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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卡+祝福+字画+寄语……

教师节的仪式感暖心又走心
9月10日是我国第39个教师节，连

日来，成都各个学校开展庆祝活动向老
师们致敬。孩子们制作贺卡、送上花
束，或用手中的画笔、优美的文字，表达
对老师节日的祝福。与此同时，校长们
也用一句句饱含期望的寄语，献给躬耕
教坛的“提灯者”。

一句句表白
让老师们感到欣慰幸福

一张张卡片、一份份手抄小报，写
着对老师温馨的祝福，这是学生们为老
师送上的珍贵礼物。

“经师易遇，人师难遇。”“ 一支粉笔
写尽天下事。”“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
恩”……成都大弯中学同学们对老师的

“表白”，言语虽短，但情谊深长，让老师
们感到欣慰幸福。

龙泉二中的同学们融合任教老师
的学科特性，写字作画，为老师们送上
独具一格的教师节礼物。这是关心与
问候，是感谢与祝福，字字句句都凝聚
着师生之间的真挚情谊。

龙泉中学举行了教师节游园活动，
“踢毽子”“海底捞”“妙笔生花”“我最棒”
等创意活动，丰富了教职工的校园生活，
增强了教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茶店子小学校为教师们准备了“盲

盒”，飞速旋转的幸运转盘，有“校长的
鸡汤”“心儿怦怦跳”“秋日又一杯”“甜
蜜正当时”“课件神助力”“霉运扫光光”
等惊喜“盲盒”。随着一个个“盲盒”被
打开，一份份喜悦也在传递。

七中育才学校学道分校为全校教
职工送上了五彩的多肉盆栽和温馨的
祝福，学生们为老师献上了自己创作的
诗画、贺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张张剪影
深深地刻在孩子们心里

教师节前夕，“爱师身影猜猜猜”活

动在龙江路小学校园掀起热潮。学校
各楼层墙上张贴了一张张老师剪影照
片，同学们需要通过剪影猜是哪位老
师。孩子们怀着对老师的爱与感恩，凭
着对老师的了解，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岁月见证了老师们容颜的改变，而老
师的容颜也深深地印刻在孩子们心
里。”

新教师的成长离不开老教师的指
导与引领。为更好地帮助新教师成长，
弘扬“传、帮、带”精神，教师节前夕，北
二外成都附中、温江区光华实验小学等
多所学校举行了“师徒结对”仪式。仪

式上，新教师们怀着诚挚的心，为自己
的师父恭敬地端上一杯茶，然后签订结
对协议。

一声声叮嘱
要求老师们潜心教书育人

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龚智发向全
校教师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立德铸魂
育人，肩负责任使命。全体教师应守住
精神之美、行为之善、思想之真，做到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树立“躬
身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二
是要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秉
持终身学习的理念，涵养扎实学识、勤
修仁爱之心，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
领。三是强校必强教，强教必强师。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校长张平
福希望老师们时刻铭记“传道授业解
惑”的使命，发扬“大气大为，追求卓越”
的精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成都树德实验中学校长易永伦表
示，育人育心的工作充满艰辛，但也
有幸福和荣光。当我们能成为一个
有做人高度、有专业深度、桃李满天
下的大先生，就会获得难以比拟的幸
福和满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丽梅
何方迪 实习生许骅莹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从浙江
到四川甘孜，跨越2000多公里，组团式
教育帮扶开出希望之花。9月10日，我
国第39个教师节，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了在泸定中学、道孚中学和
丹巴高中的几位支教老师，请他们分享
支教路上的故事。

带孩子们捕捉“天宫”浪漫

今年5月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成功发射。当中国空间站经过四川
甘孜上空时，这精彩一刻被泸定中学
孩子们提前架好的天文望远镜尽收眼
底，孩子们欢呼雀跃，用观星小程序拍
下中国空间站的珍贵影像。乡村孩子
捕捉“天宫”的浪漫，来自泸定中学校
长方润根的突发奇想，为了让科学精
神在孩子们心中发芽，他找到公益团

队，历时5个多月，敲击了7799行代码，
终于实现。

方润根来自杭州学军中学，他说：“我
来泸定中学这一年，学校在师资培养、制
度建设、学风养成等方面投入很多，见效
明显，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收获。”

做学生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来自浙江艾青中学的张璐，目前是
丹巴高级中学的生物教师。出发去甘
孜时，她的孩子刚3岁，支教梦则萌芽于
一次探亲。

“2021年我到西藏那曲高级中学探
望在那里支教的丈夫，并有幸给学生
上了一堂期末复习课。孩子们渴求知
识的眼神和淳朴厚重的民俗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我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

‘如果有机会，我也去支教’。”2022
年，当丈夫结束支教后，张璐来到了四
川丹巴县。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夫妇二
人设计了深度融合的“线上线下同课同
上”模式。两人分工合作，丈夫负责线
上的课程开发、教学设计、知识讲授、重

难点解析等任务；张璐负责线下的课堂
组织、即时点评辅导、个性化指导、课堂
总结等任务。

张璐说，教师是孩子们看到外部世
界的“望远镜”，是帮助他们用知识改变
命运的“引路人”。她希望孩子们学到
知识后走出大山，然后再回报家乡。

来自义乌市第六中学的何炜，担任
了道孚中学校长一职。在此之前，他结
束援疆支教不到一年。在道孚中学，他
建起了“金老师”“郫老师”工作室，通过
推广浙江金华和四川郫都先进的教育
理念，探索破解教学瓶颈难题，同时在
浙江义乌、四川郫都建立了教师跟岗学
习基地。他还从浙江争取到了175万元
帮扶资金，用于学校取暖、热水项目建
设，为师生提供更好的保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她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她的课堂
生动有趣，让学生们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她是网校的一名直播老师，通过远
程教学，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4万多学
子；她还是学生口中的“雪姐”“知心姐
姐”，与学生们亦师亦友。她就是成都
七中数学教师夏雪，2023年全国“最美
教师”获得者。

2008年，夏雪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
生毕业后，成为成都七中高中数学老师。

枯燥、抽象、难懂，这是不少学生对
数学的第一印象。如何将一堂看似枯
燥的数学课上得生动、有趣，是夏雪在
教学中需要探索的问题。

执教的十几年里，夏雪注意到每一

届高一学生都会被“对数”难倒。“他们感
觉对数像个天外来物，抽象难懂。”为此，
夏雪专门设计了一堂《奇妙的对数》课

程。她首先讲解了对数产生的历史原
因，将苏格兰贵族“纳皮尔”潜心研究大
数运算、终于写成《奇妙的对数运算律》
的故事讲给学生听，把数学家坚持不懈、
坚忍不拔的精神传递给学生，也让学生
逐渐消除了对数学学习的畏难情绪。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她还
会将课程和生活关联。讲“圆锥曲线”
相关知识时，她会从天体运行轨迹讲
起，结合生活中常见的拱桥、建筑等，让
学生真正学懂知识。“学数学不是死记
硬背，我更乐意告诉学生数学的推导过
程，而不是一个结论。”夏雪说。据了
解，夏雪执教的《圆锥曲线章引言》课程
登上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截至目

前，播放量超过133万次。
在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夏雪成为七

中网校的一名远程直播老师，与其他老
师一起通过远程教学，为全国10省3区1
市319所学校的近10万名师生同步在线
授课。

通过“云端”网课，许多偏远地区的
孩子也成为了夏雪的学生。“每当我去
远端学校做分享时，孩子们都会早早地
在门口等着我，挤过来拥抱，这让我非
常感动。”在夏雪执教的9年网校生涯
中，一共培养了省内外4万余名学子，多
名网校远端学子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一流名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丽梅

方润根
辅导学生

浙川山海情续写教育新故事

他们愿做学生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2023年全国“最美教师”夏雪：

9年远程教学 让4万多学子受益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举行“爱师身影猜猜猜”活动。

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