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弦歌不辍桃李情 薪火相传教育梦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承担着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好的教育，决定区域发展的走向；好的教师，丈量教育发展的高度。

“母城”渝中，历来崇学重教，文风兴盛。三千年的璀璨文明，不仅为这片土地

积淀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滋养着一代代躬耕不辍的教育人，于传承与创新中

续写师者大爱，以群体的成长见证区域教育迭代发展的时代缩影。

新时代呼唤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而这些优秀品质，早已深深烙入渝中教师的骨血，

通过“老中青”三代教育人的传承接力，创造出别样的

精彩。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

进渝中，共同品读渝中三代教育人的

追梦故事，感受代代相传的教

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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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老中青”三代教育人群像掠影

今日渝中，不仅是重庆经济、文化中
心，业已成为全市教育发展的翘楚，书写
着人才辈出、名校林立的优质答卷。

教育，要面向未来，更要传承历史。
回首百年征程，渝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
无数老一辈教育人的开拓与坚守。是他
们，将教育薪火传递，将芳华燃作灯塔，
照亮后辈前行的道路。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
的周朝云刚满19岁，还是人民小学的一
名新教师。在那个朴素的年代，和其他
老师一样，改革旧有落后的教学方法，引
进先进的直观教学法、故事教育法、提问
法，周朝云对教育有着专业的追求。

当上校长后，她在教学方面提出“三
高一低”，实习“先报分数，后写检查”、宣
扬“起点不一，终点一致”的口号，提炼先
进理念，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见证着
一所革命老校的守正出新，也将人民小
学求真求新的主人翁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

有人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教育
事业，也有人即使韶华已逝，依旧在教育
领域发挥着余热。

对于求精中学老教师王世群来说，
退休不过是“换个地方、换种方式继续搞
教育”。年逾八十的他即便离开了教师

岗位，仍然关注着教育事业。
近年来，协助求精中学推进国防教育，提出

“123518”国防教育模式，创作微型诗剧、音乐剧等助力
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参与“青少年共育规律研究”课题研
究，以上示范课、作专题辅导报告等方式帮助青年教师
成长……王世群的身影始终活跃在教育领域。

“身为党员，就要发挥好党员的作用。”退休后，王世
群还担任山城老年大学专家，参与公益项目“梦想课
堂”；同时，身兼区关工委报告团成员，积极参与“传承红
色基因”故事编写，为街道社区党员、下一代青少年作报
告近100场。

退岗不褪色，余热再生辉。心怀对党的热爱与忠
诚，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在渝中，像王世群这样老有所
为的党员教师并非个例。

去年3月，疫情暴发后，重庆二十九中学校党委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善款，用于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善款总共5万元，由学校离休干部、百岁党员余瑶玉捐
出。

“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疫
情防控做点贡献。”余瑶玉说。

1920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西南局
联络站地下党工作，解放后转入重庆二十九中工作……
余瑶玉的一生，堪称“与党同龄，与党同行”的一生。她
始终心系祖国发展，不记名利，无私奉献，践行着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

建党百年之际，也是余老百岁之时。今年生日，余
瑶玉的愿望很简单：“我想用自己的20万元积蓄，交纳一
笔特殊党费，用于支持国家科研事业。”

鹤发银丝映杏坛，丹心热血沃新花。这些动人故
事，只是时光一粟。老一辈渝中教育人，是先驱者，也是
引路人，他们用赤子之心致敬光阴无悔，在时代的更迭
中传续渝中教育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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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教育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教育情怀，革新求变、精益求精的专
业追求，也在新一代渝中教师身上得以
延续传承。

教育的发展，需要开拓者，也离不
开持之以恒的探索者。在渝中，就有着
这样一批骨干教师，他们正值风华，以
高尚的师德情怀、精湛的业务水平撑起
向上的脊梁，是渝中教育不可或缺的中
坚力量。

教人先明己，育人先立德，是渝中
教师群体的共识。一直以来，渝中区把
师德建设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积
极构建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尊师重
教的良好氛围逐渐形成，师德高尚的模
范典型不断涌现。

班上孩子不合群、性格孤僻怎么
办？桂花园幼儿园教师罗雯选择给予
孩子更多的关注和爱。每天午睡陪他
说悄悄话，课间陪他做智力游戏，在家
用视频和他互动，用文字和视频记录孩
子成长的点滴……当孩子慢慢打开心
扉，开始乐于与他人交流，罗老师知道，
爱的教育已经为幼小的心灵播下种子，
开出健康成长的花。

师爱无言，不只体现在对学生的关
怀与呵护，也渗透在对教学的专注与追求中。

从教多年，巴蜀小学教师程明敏获得了不少荣誉：
重庆市小学语文学科名师，渝中名师，渝中区名师工作
室导师，重庆市首届科研骨干教师，国家级教学成果特
等奖个人突出贡献奖……在她看来，“做学者型、研究型
的教师”是教师永葆活力的妙方。她积极投身课堂教学
和课题研究，建构小学“心语作文”教学理论和实践操作
体系，让学生真正“写掏心窝子的话”，为一线教师提供
了可供借鉴观摩学习的范本。

名师强教，人才强区。近年来，渝中区实施“三名工
程”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推进渝中名师
和特级教师工作室建设，形成骨干教师培养管理的长效
机制，为打造全国一流基础教育强区提供了坚实的人才
和智力支撑。

骨干教师的引领力，还彰显在大爱情怀中。渝中教
师的大爱，并不囿于小小学堂，而是跨越到更广阔的疆
域，传递温暖与帮扶。

大坪小学宋娅老师的爱人是一名驻藏军人。2020
年疫情期间，她被困丈夫驻地。3000公里的“天路”，并
未阻隔宋娅对教育的热情：一座简易帐篷，一套多媒体
设备，一根特批的网线，几张桌椅……雪域高原的军营
成了宋娅的“临时教室”。在这里，她不仅当上网络课堂
主播，还成了一名援藏教师，拥有了一段“雪域助学”、

“联结汉藏”的可贵经历。
在渝中，有着类似支教经历的老师还有很多。人和

街小学的唐可将多姿多彩的美术课带到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组建社团，开设讲座，让从未上过美术课的孩
子们领略到艺术之美；重庆市聋哑学校的唐洪梅带领援
芒教师团队，远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先后送课到17所
乡镇中小学，培训近1400名乡镇教师，在教育界留下

“花中第一流”的重庆佳话……
数据显示，渝中区现有市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市

“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市名师、市学科带头人、市学科
名师等高层次教育人才240人次，市区级骨干教师1104
人。

如今，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逐渐壮大，他们汇聚起强大的合
力，共同组成渝中教育的中流砥柱，为全区教育高质量
发展绘出浓墨重彩的底色。

如果说老教
师像灯塔，中年教师
像脊梁，那么青年教师
就像是浪潮，有着一往无前
的冲劲儿，为渝中教育注入充
满生机的源头活水。

作为未来教育的希望，渝
中区始终重视青年教师的引进
与培养。近年来，全区建立完
善人才引进方案，开辟“绿色通
道”，划拨专项指标，简化人才
引进流程，不断优化教师队伍
结构，满足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需要。

人才培养方面，渝中创新
新教师试用期培训方式，增设
基地学校跟岗研修项目，通过
整合名校资源，搭建研训一体、
区校一体的平台，为新教师注
入专业可持续发展基因，变“新
生力量”为“有生力量”。

前往基地学校参与跟岗研
修，在学科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开展学科教学、教研及学科育
德等方面的学习，课堂观摩、交
流研讨、行为改进……去年 9
月，大学刚毕业的刁祥成为了

重庆二十九中一名新入职的物理老师。初来乍
到，混合式、多样性的规范化培训帮助他扣好了
教师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培训加深了我对教学实践的理解，真正让
我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回忆参训
过程，刁祥深感获益匪浅。今年，他在渝中区新
教师优质课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实现了自我的
飞速成长。

得益于渝中区对年轻人才的重视和培养，

一 大
批 青 年
教师踏上了
专业成长的快
车道。

2020年，人和街
小学青年教师罗川兰成
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教育帮扶团队中的一员，踏上
了凉山支教之路，于西昌市第三
小学担任一名信息技术教师。

支教期间，罗川兰制定了符合三
小学校教育环境、契合三小学生成长环境
的信息技术教学内容，分享了现代化教学媒
体在教研活动中的应用，通过创新教育教学系
列培训活动，加强了学校师生的信息技术素养，
以实际行动为凉山教育献智献力。

虽然年轻，面对责任和使命，依然勇于担
当，敢于作为。罗川兰老师的故事，折射出的正
是渝中年轻一代教育人身上熠熠生辉的可贵品
质。

教育既要传承，也要发展和创新。有人虽
然老去，但有人永远年轻。渝中教育的新生代，
不仅有着青年人善学好问、创新有为的品质，还
兼具前辈们的情怀与担当、中坚们的专业与卓
越，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教育传承的力量，他
们为渝中教育的未来赋予了无限可能。

姚兰 何霜 刘洋
图片由渝中区教委提供

教师密切关注学生学习状态，为学生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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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老教师，学习老一辈教育人的教育情怀和奉献精神

新一代年轻教师与老校长合影

师生阅读分享会，共沐书香

幼儿园活动课程，锻炼儿童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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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美术教师赴
四川省凉山州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