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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技师学院

丹心育桃李，师爱写春秋

一片丹心育桃李，三尺讲台写青春。
这是孙新英从教30年的真实写照。从青春
芳华到知命之年，数十年来，她与学院共
命运、同成长，迎来送往着莘莘学子，在相
辅相成中互相成就。

岁月更替，华章日新，不变的是她
心中那份从教初衷。“教学一定要用心、
用爱对待学生，尊重学生，了解学生。”
孙新英笑着说，自己有双善于发现美的
眼睛，乐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通
过“扬长”的方式增强学生自信心，激发
学生求知欲。

“在我眼中，没有差学生，只有学习习
惯不好的学生。”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孙
新英一直注重实效，善于反思，探索高效
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将新信息、新观
念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英语学习有时难免枯燥，所以我一
直探索各种教学方式，希望能让课堂燃起
来。”孙新英说，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她会精选学生喜欢的教学素材从电
影、歌曲、经典故事等内容导入，鼓励学生
开口说英语，“无负担地”参加课堂活动。
此外，她注意结合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特
点，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努力
发现和挖掘每个学生的潜力，鼓励学生在
不同能力层次上都能得到提高。

“爱是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只有当
学生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时，他们才会更

愿意接受我的观点。”为了培养和谐融洽
的师生关系，营造轻松快乐的学习、生活
氛围，孙新英课后总会抽时间跟学生们聚
在一起。久而久之，学生们亲切地称呼她
为“孙妈妈”“英姐”。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除日常教学外，
孙新英亦十分注重专业提升，时常翻阅教
育教学书籍、参加学习培训，并先后发表

《技师学院英语教学策略》《技师学院英语
口语教学简析》等多篇论文。多次荣获学
院先进工作者、十佳教育工作者、精神文
明先进个人、“三育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短发、穿着简单、气质淳朴是对徐成
龙的初印象，言谈间，内敛、含蓄的性格
尽显。而谈及招生工作，徐成龙却口若悬
河，语速极快，仿佛有无数个想法急需表
达。

“招生季，一天能接一百多通电话。”
徐成龙说，自己的两个电话卡，往往这边
电话还未挂断，那边又有来电。为能在有
限时间里解答家长更多问题，久而久之，
他虽不善言辞，却也变成了“话痨”。

“我是从职业学校毕业，后考的大
学。”徐成龙坦言，自己曾走过很多“弯
路”，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所以更懂学
生及家长的忧思。在招生过程中，他关注
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发展规划。
并耐心倾听学生的梦想与困惑，为他们
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建议，帮助他们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发展方向。而面对
许多一上来就反复提到热门专业和冷门
专业的家长，他也会一再强调，选学校选
专业永远不是盲从和追随热点，而是要
有全局和长远的目光。

不仅如此，随着学校新专业的增设，
为了能在招生时以最精准、最专业的解
答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徐成龙总是会
不断地“学政策、归要点、悟方法”，深入
了解学校各个新增专业的培养方向、就
业前景、课程设置等情况，并结合宏观经
济形势、社会人才需求，结合学生特点和
家长意愿，归纳出了一套最简明的专业
介绍“话术”。而聚焦校企合作，更是奔赴

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人才需求、培养质量
等情况，努力做到校企无缝对接。

在招生工作上，他勤勉有加。教育教
学上，更是不遗余力。工作11年来，从事

《数控加工基础》《金属切削机床》《机床
电气控制与PLC》等专业理论课程和14
个班级的《钳工工艺与技能训练》实训教
学工作。先后发表国家级论文3篇，申请
机械类实用新型专利1项，荣获2023山东
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增材制造
设备操作员赛项三等奖。

如今，面对繁重的招生工作，徐成龙
也坚持深耕教学领域。徐成龙直言，自己
喜欢与学生在一起，每当看到他们，心中
就会无比喜悦，内心也会动力十足。

执教26年，“成人者先自成”是李桂敏的教
学原则。“先育己，后立人”是她的人生信条。

“对于教学，我是一个有些较真的人。”
李桂敏坦言，就读于职业院校的学生，学好
专业课是未来的立身之本。所以，她会想尽
一切办法让学生多学些，学好些。

“要想让学生学进去，就要找到兴趣
点。”机电工程(电气类)专业多为微观知
识，较为抽象。因此，引入实际案例，便是
她让抽象知识生动具体化的方法。通过创
设特定情境，给予学生身份，激发学生主
动探究、学习。而为不断精进教学水平，上
好每堂课，数十年来，李桂敏坚持认真手
写教材，还养成了睡前翻阅专业书籍、脑
中过遍授课内容的习惯。

在教学上，李桂敏精益求精；在专业
深耕上，更是砥砺前行。2020年，学校成立
智能制造学院，作为资深教师，李桂敏扛
起了新学科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
建设的重任。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广，更新换
代快，这就要求教师要‘终身学习’。”从事
机器人教研工作以来，李桂敏几乎每天都
是教室、实验室“两点一线”，持续学习、反
复练习。短短4年，通过对工业机器人领域
的潜心钻研，她熟悉了工业机器人集成应
用设计、编程与仿真等，并与教研室教师
一同完成了一体化校本教材两本、出版专
业教材两部等。“我们所购置的设备一般
没有对应教材，校本教材的编写可有利于
学生系统化学习。”李桂敏说。

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需在实践锻炼
中学好技能，对实训设备需求高，为了使
学生能在有限的实践资源下更好地学好
专业知识技能，李桂敏不断探究新知识、
新技能、新设备，并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通过以赛代练的
方式，助力学生技能提升。她先后指导学
生荣获首届全国新职业与数字技术大赛
山东省选拔赛中获得“人工智能训练师”
赛项第一名、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
大赛-机器人离线编程与智能制造虚拟仿
真赛项二等奖、2022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
津国际邀请赛中荣获工业机器人系统集
成赛项三等奖等。同时，她也多次获评省
级、市级“优秀指导教师”。

晨曦微露时出门，夜幕低垂时归家，
披星戴月的生活，是张道泉作为辅导员的
生活写照。

每天早早到校，他便会往宿舍赶，督
促他的“孩子们”起床。而他口中的“孩子
们”足足有一百余名。“我是三个班的辅导
员。”谈及学生，张道泉眉眼间满是笑意，
那种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溢于言表。
由于学生们年龄偏小，大部分没有形成独
立的人格，自律性不强，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便成了张道泉首要做
的事。

在张道泉的班级中，近80%的学生为
住校生，这也就意味着，他需要花更多的
时间去关注、关爱、管理学生。为此，张道
泉犹如24小时待机的“陀螺”，常常是一件
事还没有处理完，另一件事就又来了。往
往是刚到家还没来得及休息，电话就又响
了起来。但不论何时，只要学生需要，他都
会第一时间赶赴。

有次一名学生不小心崴了脚，张道泉
带上学生就奔赴医院，全程陪同检查、治
疗，直至无碍才放下心来。由于学生家住
济宁县区，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年岁
已高，一时间不方便前来。他更是自掏腰
包为学生垫付所有医药费用。

不仅如此，对于家境困难、需要给予
帮助的学生，张道泉更是会时刻关注。有
一名学生因父亲患病，母亲离家，家中仅
靠哥哥外出打工养家，日子过得很拮据。
在长时间的谈心、交流、关注之下，学生的

一个微动作，张道泉都能“读”懂。所以每
每发现，他总会第一时间默默微信转上几
百元。

“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在
担任辅导员工作的20余年里，他迎来送往
了一批批学生，所带班级十余次被评为优
秀班集体，50余名同学参加多项省市级技
能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培养了多名优秀
毕业生。张道泉也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
秀辅导员、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荣誉
称号。

谈及未来，张道泉满怀热情。“我会一
如既往保持高度工作热情，充满激情地工
作，使学生感觉在校如在家，在老师身边
如在亲人身边一样。”张道泉说。

家政与健康管理学院教师孙新英

智慧深耕，潜心育人

智能制造学院教师李桂敏

提灯引路，育梦成光

信息与工程学院辅导员张道泉

用爱引导，用心陪伴
招生就业处科员徐成龙

心怀热爱，勤耕不辍

孔茜 通讯员 魏林娜 济宁报道

一支粉笔书春秋，两袖春风化桃李。于无数学子而言，“教师”两字重若千钧。一直以来，济宁市技师
学院的教师们秉承“一生择一事成一事”的信念，用粉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爱心滋润，为广大学子播
撒下知识的种子，助力他们成人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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