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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位女老师成教研团队“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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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研组
七成以上是女教师

丁娟是莱芜一中语文学会会
长，同时也是高二年级语文教研
组长。据介绍，她所在教研组的57
位女教师中，有两位市级教学能
手，三位市级学科带头人，近百人
次获得市教育教学先进个人称
号……

而这些“教学能手”、“学科带
头人”的背后，则是语文老师们对
学生的辛勤付出和对待学科教研
的专注。据丁娟介绍，今年寒假统
考，济南市语文单科前50名，她们
学校高一年级占了9人，高二年级
占了12人，高三年级占了22人。而
为了取得这一突破，教研组在私
底下可没少下功夫。

在教师层面上，学校每周都
有一次大的教研，所有老师在一
起探讨学生学习方法、高考动向
等规律性变化。为获得第一手信
息，她们通常都要分级部调研，对
于出现的个别问题单独辅导，对
于重点生进行专项突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授课
由线下转至线上，莱芜一中也不
例外。“在上网课之前，年级统一
制定好语文教学内容，并互通教
学进度。小组内通过微信群聊，进
行集体备课讨论，同时还综合学
生的疑问来专项答疑。”

要求学生记笔记
还得“记到点子上”

这支屡受表彰的语文教研组
团队，与其他学校老师的育人方
式有何不同，她们培养出来的学
生为何屡创佳绩，有的甚至能斩
获全国中小学作文大赛冠军？

就拿当下时兴的网上授课来
说，莱芜一中语文教研组对学生有
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上课必须
记笔记”，她们所要求笔记不仅停留
在“记了”，而是“记到了点子上”。

课下，语文老师们会让学生
将课堂笔记拍照上传，从笔记来

“透视”学生是否抓住了上课重
点，是否跟着老师的思路走，以此
及时去督促学生们。另一方面，语
文教研组团队成员还侧重于对作
文的讨论分析，及时对学生进行
写作方法上的指导。

举例来说，上网课期间，学生
完成的作文都会拍照上传，老师
们挨个进行评价。丁娟是高二两
个班级的语文老师，在接收到学
生的作文图片后，为尽快指导学
生，她一般会用语音评改，指出优
缺点。根据修改意见，学生改完后
重新拍照上传，丁娟再行检查，直
至作文合格。

在线教学无疑增加了老师

们的工作量。由于无法和学生
面对面交流，丁娟和她所在教
研组的老师们通常会预判可能
出现的问题，并将解答提前打
成文字。“有时候学生的提问多
了，我们只能用语音快速给学生
解答。每个班有40多个学生，消
息很快就会淹没，但如果用文
字来呈现就会留下痕迹，方便
学生回看。”

不少学生因作文优势
获名校自主招生资格

与丁娟一样，张艳丽也是莱
芜一中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同时

也是高一语文教研组组长。自从
2006年参加工作以来，她从一位
年轻的老师，迅速成长为一名优
秀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成为学
校教书育人的中坚力量。

以身立教、恪尽职守，张艳丽
所教的学生有7人考入清华北大，
更有多人考入中科大、人大等名
校。担任语文老师以来，她教给学
生的不仅仅是字词句篇、诗词歌
赋，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对美的
体悟，和对生命、对存在的追寻和
探索。有时候看到学生在随笔中
提到的书，她也会买来读一读，找
个机会和学生交流一下，既拉近
了师生关系，还充实了自己的知
识体系。

实际上，丁娟和张艳丽的事
例，只是该校语文教研组老师们
的缩影。针对语文的学科特点，丁
娟、张艳丽和教研组内其他老师
一起，为学生们创造了作文大
赛、演讲比赛等机会。凭借平时
的学习积累，在2018年第二十届

“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
赛中，学生李逸群获国家级特等
奖；在2019年第六届全国中学生
科普科幻作文大赛中，学生徐艺
菲获决赛一等奖。凭借作文方面
的优势，不少还获得了名校自主
招生资格。

毋庸置疑，在莱芜一中语文
教研组中，57位女老师成为整个
教研组团队的中坚力量，为大面
积提升本科上线率做出了突出贡
献，并在努力进行着下一轮新的
突破。

莱芜一中参加济南市工会组织的“为祖国点赞”活动选拔。右四为丁娟。

济南市莱芜特殊教育学校王静：

因为爱，她成了特殊孩子的“妈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丛丛

大爱无声
她让听障孩子自强不息

15年前，王静大学毕业，考入
了莱芜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特
教老师。怀揣着满腔热情的她，却
发现与梦想的三尺讲台迥然不
同，精彩华丽的语言在这里好像
没了用武之地，而最朴实最平常
甚至是最简单的说辞才能走进孩
子们的内心。

“说实话，当时我也退缩过，
但是，当我走进教室，听着孩子
咿咿哑哑不清晰的语言，面对着
一张张略显呆滞却又充满渴望
的面孔，很是触动，我感觉他们
需要我。”回想起刚入职的时候，
王静说，从站上特教讲台的那一
天起，她就担任班主任，一当就
是十几年。

2016年，为了让职高班的听
障孩子升学把握大一些，王静自
费为他们购买复习资料，还为他
们每一次的进步置办奖品。

班里有个叫小伟的同学，学
习基础很差，一个完整的句子也
写不下来，一篇古诗一周也背不
下来，连他的父母对他也不抱多
大希望。但是，王静发现小伟很
愿意学习，于是，她开展了各种
各样的互助小组和形式多样的
竞赛；每天下班后，她不着急回
家而是陪着小伟和其他学生一

起学习、讲解难题。
有了爱就会产生动力，带来

进步，发生奇迹。高考成绩出
来，听障班所有孩子包括小伟都
升入了大学。王静说，看到家长
和学生们眼里的泪花，感觉一切
辛苦都值了。

视如己出
她是学生的“老师妈妈”

送走了听障班的毕业生，王
静接了培智班一年级。这些刚入
学的孩子，智商还不到三四岁孩
子的水平，自理能力和分辨能力
很差，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和适

应能力普遍较低，部分学生还伴
有身体上的残疾。

他们很难安分地上课，有的
喜欢到处乱跑，有的上着课，站
起来朝着老师一巴掌就打过
来……望着这样一群年龄尚小
的低智商孩子，王静知道，这些
孩子也不想这样，但他们控制不
住自己，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要
让孩子们改变自己，具备基本的
自理能力。

王静回忆，在跟培智班学
生的家长沟通时，他们曾经说
过：“谁都希望孩子能和正常
人一样，可是没办法，不奢望
孩子成绩有多好，只希望他能

识几个字，将来自己能照顾自
己。”

为了解决家长的困难，王静
化身为孩子们的“妈妈”，给他们
梳头、穿衣、洗脸，照顾孩子们吃
饭、睡觉、上厕所。这些在正常人
看来十分轻松的事情，却需要几
十遍甚至百遍的重复。尽管是无
法想象的单调和枯燥，但出于对
孩子的爱，对家长的责任心,王静
一直努力坚持。

在王静的陪伴教育下，孩子
们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到生活
基本能够自理；从抓人打人、自我
伤害到学会合理宣泄情绪；从欺
负他人到乐于助人。孩子们的成

长变化，让家长们激动不已。“我
是学生的老师，更是家长的希
望。”王静说。

甘做引路人
她让特殊孩子同享蓝天

“我的信仰，就是尽己所能让
更多的特殊孩子能够自理自立，
和正常孩子一样共享同一片蓝
天。”王静说，“遇见”是一种神奇
的安排，伯牙与钟子期的遇见，有
了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婉叹，而
她和她的特殊孩子的相遇，同样
充满了爱意与美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耽搁
了孩子们归校的日程。由于学
生和家长的特殊性，王静坚持
每天给他们打电话，安抚他们
的情绪，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
情况，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
指导家长和学生观看“同心战疫
特别节目”，增长防护知识；制作
课件视频内容，让孩子能够“停
课不停学”；讲授心理学知识，做
好他们的心理防护。“我不仅是
他们的老师，更是他们的引路
人。”王静说。

十几年如一日，王静秉承“博
爱为源、有障无碍、人道为本、
育残成才”的教学理念。为了
孩子们，她不断学习并获得了
高级心理健康咨询师资格证
书；为了不耽误孩子们学习，她
直到预产期的前一天她才歇产
假……为了孩子们的梦想，她一
直在努力着。

在济南市莱
芜第一中学，语文

教研组团队显得尤为
特别，不仅因为团队教
出来的学生屡获全国
中学生作文比赛大奖，
还因为在78位老师组
成的语文教研组团队
里，女教师就占到了57
人，占比七成还多。用一
位有着20余年教龄的女
老师的话来说：莱芜一
中语文教研组里的女
老师，就是整个团队的

“顶梁柱”。

手把手教低
智商儿童擦屁股、

提裤子，口对口教听障
儿 童 喊 爸 爸 、叫 妈
妈……她为特殊孩子
所付出的心血催人泪
下，完美地诠释了特殊
教育的含义。她叫王
静，是济南市莱芜特殊
教 育 学 校 的 一 名 教
师，从站上特教讲台
的那一天起，她就勇
挑班主任重担，一挑
就是十几年。

王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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