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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寻访活动20强候选人巡礼⑤⑥⑦⑧

组建学校嗦啰嗹社团

两年前的 5月，养正中心小学因为
他们的早操——充满闽南味而又不失现
代感的嗦啰嗹操在网上“走红”。视频
中，全校师生踏着音乐节奏，跳起了嗦啰
嗹操，尽显欢快。而这一套让学校火出
圈的嗦啰嗹操的主创者便是吴若琳。

吴若琳是安海本地人，机缘巧合之
下被选拔作为采莲女，与嗦啰嗹有了第
一次的邂逅。成为养正中心小学音乐教
师后，吴若琳心中有了想法，那就是在校
园组建嗦啰嗹社团。

“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让校园成为
弘扬和传承非遗文化的热土，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实干派”的吴若琳很快行
动起来，她精心制作一个个道具，手把手
地指导演员们，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每
个细节都不放过。她还坚持每天到老艺
人家里深造学习，把嗦啰嗹不同角色的
表演方式进一步研究透彻。

看过嗦啰嗹表演的，都会对主心骨
角色“花婆”“铺兵”印象深刻，尤其是“花

婆”角色，是需要男扮女装的。“我从未想
过男扮女装，觉得很害羞，也怕同学会

‘笑话’我，所以一开始我是拒绝的。现
在我只想说：‘感谢吴老师没有放弃我，
教我嗦啰嗹，让我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
有这样的表现，让我的小学生活如此多
彩’。”何德榕是养正中心小学嗦啰嗹“花
婆”扮演者，他告诉记者，第一次要登台
表演节目时，他就临阵脱逃了。彼时，吴
若琳并未责骂他，而是耐心安抚他，寻找
了大量男艺术家成功塑造女性形象的典
型例子，还带他到老艺术家家里学习。
经过吴若琳不懈的开导，何德榕开始尝
试着去挑战自己，演绎“花婆”的角色。
如今，何德榕的嗦啰嗹表演已愈加游刃
有余、惟妙惟肖，他也成了每年社区、学
校各种活动的“常客”。

这边“花婆”何德榕话音刚落，“采莲
女”、养正中心小学学生陈静涵立马接过
话茬，“跟着吴老师学习嗦啰嗹可有趣
了，有很多的欢乐。而且吴老师很有安
全感，有她在，我们什么都不怕。”陈静涵
笑着告诉记者，她们私下都亲切地称呼

吴若琳为“万能包”，因为每次比赛、活动
展示，吴若琳都会随身携带针线包、电熨
斗。一有扣子掉了等情况，大家第一反
应准是喊：“呼叫吴老师，请求帮助。”这
样的吴老师让他们的每一次表演都毫无
后顾之忧，只管登台向观众展示最好的
一面。

她是学校公认的“金点子王”
从教20余年，吴若琳用实际行动证

明，当你足够热爱、一心想为学生创造更多
精彩时，你可以将这件事做到极致。

“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养小教书 20
余年，若琳老师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这
是我很佩服她的地方。”同一年到养正中
心小学任教，还同为音乐组成员，苏晓玲
与吴若琳情同手足。在苏晓玲印象中，
吴若琳一直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人，尤其是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时常，苏
晓玲都会看到排练教室里，吴若琳独自
一人埋头研究嗦啰嗹的每一个动作，那
股认真劲让作为同事的她备受鼓舞，暗
下决心也要竭尽全力教好书。

吴若琳还是养正中心小学公认的“金
点子王”。这不，为了让嗦啰嗹在校园全
面开花，吴若琳紧锣密鼓组织体育组与音
乐组的老师创编嗦啰嗹操，将“嗦啰嗹”
角色的主要动作融入体操，将现代动作
与“嗦啰嗹”文化动作整合起来，形成适
合学生学习且富有节奏律动的嗦啰嗹
操，做操的同时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

不遗余力地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
吴若琳还有一重身份——红领巾引路
人。参加工作以来，吴若琳一直担任学
校辅导员工作。多年的大队辅导员生涯
使她爱上了红领巾事业，她深挖、丰富、
创新学校文化内涵，将“体验式”德育贯
穿少先队建设，如组织开发“钉钉评价大
师”，创新“红领巾争章”评价方式，开发、
优化校内德育资源，对少先队员文明的
言谈举止进行体验教育。

从风华正茂的桃李青年步入不惑之
年，吴若琳的努力付出也获得了馈赠：参
加各级教师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多次
参与泉州市和晋江市级小学音乐课堂展
评活动、安海镇小学精品汇报课展示，并
先后获得了晋江市骨干教师、晋江市艺术
教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用运动照亮孩子们的心

2017年，李宇航进入青阳街道高霞
小学，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初到工作岗
位，他要承担一、二、六年级三个不同年
段的体育教学工作。这个工作量对于
一个年轻的教师来说确实有难度，但他
说：“既然我选择了体育老师这个职业，
那操场就是我的舞台。”他直面挑战，认
真学习研究新课标，搜集各种教学资
料，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新思路、新方法，
针对不同年段的要求设计新的教学方
案。即使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跳远动作，
他也会不厌其烦地边讲解边示范。“没
事的，再来……老师相信你”“你真棒，
又进步啦！”李宇航暖心的鼓励就像一
束束光照进了孩子们的内心，激起了孩
子们“我能学好”的信心。

六年 4班学生许阳涛是一个极度
腼腆内向、没有自信的大男孩。李宇航
注意到他在运动方面的潜力，便动员他
参加田径训练。起初，许阳涛三天两头
不参加训练，以各种理由请假逃避。而

他的家长也担心孩子花太多时间参加
训练，会影响学习。面对这种情况，李宇
航不愿意放弃一个运动好苗子。于是，
他敲响了许阳涛的家门，去家访，耐心地
劝说许阳涛和他的父母。在李宇航苦口
婆心的劝说下，许阳涛和他的家长终于
同意继续参加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
刻苦训练，许阳涛在青阳街道第十七届
中小学生运动会上，夺得两枚金牌、一
枚银牌。“李老师对我们特别好，也很细
心。”许阳涛说，每次早上到学校训练，因
为担心他吃不饱，李宇航总是买好早餐
提前到学校等他。

除了竭尽全力出色完成学校安排
的任务，李宇航一直热衷于学校体育
活动的发展，致力于全员运动教学的
研究和思考。课余时间，他会和孩子
们打羽毛球、玩“两人三足”、跳长绳、
踢毽子……”他的热情和花样翻新的
运动项目激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孩子
们常围着他转，期待着新的玩法。如
今，李宇航的体育课已成为学生们最
喜欢的一门课程。

育人路上尽显暖男本色

在采访时，李宇航的同事王桂芳翻
找出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李宇航抱着
一名腿脚受伤的学生参加核酸检测的
照片。“那段时间，每次他都主动抱那个
学生参加核酸检测。我们看了很感动，
就拍了下来。”王桂芳说，每次学校有大
小活动，李宇航是最累的一个，也是笑
得最灿烂的一个。

这样有爱的画面在李宇航身上并
不少见。三年级的小邱同学是个特殊
的孩子，文化课和体育成绩都很不理
想，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待在角落。在
体育课上，李宇航发现他对踢毽子很
感兴趣，但却不得要领。于是，李宇
航便给他“开小灶”，一遍又一遍地教
他，陪他练习，终于使他一步步掌握
踢毽子的技巧。同时，李宇航找了几
个热心肠的同学，动员他们课间主动
找小邱踢毽子，帮助他克服心理障
碍，慢慢地摆脱自闭倾向，融入集体。
后来，小邱竟主动地向李宇航提出要
参加踢毽子比赛。这件事让学校老师
听了都为之动容。

更让同事黄志华感动的是，一次学
校的反恐防暴演练上，李宇航充当“歹
徒”的角色。他一再要求保安和老师要

“动真格”，把他当成真正的歹徒对待。
那次演练，一番激烈的“搏斗”后，李宇
航被保安和老师团团围住，“制服”在了
地上。大家既感动又心疼，他却丝毫不
当回事儿，拍拍身上的灰尘，不在意地
说：“这样才真实。”

李宇航的“暖”不仅给了学生，也给
了同事。同事有完成不了的工作，他会
主动帮忙；同事身体素质不好，他会利用
课余时间，带着同事打羽毛球锻炼……

高霞小学校长孙翠珊回忆，一次，
她因为要参加竞赛演说，压力很大，十
分焦虑。作为她的得力助手，李宇航注
意到这一点后，主动提出帮她备稿，并
帮她彩排、模拟问题演练等。有了李宇
航的助力，孙翠珊在比赛中更从容了。

“这是青年该有的样子！这是青年
该有的担当与责任！他或许还年轻，但
他有一颗诚挚、热爱的心，一定能走得
更长远！”孙翠珊说。

双向奔赴的爱
昨天，记者来到晋江市特殊教育学

校。上午的阳光穿透玻璃洒进舞蹈排练
厅里，学校舞蹈队的10多名学生正在为
助残日活动练习舞蹈《少年郎》。每一遍
彩排，他们的脸上始终带着自信灿烂的
笑容，跟随鼓点，手中的扇子一张一合，
动作整齐划一。如果不是徐源站在队伍
前，张开手臂挥舞，用力跺脚，用夸张的
肢体动作和嘴形引导，丝毫看不出舞蹈
队的这些孩子是听障学生。徐源说：“要
练好一支舞蹈，至少要花三个月的时
间。”

2013 年，徐源从老家龙岩来到晋
江，入职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
特教老师，主要担任唱游与律动、校舞蹈
潜能课、培智排舞等专业课程的教学任
务。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的她，并不是
特教专业的老师，因此，一开始面对一群
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的
特殊儿童，她不知道该如何沟通和教
学。于是，她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请教资
历深的老师，学习更多更好的教学方
法。在摸索的过程中，她明白了与学生
交心也是教学。

小烯是培智班的学生，来特殊教育
学校学习前，从来没有上台表演过。回
忆起第一次参加表演前，她紧张得不知

所措。徐源注意到她的状态后，拉着她
的手不停安抚。“徐老师牵着我的手，让
我克服了恐惧。”想到当时的场景，小烯
羞涩地笑了。她告诉记者，有了徐源的
鼓励，现在她的表演经验很丰富，在接下
来的助残日活动上，她还参加了合唱和
非洲鼓等表演。

徐源的付出，小烯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有一次，注意到徐源上课时嗓子不
舒服，小烯立刻拿一次性水杯，盛了一杯
水，递给徐源。培智班的孩子能做出如
此贴心的举动，可以说很难得，所以让徐
源每次提起都激动不已。

徐源回忆有一年也是为了准备助残
日的活动，因为高强度的排练，她的嗓子
哑了，上课时几乎发不出声音。培智班
的一名同学听了担心极了，带着哭腔对
她说：“徐老师，你不要生病，你不要不来
学校啊！”

已经习惯了课堂上学生的“不回
应”，一句这么简单的话，让徐源顿时感
动得流下了眼泪。那天以后，那名学生
每天都会带饮料给徐源，偶尔还会带点
小面包。

被学生主动关心、被教过的学生遇
到并突然抱住……这样双向奔赴的爱，
直接、热烈，又弥足珍贵。“就是这么一点
小小的反馈或进步，都能让我瞬间充满
能量！”徐源握紧拳头，坚定地说道。

不放弃每一个学生

面对这些特殊的孩子，教学难度可
想而知，需要老师花很多的心思。徐源
也始终做到“不抛弃，不放弃”，真诚引导
每一名学生。

况成香的儿子是培智班的学生，今
年18周岁。因为脑瘫的关系，不能独立
行走。“徐老师特别照顾他，每次上唱游
与律动课，她都会扶着我儿子慢慢走去
教室。”最让况成香感动的是，徐源为了
不让儿子觉得无聊，还特意编了手语舞，
在课上蹲下身子，手把手一遍又一遍地
教他。况成香说，在特殊教育学校读书
的 10多年来，儿子从连坐都坐不稳，到
如今可以依靠拐杖行走；从没吃到喜欢
的饭菜就掀桌子，到现在的不挑食，还能
自己洗碗；从说话说不清楚，到有礼貌地
主动跟别人打招呼……这些点滴的进
步，让她十分欣慰。尤其是在家时，儿子
还经常心情不错地哼着歌，或举着手摆
动，这是况成香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他
总是边跳边说，这是徐老师教我的，我很
喜欢徐老师！”

听力障碍的孩子无法理解舞蹈节奏
和情感，那就通过大鼓的震动，让学生感
受和熟悉节奏；通过采风，让他们理解和
感受情感。智力障碍的孩子不明白歌曲
舞蹈的内容，那就把音乐舞蹈化为故事
告诉他们。社会交往障碍的孩子没办法
融入课堂，那就包容他，让他感受到课堂
温暖、快乐，积极地参与课堂。对于表现
有差异的孩子，那就在课后给予辅导和
精神的鼓励；对于表现好的孩子，也给予
表扬和肯定。徐源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
们乐于艺术课堂，用心感受艺术的美。

同时，徐源自身专业也在不断成长、蜕
变。她多次获得校优秀班主任、校优秀辅
导员、梅岭街道优秀教师、晋江市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全
国排舞先进个
人 等 荣 誉 称
号。“徐老师无
私、吃苦耐劳，
不断提升专业
能力，集合了
所有特教老师
的优点。她不
只代表个人，
也代表了特教
的 每 一 位 老
师。”晋江市特
殊教育学校党
支部书记颜丽
娜说道。

“长大后我想成为您”

一个学生喜欢一个老师，最直接的
体现就是喜欢上这个老师的课。在侨
声中学，刘美环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上
她的课，学生不打瞌睡了，而且往往课
上完许久也会反复拿出来回味。

“上刘老师的课，你会发现原来身
边有这么多美好的风景，这些小美好对
于正在与繁重学业‘斗争’的高中生来
说十分珍贵。”就读高二的廖欣语对刘
老师的喜爱溢于言表，她还记得第一堂
语文课，刘美环就创作了一首诗，用来
纪念和学生的初遇。那一刻，班上学生

都 被 她 的
用 心 所 感
动，之后的
一 节 节 语
文 课 更 是
让 学 生 对
刘 美 环 愈
加喜爱。

学 生
廖 晶 晶 也
是 刘 美 环
的忠实“粉
丝”。廖晶
晶 告 诉 记
者，初中时
她 从 浙 江

老家转学到晋江，高中考入侨声中学。
一直以来，语文都是她的薄弱科目，尤
其是作文，因为思维较为刻板总是难以
写出彩。后来上了刘美环的课，再一次
点燃了她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语文成绩
也水涨船高。“因为刘老师，我今后想当
一名像她一样优秀、备受大家喜欢的语
文老师。”廖晶晶说。

“刘老师不是班主任胜似班主任，
她不仅教给孩子知识，更重要的是把对
生活的积极态度与正能量传递给学
生。她的一个小举动，可以带给孩子很
多能量。”得知刘美环入围“我最喜爱的
老师”20强时，学生家长柯昌仁特意从
市区前往侨声中学，为她助力。

采访中，柯昌仁还“晒”了儿子的一
篇日常习作，只见习作上暗藏很多“小
心机”，或是一个笑脸，或是一个赞，或
是一句鼓舞人心的批语。“每一个孩子
在刘老师眼中都是‘发光体’，浑身都是

‘闪光点’，孩子亲近她、喜欢她，因为可
以收获自信。作为家长，这也是我们最
想看到的。”柯昌仁笑着说，每周末回
家，孩子开口闭口都是美环老师，如今
他们一家都被刘美环“圈粉”了。

采访当天，刘美环的同事也组团来
为她打CALL。同在高中语文组的张秋
芽用“三高”——高品格、高品质、高品
位来评价刘美环，言语中满是对刘美环
的赞美；与刘美环同批进入侨声中学工

作的黄彩凤也视刘美环为榜样，刘美环
的自律、真诚、专业深深感染了她……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美环老师就是
我们心中最喜爱的老师。”黄彩凤说。

一颗颗敏感的心被她照亮
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敏感而多疑的，

遇到一个懂他们的老师何其幸运。对
于侨声中学的学生来说，刘美环就是这
样的存在。

刘美环班上有一个叫做小如（化
名）的女孩，因为她很喜欢笑，几乎大家
都认为她是个乐观的学生，唯有细心的
刘美环看到了真实的小如。那是在一
场以“感恩”为主题的班会上，当小如走
上讲台分享时，刘老师观察到她的双手
握得很紧，嘴唇有些颤抖。听闻小如家
庭的巨大不幸后，刘老师内心深处被这
个坚强的女孩子震撼了。

晚自习时，刘美环偷偷地递了一张
纸条给小如，上面写着：“你是我见过的
最勇敢的女孩子，老师相信你以后会做
得更好，祝福你！”这之后，小如继续以
她的乐观和勇敢影响感染着班里的同
学们。而刘美环也因为那张真诚祝愿
的纸条成了小如最信任的老师和朋
友。她们会探讨文学、音乐，甚至人生
观，师生亲密如朋友。

“教育是细节的教育，是走心的教
育。作为老师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细
节，不要吝啬肯定与鼓励，因为我们是
园丁，所以我们的一次微笑，对学生来
说也许就是一束走出阴霾的阳光。”这
是刘美环常挂在嘴巴的一句话。从教
多年，刘美环也带着这份真诚感化了一
届又一届学生，有的甚至是从未上过她
的课的学生。

有一年，刘美环带毕业班兼职高二
年女生宿舍的生管老师。一天晚上，刘
美环偶遇整条右臂布满伤疤的小英（化
名）正与其他同学发生冲突。了解情况
后，刘美环礼貌地问小英伤疤的原因，
小英嘤嘤哭了。虽然不是自己班的学
生，刘美环还是真诚地拉住小英伤痕累
累的手，一言不发地让她靠着自己，真
诚地安慰她，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去鼓励她，还教小英一些心理放松的小
方法。毕业之际，小英曾写下一句话：

“刘老师，是您坚定了我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您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朴实的话
语中满是对刘美环的感激之情。

诚如刘美环所言，金杯银杯不如学
生的口碑，做学生心中的“好老师”还需
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教书育人，刘美环
一直在路上。

安海养正中心小学吴若琳：

让非遗文化在校园里绽放
青阳高霞小学李宇航：

和学生一道起跑、加速、冲刺

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徐源：

用音乐为特殊孩子谱一曲自信之歌
晋江市侨声中学刘美环：

金杯银杯不如学生的口碑

三尺讲台二十余载，作为一名师者，她用一颗丹心谱写教育之歌；她在学
校组建“嗦啰嗹”社团，让非遗文化薪火相传，全校师生成了非遗的“真爱粉”；
她还是“红领巾”引路人，培育了一个个新时代好少年……

她，就是安海养正中心小学的吴若琳。 本报记者 蔡红亮 陈巧玲

他把满腔的热情献给了他挚爱的孩子们，使他们像花儿一样茁壮成
长；他把满腔的赤诚挥洒在教育教学的跑道上，和学生们一道起跑、加速、
冲刺……他就是青阳街道高霞小学体育老师李宇航，他用青春的热情书
写运动场上的教育人生。 本报记者 欧阳霆 陈巧玲

夸张的肢体动作，是她的一种语言，让一群特殊的孩子可以尽情地展现风
采；重复无数遍的动作，是她的一分力量，向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传递着艺术的
美；学生点滴的进步、贴心的举动，是她教学路上无穷的动力。

她是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唱游与律动学科的老师徐源，她用音乐为学生
谱写一首自信的歌！ 本报记者 欧阳霆 陈巧玲

她的课堂充满魔力，点燃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真诚是她的“武
器”，“俘获”了一拨拨学生、家长、同事的心；因为她，学生在心中埋下了当老
师的种子，一颗颗敏感的心也为她而敞开……

她，就是晋江市侨声中学的刘美环。 本报记者 蔡红亮 陈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