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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20 多年，她勇敢地踏出了那
一步——选择成为一名支教老师，实现
心中的援疆梦；她把灯谜文化带到新疆
去，让新疆的孩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灯
谜的魅力；她身兼多职，活脱脱一个“女
汉子”，用爱与真诚“偷”了学生和家长
的心……

她，就是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老师
王银双。

把灯谜文化带到新疆

说起王银双，身边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竖起大拇指，夸她很有勇气、很有爱。

这一句句的好评还得从那一次援疆
之旅说起。从教20多年，王银双桃李满
天下，收获满满幸福感，但心中总有一个
小小的声音在呼唤着：“来吧，来吧，来实
现教育人心中的援疆梦吧！”

2020年，王银双给自己打气，在仲
春之际，抵达新疆热土。水土不服、气候
不适应、饮食不习惯，让这个初来乍到的
闽南妹子吃到了苦头。可当看到昌吉市
第十四小学孩子们质朴的脸庞和那一双
双渴求知识的眼神时，王银双仿佛全身
充满了力量，全然不顾还未解决的种种
困难，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中，先后承担
一周二十节课的道德与法治课、一周二
十节科学课，加班更是成为常态。

昌吉市第十四小学的学生也很喜欢
这位远道而来的老师。“老师不仅能生动
地解读书本知识，还常常为我们讲述精
彩的晋江故事、泉州故事、福建故事、中

国故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宙丽德
孜同学是王银双的结亲对象，这个哈族
女孩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但是一般
人看不见，因为她很少抬起头来看大
家。王银双发现后，时常鼓励宙丽德孜，
用热情感染她，帮助她迈出了与人交流
的第一步。

一年半的援疆之旅，王银双毫无保留
倾囊相授。有着灯谜特长的她还把灯谜
文化带到新疆去，让新疆的孩子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灯谜的魅力。“原来猜灯谜这么
有意思，中国文字这么有趣！”在灯谜课
上，好多的时代热词、中国热词萦绕在孩
子耳边、心中，课堂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支教教师，王银
双一直努力用最短时间留下“带不走”的
前沿教育教学理念，多次开展讲座与当
地语文老师分享 20多年来的语文阅读
和习作教学经验。除此之外，这个“女汉
子”还倾一己之力，促使英林镇镇政府与
泉州援疆指挥部、昌吉市教育局深入开
展“手拉手”共建工作。在她的努力下，
英林镇政府、“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
英林镇青年创业联合会、晋江市第十实
验小学为昌吉的孩子们送去口风琴、民
族舞服饰、足球等，推动两地探索多层次
的援疆新模式、新格局。

感谢她的“执着”
让我变得更好

2018年 1月 28日，王银双来到了晋
江市第十实验小学，2020年4月，王银双

奔赴新疆支教。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
内，王银双神奇地将孩子们、家长们的心

“偷”走了。
“王老师每天都很忙，一直围着学生

转。她还很‘执着’，每天都让我们练字、
阅读、运动等。”就读于毓英中学的洪锦
瑶回忆说，王银双的第一课也有些与众
不同，一开始就让大家猜灯谜，解开谜面
才发现是她的名字，因此，大家对“王银
双”这个名字印象深刻。之后的相处中，
王银双的一些“坚持”，曾让她颇有“怨
言”，直到进入初中后，洪锦瑶才感受到
王银双的用心——写得一手好字的她成
了班级出黑板报的“专业户”，阅读习惯
的养成让她的语文学习游刃有余，坚持
体育锻炼让她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如
今再谈起王银双的这份“执着”，洪锦瑶
只有满心的感激。

喜欢和感激王银双的，还有同事。
“都说伟大来自于平凡，在我心中，王老
师就是这句话的最佳诠释者。”一开口，
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老师王秋兰就哽咽
了。

王秋兰告诉记者，她是王银双名师
工作室成员，经验丰富的王银双给了她
很多的指导。有一次，她要上公开课，而
当时王银双还远在新疆支教。“公开课前
一晚，10点多了，她顾不上吃饭就给我
打电话，远程指导我磨课，直到深夜 12
点多。”王秋兰回忆说，第二天公开课一
结束，王银双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她，关
心了解课堂，令她深受感动。

说到这，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校长钟
志向也分享了一则趣事。“银双老师不管
走到哪、做什么，她都很用心，全身心付
出。你看，新疆昌吉市第十四小学这就直
接公开‘抢人’了。”在钟志向眼中，王银双
就是一个活脱
脱 的“ 女 汉
子”，分管学校
德育、安全、工
会、总务工作，
还兼任语文教
学任务。就连
支教时，暑假
回到晋江，王
银双也会主动
来学校帮忙。

“工作交代给
她，我觉得特
别安心。”钟志
向说。

学生说：上课时，他是一位知识渊博
的智者；下课后，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朋
友。家长说：他不仅多才多艺，还用心搭
建亲子沟通的桥梁。同事对他也称赞有
加，夸他有颜值、有才华，更有担当……

他，就是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老师
王世忠。

专门开设公众号
分享与学生的点滴

“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就是最早到
的，在那边搬桌子、擦桌椅。后来，我发
现，他每天都来得很早。”家长黄玉霞告
诉记者，2019年秋季晋江八小投用后，
他们来到了这个新学校。得知孩子的班
主任是王世忠时，就有好几位相识的学
生家长纷纷向她表示祝贺，“他们说，能
在王老师的班级真是太幸运了。”

这两年来，黄玉霞果真多次被王世
忠的负责任与爱心所打动。每天早上7
点多，在班级都可以看到王世忠的身影，
若不是和孩子们一起早读，便是独自坐
在教室一隅，同孩子们一起看书。而下
午放学时分，王世忠总是目送着最后一
个孩子回家后，自己再离开班级。一遇
到天气变化，王世忠也会在家长微信群
里发温馨通知，提醒家长、学生注意天
气。就是这样一个个小细节，温暖着每
一位家长、学生的心。

多才多艺的王世忠是整个学校公认

的多面手，除了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研
组长，他还帮忙代理副教导的工作，同时
负责学校微信公众号编辑和信息报道撰
写等工作。

“一个人扛下那么多工作，忙碌可想
而知，但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因为他是
真的爱学生。”让同事蔡美容印象深刻的
是，那一次王世忠的老婆在医院生产，按
常理来说，他应该请假三五天。但没过
一天，王世忠居然跑回学校上课了。问
他缘由，他居然说怕落下功课，担心孩子
的成绩。“听说他现在在家的日常就是一
手抱孩子，一手改作业，不管是奶爸还是
老师，他都做得很好。”说到这，蔡美容竖
起了大拇指。

采访中，另一个同事李美娟的第一个
举动就是向记者推荐一个公众号，名叫

“晚风季”。原来，酷爱写作的王世忠善于
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帧帧画面，大
到整体，小到细节，在他看来，皆可成一篇
文章。为了让文章有处可放，他便专门开
创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仔细看，你会发现，他把更多的笔
触放在班里孩子的身上，像给孩子们写
的那一封封信，记录着孩子的成长，也给
了孩子们鼓励，字里行间都是对孩子的
牵挂和疼爱。”李美娟说。

打造心“晴”小屋
聆听学生的心声

晋江八小校长李向阳曾评价王世

忠“明明可以靠脸，偏偏要靠才华”。
先且不论才华，从这句话便可看出王
老师是有颜值的。不过在李向阳看
来，相对于外表，王世忠的心灵颜值
更迷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向阳带我们走
进了王世忠任教的班级。一踏入班级，
墙上的信箱便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仔
细一打听，原来那是王世忠亲手打造的
心“晴”小屋，用来分享学生的快乐，同时
为他们排忧解难。

“有什么心里话，我们就会投进这个
信箱。每一张纸条，王老师都会认真地
看，然后再找个合适的时间和我们交
流。在王老师这里，我们什么都乐意和
他分享。”五年 3班学生杨梓浩告诉记
者，心“晴”小屋一“开张”，“生意”就十分
火爆，同学们都很乐意把“声音”投进
来。在这场心与心的交流中，王世忠与
他们分享着快乐，表扬同学给班级提的
好建议，诉说着同学遇到的苦恼，同时给
他们支招……

“他会用心去读懂每一个孩子，读
懂他们的话，读懂他们的心，并且抓住
机会帮助他们成长。”让李向阳印象深
刻的是，王世忠班上有个后进生，名叫
小玲，因为小时候生病再加上后来家庭
原因，跟其他孩子相比，小玲显得木讷
许多。第一时间了解了小玲的情况后，
王世忠不止一次对小玲说：“老师不会
放弃你的。”

王世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上课时，他格外留意小玲，鼓励她
多举手发言；改到小玲的作业时，他积
极寻找闪光点，经常写下几句鼓励性的
评语激励她；课间时分，他或主动坐在
她旁边与她谈心，或鼓励她和同学一起
去游戏……渐渐地，小玲进步了，王世
忠欣喜不已。

如今，踏上三尺讲台也有 9 年时
间，王世忠收获满满，但他仍一直行走
在学习的路上。你瞧，一遇到教学上有
疑惑的地方，总能看到他主动向有经验
的教师请教。此外，也能常常看到他外
出听课学习，利用教学之余翻阅、咀嚼
名师教学实录，或者细细观看名师上课
录像。有时为了上一节扎实、灵动、睿
智的语文课，常常看到他认真苦思环节
设计，或者埋头查阅相关资料，或者谦
逊地请教身边经验丰富的教师……对
他而言，成长是一条寂寞之道，也是一
条邂逅精彩之路。

她自诩是一株不起眼的小草，虽然
平凡，也会拼尽全力把一切爱心献给可
爱的孩子们；她又和所有追梦少年一样，
虽是非师范大学毕业，对三尺讲台依然
拥有满腔的热忱；她是一名美术老师，用
色彩点缀孩子们的童年……

她，就是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老师
王婷婷。

送教上门
用爱抚慰特殊儿童的心灵

在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有一个特
别的班级——46班。班上就只有一个
同学浩浩，他学习的场所在家里，而他的
班主任便是王婷婷。

浩浩 8岁，患有癫痫、多动症、身体
发育不健全和二级智力障碍。平时在
家，每天都要靠吃药控制，生活不能自
理。2020年，了解到学校服务区内有这
么一名特殊的学生时，王婷婷主动请缨，
送教上门。

学习对于身体残疾的孩子来说困难
重重。“婷婷老师不是特教专业的老师，
也还不是一名母亲，但她依旧努力地去
爱。”说起王婷婷，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
老师林露思竖起大拇指点赞。

她告诉记者，挑战在前，王婷婷并
不退却。那阵子，在繁忙的教学之余，

时常可见王婷婷向身边的特教老师微
信咨询学习如何深入了解浩浩的生活
和学习，也和教研组的同事探讨如何提
高浩浩的学习能力水平。“她一心就想
一定要倾尽全力帮助这个孩子，让孩子
有所收获。”

此后，每个周五，王婷婷都雷打不
动地前往浩浩家，把课堂搬进浩浩家，
教他识字、写字、画画、唱歌等。每一
个动作和语言都要重复多次，反复演
示，更多的是手把手地教他。王婷婷
还给浩浩送去了一些与学习相关的书
籍、画画工具、学校吉祥物多多和元
元，节日和期末的时候也会为浩浩带
去学校的关怀，用真情和温暖为他带
去慰藉和希望。

现在，每次浩浩都会在窗户上等着
王婷婷的到来，带着微笑向老师问好，也
能安静地坐着上课。“孩子进步太大了，
会数数，会涂鸦，也爱笑了。王老师真是
我们一家的恩人。”看到王婷婷的付出及
孩子的成长，浩浩妈妈难掩激动之情，几
番动情落泪。

“送教，不仅仅是送知识，更重要
的是给残疾家庭送去温暖，让这些残
疾孩子不在学校也能享受到学校的教
育，使他们感到没有处在一个‘被遗忘
的角落’。”王婷婷说，今后她会继续坚
持送教上门，让孩子们感受到快乐和
关怀。

社区服务
丰富老年学生的生活

愈了解王婷婷，愈能惊叹于她身上
无穷的正能量。从教不到十年，王婷婷
不仅在六小执教美术课，为特殊儿童送
教上门，2018年起，她还每周“抽空”到晋
江市老年大学教老年学生剪纸与手工。

“王老师很厉害，在她的带领下，我
喜欢上了剪纸，剪纸充实了我的生活，让
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在王老师的指导
下，我还拿到了剪纸全国二等奖呢。”洪
阿姨是一名退休的高级教师，面对比她
年轻的王婷婷，她也坚持称之为老师。

洪阿姨告诉记者，王婷婷对剪纸和手
工颇有研究，每次上课，她都准备得很充
分，很耐心地教他们。疫情初期，王婷婷
也不停歇，利用班级微信群转发各种与疫
情相关的剪纸作品和微信公众号，让同学
们一目了然，更快地了解到每一节课的剪
纸内容。课后还会进行点评、线上答疑。

采访中，王婷婷的另一拨学生也争先
恐后地“炫耀”起了王婷婷的好。这不，晋
江市第六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陈欣望就
兴致勃勃地带着记者逛起了校园。“这些
好看的美术作品很多都是王老师指导我
们创作的，她可有才了，还有很多金点
子。是她，让我们的校园变得更美丽。”跟
着陈欣望的脚步，我们果真在六小校园里
发现了很多美的踪迹，或是图书馆里的一
幅幅绘画作品，或是廊道、墙壁上摆放悬
挂的手工作品……令人赏心悦目。

“的确如此，王老师最会发现美、记录
美了。”在同事廖燕梅心中，王婷婷就是美
的使者。她告诉记者，每次学校一有活
动，王婷婷就会“挺身而出”，拿起相机或
者手机拍摄，一张张美好的图片在她手中

“诞生”。她还记得上学期有一天中午下
雨了，大家都在室内躲雨，只有王婷婷“逆
向而行”，特意跑到学校的荷塘边拍摄雨
中校园美景，在老师、家长群里传播，大家
都称赞六小是一个很美、很温暖的学校。

“我将继续把‘送教上门’和‘老年大
学社区服务’作为一个长期的爱心工程
持续开展，为特殊学生提供更方便、更有
效、更人性化的上门服务，竭尽全力为老
年同学送去剪纸与手工技能，关爱老
人。”王婷婷期待在追求教育梦想的路
上，收获更多精彩。

自2004年参加工作以来，她一直以
满腔热情耕耘在教学第一线。课堂上的
她富有激情，能真诚地与学生交流；教学
上的她严谨而又生动，在鼓励孩子学习
上更是“妙招”多多；生活中的她幽默风
趣，爱生如子，总是把母爱般的温暖送给
学生。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傅段”。

她，就是磁灶中学语文老师、年段长
傅秀玉。

因材施教
对不同学生“见招拆招”

有着 17年一线教育工作经历的傅
秀玉，在对待不同情况的学生时，总能找
到最合适的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
力，甚至让孩子们爱上学习。正因为如

此，她所教的学
生，经常在考试
中上演“逆袭”
的好戏。

傅 秀 玉 当
班主任的初二 6
班，有个孩子叫
聂申延。刚入
学时，申延的姐
姐半开玩笑地
对他说：“你要
是能分在傅段
的班上就好了，
她可是我们学
校很厉害的角

色，肯定把你盯得紧紧的。”原来，申延姐
姐初中时就在傅秀玉班上念书，对傅秀
玉的教育风格十分熟悉。没想到，姐姐
的一句戏言居然成为现实——申延果然
进了傅秀玉的班。

刚进初中时，聂申延并没有把精力
放在学习上，上课的注意力也不集中。
第一次考试，申延排在年段 140多名。
这种情况很快得到傅秀玉的重视。在她
看来，申延学习上缺乏动力，主要是因为
他没有目标、漫无目的。考试以后，傅秀
玉对申延的关注开始多了起来，经常一
对一找申延谈心，了解他的心理动向，还
不时去他家里家访，了解他在家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不仅如此，每次考试，傅秀
玉也对申延看得很紧，考前都会抽时间
帮他强化复习。如今，申延的成绩基本
稳居年段前30名。“上学期期末，学校做
了一个调查，了解大家的升学意愿。我
当然希望他升学时能冲一下几所一级达
标校。没想到他的反应很激烈，坚持要
留在学校，还跟我讲，傅老师好不容易把
他培养出来了，他怎么能说走就走。说
实话，听到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还
是蛮感动的。”聂申延妈妈告诉记者，孩
子能交到傅老师的手上，做家长的就能
放心很多。

除了盯得紧，傅秀玉也会用各种鼓
励性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说
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她的“进步红包”。

班上有个同学叫苏剑超，傅秀玉刚接
班时，他的成绩在年段200名开外。“跟他
交流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问题主要就

是不自信，总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此后，傅秀玉在班上总是有意无意地让剑
超回答问题，参与班级事务，并且一直鼓
励他“还可以做得更好”。果然，初二期中
考试，剑超的名次一下子提升到 100多
名。考试后，傅秀玉还奖励给剑超一个

“进步红包”。打开红包，里面是一张10元
现金，“虽然不多，但我拿回家给妈妈看
时，她高兴得不得了，说这是我第一次通
过学习得到的奖赏。”剑超表示，他一直珍
藏着这张10元钱，怎么也不舍得花。

爱生如子
对学生“如母亲般”呵护

教学中的傅秀玉“严慈相济”，而生
活中的她则柔和得多。每当发现学生需
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在身边的，
总是这位看起来有点“凶”的傅老师。

“傅老师为了学生，什么事都愿意
干。”这是同事刘育民对傅秀玉的评价。
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却代表了傅秀玉
对学生的拳拳之心。为此，刘育民还向
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

“傅老师以前的班级有个学生，因为
有行走障碍，上下学都要坐轮椅。当时傅
老师的班级安排在3楼，为了让孩子上学
放学能够轻松一些，她就天天为了这件事
到处跑，找了校领导又找办公室，最后终
于将教室调整到一楼。”刘育民回忆说，当
时调到一楼后，傅秀玉又发现教室门前有
条比较深的沟，如果不填上，还是会影响
学生。于是她又向学校提议，希望填掉那
条沟，最后也得到了学校的解决。

不仅对自己班上的学生视如己出，
作为年段长，傅秀玉对年段其他班级的
学生也会时常关注。初二4班有对男女
学生有早恋倾向，班主任孙启航犯了难，

“我是个男生，而且还是单身，在这方面
也没啥经验。开导男生我还行，但这个
问题怎么跟女生谈呢？”关键时刻，又是
傅老师及时出现，她找到女生，和她进行
一对一的深入交流。在傅老师春风化雨
的感化下，孩子也明确了自己的学习目
标和人生方向。“傅姐出手，总是‘药到病
除’。”孙启航笑着说道。

这就是傅秀玉，一个平凡但绝不普
通的可爱教师。17年来，她始终秉承

“踏上三尺讲台，责任重千斤”的初心，坚
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在教育事
业这条道路上砥砺前行，从不停歇……

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王婷婷：

用色彩点缀孩子们的童年
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王世忠：

有才华，更有担当

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王银双：

“女汉子”圆梦援疆
磁灶中学傅秀玉：

踏上三尺讲台 责任重千斤

晋江市第八届“我最喜爱的老师”寻访活动20强候选人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