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盛开在雪
山之上，雪莲做到了；不是每一棵树，
都能屹立在沙漠戈壁，胡杨做到了；
不是每一个教师，都能飞跃万里去援
疆，我做到了！”这是江苏教育援疆十
大杰出支教教师、江苏教育援疆十大
感动人物、优秀援疆干部人才、最美
射阳人、射阳县新坍小学教师徐广标，
回首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支教生
活时，发自内心的一段表达。对新疆
有独特情怀的他，3年连续两次申请援
疆支教，克服种种困难，以实际行动
书写出不平凡的教育篇章，荣获2022
年盐城市“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义无反顾 两次援疆

2018年8月，徐广标通过层层考
核来到新疆，一去就是 3 年，家庭重
任全部落到妻子身上。

接近不惑之年的徐广标，怀着一
腔热情来到新疆，没想到初进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堆困难就“扑
面而来”。他曾因水土不服而不适，为
认识少数民族学生而苦恼，为语言障
碍而着急……“刚到克州，我算是真切
体会到什么叫‘雄心易表，现实难熬’，
不过在我这儿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
问题想想办法总会迎刃而解。”

很快，徐广标“战胜”了水土不
服，能流利且正确地叫出每个少数民

族学生的名字，还利用节假日为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们辅导汉字书写，
讲解硬笔和软笔书法要领……“当汉
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我在少数民族
师生中传递碰撞，我备感荣幸与骄
傲，也许这就是我再次申请支教的源
动力。”2020年，刚过不惑之年的徐广
标毅然选择留在新疆支教，或许是无
数默默无闻为国守边的年轻战士打
动了他，亦或许是诸多不计较个人得
失扎根边疆的建设者感染了他，“我
想，作为人民教师，我应该像他们一
样做时代的一块砖，哪里需要我，我
就在那里奉献光和热！”

“让学引思”支教见实效

在克州课堂，徐广标坚持引入盐
城“让学引思”教改经验，充分调动学
生积极性，加强师生互动，充分尊重
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轻松快乐
中学习、成长；在教学教研工作中，徐
广标一方面主动向搭班老师了解学
生总体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本班级的
教育模式和方法；另一方面深入钻研
教材，结合实际创新教学方法，编写
实用教案。

“课堂上，我会全面关注不同学
习能力学生的需求，力求练习有针对
性和层次性，批改和分析作业时分类
总结问题，定期开展讲评，及时改进

教学方法。同时，对一部分学生加大
辅导力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班
级总体成绩有了明显提升。”说起在
克州支教时的成果，徐广标喜笑颜开。

同时，徐广标充分发挥传帮带作
用，以“学习共同体”为载体，全面开
展支教工作。通过“师徒结对”的青
年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稳步提升，侯凤
彩、张甜、吉米古丽等多名教师在克
州教学基本功和课堂教学竞赛中成
绩显著。

致力民族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努力做国家政策的宣传员和践
行者，是援疆教师的光荣职责之一，
在维吾尔族的风土人情、国家对新疆
制定的政策法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
仰等方面，我做了不少功课，充分利
用各种机会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是最令人难忘的。”徐广标回想

起援疆支教的一幕幕，感觉一切仿佛
就在昨天。

为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深入了解
中华传统节日，他想方设法创新活动
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以孩子喜闻乐
见的形式，充分调动其参与激情，在
实践中引导孩子寻根溯源，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精神。

“端午节，我带着少数民族孩子
们一起动手包粽子，教室里弥漫着粽
叶清香，满是欢声笑语、端午歌谣，我
还讲述屈原故事；中秋节，连续 3 年
给孩子们送月饼，讲述嫦娥奔月故
事，温馨又融洽；冬至，大家一起动手
包水饺，孩子们迅速掌握技巧，五颜六
色的水饺，造型各异，创意十足。”说到
这些，徐广标有些失落，原本应该和家
人团圆欢聚的日子，他却远在新疆，

“远离家乡和亲人，过节时难免会想家，
不过，我要感谢家人，尤其是我的妻
子，承担了一切，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最美教师”徐广标

情系新疆 不负使命
□记者 李林彦

徐广标徐广标（（左一左一））为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们辅导汉字书写为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们辅导汉字书写。。（（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扎根乡村教育35年，甘于奉献，
乐为人梯，克服病痛折磨，执着地坚
守在三尺讲台，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成绩，践行了“四有”好老
师标准。他就是荣获2022年盐城市

“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的建湖县上冈
实验初级中学教师陈占万。

身患疾病守一线

1987年，陈占万毕业分配到上冈
镇最偏僻的农村联片初中工作。30
多年来始终没有离开过课堂，他从语
文到政治，从政治到历史，无论学校
安排任教什么学科，都能够以大局为
重。为了适应不同学科的教学，先后
考取了语文、政治教学资格证书。

1997 年，他因右膝关节出血肿
痛，被上海瑞金医院确诊为甲型血友
病。此后，只要稍有不慎，关节部位
就会出血不止。发病期间，他行走困
难，常常躺在床上几昼夜不能合眼，
可依然忍痛拄着拐杖去上课。2014
年 6 月，爱人又不幸被查出肺癌，他
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卷起裤管，
很容易就能看到陈占万的右膝已经
严重病变。“双肘双膝都变形了，几乎
不能伸直，尤其是右膝已经不能弯
曲。”陈占万在板书时，总比其他老师
要费劲得多。

站在讲台上，他时刻保持着“满
血”状态。他的课，讲得生动，与学生
的互动非常多。学生答对了问题，他
会说：“此处应该有掌声。”学生答题
心里没底，他总说：“只要你敢举手，
错了我也开心。”因此，学生们很喜欢

他的课。2005年秋学期，由于学校师
资结构不均衡，陈占万改教初三历史
并担任三（5）班班主任。中考前两个
多月，身患血友病的他，右膝关节突
发出血，同事都劝他到医院治疗，考
虑到临近中考，陈占万拄着拐杖，在
学生轮流值班搀扶下，坚持完成了教
学工作。可喜的是，那年中考，学生
们用优异的成绩回报了他的付出，同
时他个人历史教学也获得了单科教
学优胜奖。

投身公益献爱心

立足本职，无私奉献。作为身患
疾病的他，一直坚持做好本职工作，
无论是负责的校刊校报编辑工作，还
是学校临时安排的突击性任务，他都
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由于工作需
要，他先后协助教务处、政教处、团委
等部门做好常规工作和重大活动策
划等方面的工作。

陈占万虽然身患重病，经常遭受
病痛的折磨，但是，他始终以乐观的
态度面对生活，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
公益活动。作为盐城市爱因子罕见
病关爱中心的成员，积极参与筹划和
组织血友病患者的患教活动和患者
心理疏导，并与该组织理事长以及患
者（家属）一起到相关医疗部门交流
沟通，请求政策的支持，为减轻患者
的医疗负担和提高治疗质量而努
力。在得知学校成立“爱心接力”团
队时，他主动要求参与到学校的“爱
心接力”团队的工作中，向孤儿及困
难孩子伸出温暖之手。

自强不息结硕果

身患疾病，自强不息，教育教学
工作创佳绩。翻开那一本本荣誉证
书：县“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标
兵”、县“首届最美教师”、“第五届感
动建湖十大人物”，无不凝聚着陈占
万的心血。

主持市级课题研究并顺利结
题，参与省市县多项课题研究，撰写
并发表论文十多篇，主持校本教材的
编写与修订，并在市级评比中获得一
等奖和二等奖，两次市级教师基本
功考核均获得优秀，在市县命题和教
学设计竞赛中均获得二等奖……这
些也在告诉我们，陈占万不但是一个
有爱有温情的老师，也是一名有实力
的老师。

时光荏苒，满头白发早已见证了
岁月的痕迹。陈占万在教育教学的
道路上执着前行，一路走来，迎送一
届届学生，做有温度的好老师，甘做
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摆渡人”。回首
过往，一幕幕令人欣慰的情景如泉涌

般浮现出来。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对
卢梭的那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
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

记者 唐承兵

“最美教师”陈占万

做有温度的好老师

陈占万在上课陈占万在上课。（。（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开栏语：
日前，盐城市“最美教师”评

选结果揭晓，胥容华等31名教
师被评为2022年盐城市“最美
教师”称号。何为最美？最美的
教师，又有哪些最美的表现？在
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
了部分“最美教师”代表，通过
“讲台之上，最美的你”系列报
道，讲述他们在三尺讲台之上，
播撒爱与希望的故事。

讲台之上 最美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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