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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多年来，师范院校培养的优秀学

子奋战在教育教学一线，为孩子们点亮人生梦想。

本期教育版，记者采访了三位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年轻老

师，他们主动选择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三尺讲

台默默耕耘、磨砺青春，不断提升本领，为成为一名好老师

不懈努力，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事业砥砺前行。让我

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编 者

①①

②②

莎车县位于新疆喀什地区，是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的一座小县城。 2020 年，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毕业生

如先古丽，回到了这个她出生和长大的地

方，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从莎车县塔尕尔其镇夏依勒克村，

到乌鲁木齐第十五中学内初班、黑龙江

哈尔滨第七十三中学内高班，再到北京

师范大学，如先古丽一步步走向更大的

世界，她的理想也渐渐有了更加清晰的

轮廓。

“我的家乡环境艰苦、发展落后，因为

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我才有机会走出

来，学习知识、开拓视野。如今学成归来，

我理应回到最需要我的地方，把自己所学

带回家乡、回馈社会。”谈起自己的选择，

如先古丽没有犹豫。

刚入职莎车县第三中学时，学校缺乏

英语教师，如先古丽克服困难，跨学科带

了两个班的英语课。通过向英语专业老

师请教、观看英语教学视频、自学相关课

程，她的教学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虽然很

辛 苦 ，但 一 站 在 讲 台 上 ，我 就 充 满 了 力

量。”如先古丽说。

如先古丽喜欢跟学生交朋友，经常

会和学生分享自己一路求学的故事，讲

述自己遇到的优秀同学与老师。“有一个

孩子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讲授开学第一

课的时候，他听得特别认真，眼睛里闪着

光 。 自 此 以 后 ，他 学 习 更 加 主 动 积 极 。

这个孩子告诉我，他一定会努力学习，有

机会也想去北京看一看。”如先古丽说，

“那一瞬间，我更深切感受到了教师职业

的意义。”

“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让

更多孩子心怀梦想、拥有更多机会，见识

外面广阔的世界。”如先古丽对家乡教育

充满希望，她相信，只要她不忘初心，把青

春倾注在这里，就一定可以为西部教育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

扎根西部，用所学回馈家乡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村庄已入夜，湖南炎陵县下村乡学校的

灯光依然明亮。晚上 9 点，肖钰带学生上完

晚自习，又回到办公室工作。学校距离县城

50 多公里，乘大巴车要一个半小时。平时，

这名 23 岁的女孩就住在学校宿舍。“我很少

在晚上 10 点前离开办公室，学校就像家一

样！”肖钰笑着说。

为 什 么 返 乡 任 教 ？ 在 肖 钰 看 来 ，这 是

她从年少时就想做的事。“50 多年前，我祖

父 为 下 村 中 学 的 创 办 付 出 大 量 心 血 ；20 多

年前，父亲也成了教师，始终坚守在乡村。”

她 说 ，“我 在 这 里 长 大 ，希 望 把 红 烛 精 神 传

承下去。”

几年前，怀着当老师的梦想，肖钰报考

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公费师范生。求学

期 间 ，她 曾 分 别 在 长 沙 和 炎 陵 的 学 校 实

习。“我体会到了家乡与大城市之间教育资

源 的 差 距 ，更 想 把 更 好 的 教 育 带 给 家 乡 的

孩子。”

2020 年本科毕业后，肖钰回到自己的母

校任教。下村乡地处偏远，教师相对紧缺。

初 为 人 师 ，她 就 担 任 了 初 三 年 级 的 语 文 老

师。“我希望分享我所看到的世界，让学生的

视野更加广阔。”在学生们眼中，肖钰的语文

课很不一样：她会举办朗诵比赛，调动学生积

极性；遇到美丽的夕阳，她会让学生感受大自

然的魅力；中考前，她会给学生送上手写的明

信片……

班上曾有一位内心细腻但不太自信的

女孩，肖钰鼓励她多用文字记录生活、发挥

写作特长；有的学生一度厌学，肖钰和老师

们上门劝说，帮助学生重返校园。付出就有

收获，很多学生因为肖钰爱上了语文。看到

学生从沉默寡言到站上讲台自如地分享、从

不爱写作文到能够主动表达见解，她十分欣

慰：“原来，真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些孩

子。能让学生因为自己而变得更好，是我最

大的收获。”

如今，肖钰经常参加教师培训，进一步提

高教学技能。她说：“我想用自身所学，照亮

乡村孩子的路，帮助他们走出大山，看到更大

的世界。”

红烛传承，照亮乡村孩子的路
本报记者 吴 月

“从繁华都市到偏远海岛，她不畏艰

辛，跨海支教，创办广西北海市涠洲岛第

一所公办幼儿园，让海岛孩子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全国最美教师”范

徽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刚刚入职的苏悦，

已经是北海市机关幼儿园教师的她追随

榜样的脚步，主动申请去偏远的涠洲岛分

园支教。

苏悦，2017 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

教 育 学 部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那 时 刚 刚 22
岁 ，有 股 子 初 生 牛 犊 不 怕 虎 的 劲 头 。

经 过 在 总 园 一 年 的 锻 炼 ，第 二 年 她 如

愿登岛。

台风一来，经常停水停电；海边紫外

线强，皮肤容易过敏；远离家乡，难免想家

……刚上岛时，感觉日子格外漫长。苏悦

说：“上岛需要坐一个小时轮船，我晕船厉

害，索性就不轻易离岛。夜深人静，没少

偷偷抹眼泪。”

困难面前，是范徽丽的故事鼓舞着

苏 悦 ：2014 年 7 月 ，超 强 台 风“ 威 马 逊 ”

登陆涠洲岛，幼儿园刚建好的食堂被吹

倒了。范园长就领着老师们带头干，向

村里修路的施工队借水泥，动手浇筑混

凝土；教师们用小拖车把教具一点点拖

上岛。

再难还能比幼儿园初建时难吗？苏

悦坚持了下来，一干就是 3 年。

2019 年，苏悦班上来了一名有语言

障碍的特殊儿童。为了帮助他，苏悦开

始了解有关特殊儿童语言发展的知识，

每 天 都 会 抽 时 间 和 他 交 流 。“ 我 从 最 简

单的‘爸爸妈妈’教他说话，引导他用正

确 的 方 式 发 声 。”苏 悦 说 ，慢 慢 地 ，孩 子

变得开朗起来，也能用简单的字词回应

老师了。

“有一次，课堂点名，当我念到他的

名字时，课堂里突然一声响亮的‘到’让

我热泪盈眶。”回想当时情景，苏悦依旧

激动。

教育是用爱心守护童心。关注每个

儿 童 ，呵 护 每 个 儿 童 ，是 幼 教 老 师 的 责

任。说起这 3 年，苏悦特别感慨：“我见证

了涠洲岛分园从有到优的发展，见证了岛

上孩子一天天长大，见证了‘幼有所育’在

这座海岛上不断实现。”

这些年，幼师这一职业越来越被社会

认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幼师的重要

性。“我会继续在幼教岗位扎根下去，倾情

投入，倾心从教。”苏悦说。

倾心幼教，守护在偏远海岛
本报记者 金正波

“同学们要抓住时代机遇，以国家需要为

己任，为建设航天强国矢志奋斗。”在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一节思政课上，宇航学院名誉

院长、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的

讲授赢得了学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今年 89
岁的戚发轫院士，是北航首届毕业生。

为国而生，与国同行。七十载矢志空天

报国，北航始终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着力将科

研势能转化为人才培养动能，形成了“厚植情

怀、强化基础、突出实践、科教融通”的人才培

养方针，打造了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激发青年学生成才的内生动力？北

航创立了以厚植空天报国情怀为重点、全方

位融入人才培养过程的理想信念教育体系，

注重让学生在专业课程、实习实践、就业选择

中上好“大思政课”。

青年思政课教师付丽莎将“两弹一星”元

勋故事等融入教学；师生自导自演、讲述“航

空报国英模”罗阳校友生平的音乐剧年年上

演……通过理想信念教育，空天报国的传统

逐渐内化为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北航注重实施科研优

势转化，实现科教融合。“月宫勇士出舱！”“再创

世界纪录！”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月宫

一号”总设计师刘红清晰记得，2018 年 5 月 15
日，“月宫 365”实验宣告圆满成功。如今，“月

宫”系列成果已产出一批课程和教材。

这是北航将科研资源融入课程教学体系

的缩影。学校推进科研成果进课程进教材，

《航空航天结构材料》《航空发动机材料概论》

等课程源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成果；实

施名师工程，王华明院士团队、苏东林院士团

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今

年，北航发布新时代人才培养领航行动计划

白皮书，实施科教融合行动。据悉，目前学校

已有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 团 队 夜 以 继 日 ，最 终 完 成 了 卫 星 发

射！”航天飞行器技术系学生赵旭瑞与同学

们参与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

的 研 制 。 他 说 ，自 己 在 科 研 项 目 中 迅 速 成

长。为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学校以综合项目

为载体，让学生担当“主角”。同时，依托各

类科研平台，构建了“科研导师、实验室开放

日、微课题”三位一体的科研课堂计划。“参

加 科 研 课 堂 ，让 我 有 了 接 触 科 研 的 平 台 。”

“我在课程中申请了专利。”……在科研课堂

上，本科生和良师益友一起提出问题、寻找

答案，科创能力得到强化。

面向未来，北航正向着加快培养新时代

卓越工程师、服务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的目标迈进。今年 8 月，国家卓越工

程师学院迎来了首批新生。学院致力于培养

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

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人才队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坚持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始终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

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推动科研优势转化

为人才培养优势，打造一流人才培养能力，扎

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党委书记赵长禄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挥科研优势——

矢志空天报国 培养一流人才
本报记者 吴 月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

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要加强科学教育，不断提升师

生科学素质。今年 9 月的全国科普日活动中，各地的孩子

们充分领略了科技的魅力：在江西宜春市袁州学校，趣味机

器人展演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在河北内丘县实验小学，同

学们来到科技大篷车，体验奇妙的展品……

孩子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是向科学海洋发出的最

初的探寻；发出的一声声赞叹，体现了对于优质科学教育

资源的热情。让更多的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

志向，是科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

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

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

群体。”

加强科学教育，重点在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许多科学工作者在回顾自己

的成长历程时都曾表示，学生时代种下的科学梦想，会在

日后的科研岁月中茁壮成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沙国河

说，自己儿时就喜欢动手制作收音机、电动机，梦想成为

发明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祝世宁回忆，小学时读到的《科

学家谈 21 世纪》让他对未来产生了憧憬……科学教育，

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激发梦想、孕育希望。不是每个学

生最终都会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但求知欲、想象力，对

每个人的成长都大有裨益。

加强科学教育，必须重视师资配备，提升教师科学素

质。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去

年开展了覆盖 13.1 万名小学科学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

小学科学教师数量供给有待加强、素质能力仍需提升。

从源头上加强科学教师供给，方能提高科学教育水平，夯

实创新人才培养基础。今年以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暑期，“全国科学教

育暑期学校”中小学教师培训活动开展。相信随着科学

教师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强，更多更高素质的科学教师将

为科学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科学教育既要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也要发

挥 社 会 大 课 堂 作 用 ，共 同 培 育 科 学 教 育 的 良 好 生 态 。

前不久，航天员王亚平被推选为 2022 年“最美教师”特

别致敬人物。在太空授课活动中，她的生动讲解激发

了许多中小学生对宇宙的向往，点燃了他们学习科学

的热情。这也启发我们，要充分利用校内外的科技资

源加强科学教育，善用大资源、整合大平台。眼下，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已开设科普教育专栏，设置了

科学公开课、漫游科技馆等板块。要更好地运用线上

线 下 、校 内 校 外 的 科 学 教 育 资 源 ，点 亮 更 多 孩 子 的 科

学梦想。

新学期伊始，我们看到，科学教育已惠及更多学生：

在四川理塘县第四完全小学，学生们在支教教师的指导

下参加天文社团活动；贵州平塘县大塘第一小学的学生

来到“中国天眼”，学习科学知识……期待更多的孩子以

科学教育为翼，激发科学探索的兴趣，奔向科学的星辰

大海。

激发科学梦想

培育创新志向
文 月

“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珍惜时

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

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

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的回信，让广大师范生深受鼓舞。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高质量的教师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师范人才，并鼓

励他们努力成长为“四有”好老师，肩负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之重任。

当前，我国正从教育大国阔步迈向教育强国，对于广大师

范生来说，这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广大师范生要坚定教育情怀，坚守教育

责任，对国家的各项相关政策有更加正确的认识能力、科学的

分析能力、高效的执行能力，要善于将各项育人要求落实到课

堂教学、课外活动等育人实践中。

同时，广大师范生要具备更为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

力，既要在学科知识、学术素养上夯实基础，也要在教育教学

的手段和方法上提升能力，这才能够在未来的育人实践中，将

所学的理论知识通过科学的教育教学更好转化为学生的核心

素养和关键能力。

此外，广大师范生还要有意识地提升交叉学科的知识与

素养，懂得并善于运用多学科视角，引导学生全面认识并解决

问题。面对信息化技术手段的纵深推进，广大师范生还应善

于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更好实现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相融合、

课堂教学与校外资源运用相结合，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

果，更好助力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

今日之师范生将成长为未来的人民教师，期待广大师范

生听党话跟党走，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锤炼本领、增长

才干，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教书育人使命，向着“四有”好

老师的目标不断前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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