者”。每天清晨 6 点半

前，他一定在教室查看早读，每晚 11 点

半后，待所有学生全部入寝，他才伴着

星光回家。

在学生小郭的眼中，罗老师是在最

需要时第一时间出现的“救火队员”。

无论是高考前，焦虑症严重的李同学，

或是因为压力过大，燥动不安的刘同

学，还是因为迷恋电竞，一度“摆烂”的

王同学……细心的老罗总能成为心灵

的庇护神。

操场上，有他陪伴孩子们边跑步边

散心的身影。图书馆一隅，有他默默讲

解的身影。“人生哪有那么多坎，只要跨

过去了，都不是事。”在很多学生心中，

罗老师就像一盏明灯，指引他们从迷雾

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今年高考成绩揭晓，看着学生们一

个个走进梦想中的知名高校，罗军脸上

笑开了花。6 月 26 日，他收到意外惊

喜，全班同学将他围成一团，送上一束

巨幅玫瑰。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罗军时刻谨记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当市教

育局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活动时，他积极

发挥“罗军英语名师工作室”的辐射作

用，带领团队前往乡村薄弱学校，进行

点对点帮扶。

在他的感召下，不少老师应邀而

来，无私为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分享自己

的教学体验，为乡村英语教师传经送

宝，让乡村教育振兴之花在山区绽放。

采访最后，他说，未来的日子还很

长，将继续用执着和热爱续写教育人

生。

罗军：学生心灵的“提灯者”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刘艺琴

罗 军 ，中 学 高 级 教

师，南方中学英语教师，

全国首届外语名师、第五

届全国英语教学能手。市

第三、四、五届英语学科

带头人。先后担任市初中

英语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市初高中英语衔接教育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市高

中英语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今年获全市师德师风

标兵奖。

罗军与班级足球队共

庆夺冠时刻。受访者供图

肖辉：让每颗星星都“闪亮”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肖辉，中小学高级教

师，杉木塘小学教师，株洲

市第二届小学思政学科带

头人，株洲市第十五届人

大代表。先后担任石峰区

北星小学校长、杉木塘小

学校长共计 19 年，曾荣获

“湖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称号。今年获全市教育管

理优秀奖。

肖辉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陈思亿，中学高

级教师，市二中美术

专业教学总教练，美

术教研组长。市第六、

七届高中美术学科带

头人。株洲市美术教

育学会副会长，湖南

省教育学会中小学美

术教学研究专业委员

会理事。今年获全市

教书育人优秀奖。

陈思亿指导学生。

受访者供图

人物档案
黄晶，中共党员，高级讲

师，现任艺术教育学院副院

长（主持工作）。主持省级课

题 3项，其中 1项“十二五”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主要

成员参与课题项目研究 10

余项，主编及参编教材 4 本。

担任省市级教师教学能力比

赛、学生技能竞赛、项目评审

10 余次。今年获全市教书育

人优秀奖。

人物档案

人物档案
人物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