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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燕 芳 ：以 爱 育 心 幸 福 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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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冯瑶瑶走出家门，迈向

紫云路街道郭庄小学，总会下意识地环

顾四周，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街道与建

筑。这场景，和她初入职场时相比，已然

多了几分亲切与熟悉，但她仍记得，

2023 年 1 月，自己初到郭庄小学时，那

种既期待又紧张的心情。“那时，我刚从

师范院校毕业，满怀着对

教育事业的憧憬，踏入了

这所学校。这里和我成长

的地方很不一样，却莫名

让我感到安心，仿佛能在

这里开启一段特别的旅

程。”

刚踏上岗位，冯瑶瑶面

对班里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虽紧张却也充满干劲。她一

门心思扑在教学上，为了让

课堂生动有趣，让学生们在

快乐中学习知识，她不断尝

试各种教学方式。她会精心设计有趣的

教学游戏，将知识巧妙地融入其中，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总结，她逐渐找到了

与学生们沟通交流的最佳方式，师生之间

的关系也愈发融洽。她打心底里觉得，教

育可不只是一份普通工作，而是承载着无

数希望与责任的神圣使命。在她眼中，每

个孩子都是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而她就

是那个要用爱与智慧去精心雕琢的工匠。

2024年，冯瑶瑶迎来了职业生涯中

的重要转折点———获得参与“国培计划

2024”河南省重点区域领域帮扶培训汝州

市自主选学项目的宝贵机会。培训期间，

她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尽情汲取着知识

的甘霖。每一场专家讲座，她都全神贯注；

每一次研讨交流，她都积极参与，不断吸

收新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技能。

在培训进程中，冯瑶瑶还参与了微型

课《小小的船》以及口语交际《我会想办法》

的展示活动。为了呈现出最精彩的课堂，她

在备课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参考了众多优

秀的教学案例，结合自己学生的特点，精心

设计教学方案。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她

都反复练习，力求做到完美。展示当天，冯

瑶瑶站在讲台上，面带微笑，自信满满。她

的声音清脆悦耳，富有感染力，将学生们带

入了一个又一个奇妙的学习情境中。课堂

上，学生们积极参与互动，思维活跃，气氛

热烈。她巧妙地引导着学生们思考、探索，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最终，冯瑶瑶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在场

领导、专家和学员的高度评价。当听到自

己被评为优秀学员时，她激动得热泪盈

眶。这一刻，所有的付出与努力都得到了

回报。

回顾这短短两年的教育历程，冯瑶瑶

感慨万千。从初出茅庐的新手教师，到如

今在教学上逐渐崭露头角，她付出了许多

汗水与努力。但她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

未来的教育之路还很长，还有更多的挑战

在等着她。

“我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为

孩子们的成长贡献更多的力量。”冯瑶

瑶坚定地说。她相信，只要心中有梦，脚

下就有力量，自己一定能在教育这片广

阔的天地里，书写出更加精彩的篇章。

李浩然 陈巧钰

冯瑶瑶：一路成长 一路生花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

以致远。

“有爱的教育才有生命力，有爱的老

师才能转化学生思想，我既然选择了这

份职业，就应该当好学生的引路人。”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她专注做有温度的教

育，以爱为基石，铺就学生的成才之路。

她叫李燕芳，今年 33岁，2015年 9

月至今，一直在临汝镇回民小学任教。扎

根乡村教育 9年来，她身兼众多角色：既

是英语教师，又是数学教师；既是班主

任，又是教研组长；后逐步成长为全镇的

英语大教研组组长，进而成为我市小学

英语中心教研组的骨干成员。在班级管

理方面，她从初入职时的懵懂“小白”，蜕

变为当前精通班级管理的行家里手。1月

17日，李燕芳入选教育部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推荐人选。

一位乡村青年教师为何能获得如此

殊荣？近日，记者走访了李燕芳。

2月 4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时，李燕芳吃过早饭安顿好

两个年幼的孩子后，就早早来到临汝镇

回民小学。当日是她假期值班，她认真检

查一遍校园教室、办公室的门窗情况，再

检查各处的用电、用水设施是否正常运

转后，就一头扎进办公室开始了她一天

的工作。

“我春节前已走访了班里的两名留

守儿童和成绩浮动较大的同学，我要认

真梳理下，并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一一

列出开学后的帮扶计划。”李燕芳说。

“虽然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这

些孩子的情况一直挂在我心上。”李燕芳

告诉记者，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是一个长

期、动态的过程，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孩

子，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做好功课，这样的

帮扶才有针对性。

九载时光里，李燕芳积极践行学校

“七彩回小，幸福教育”的教育理念，以

“给予孩子一个快乐幸福的七彩童年”为

使命，凭借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来严

格要求自己。

2019年，李燕芳第一次教毕业班英语

课。“在这之前，学校的成绩一直都在全市

名列前茅，但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我们

班的成绩并不理想。当时压力真的很大，

怕耽误孩子们，怕拖年级的后腿，晚上做

梦都是在给孩子们讲题。”李燕芳回忆起

当年的教学情况至今还记忆犹新。

“后来我就反思自己，感觉这样的

状态不行，我需要改变、需要找到突破

口。对学生太严厉，让学生死学并不是

办法，我要缓和与学生们的关系，放平

心态、多鼓励他们。”李燕芳说，当时班

里有个学生史晓格，不仅上课迟到，还

总是以各种理由不能按时提交作业。当

李燕芳与其家长沟通后才找到了根本

原因———孩子沉溺于手机游戏。甚至因

为妈妈没收手机，而与妈妈发生过激烈

冲突。

李燕芳了解情况后，采取了转换角

色、改变观念的措施。她让史晓格做课代

表助理，让她“忙碌”起来后，又不断在班

里强化她对班级的贡献，慢慢地大家都

感受到史晓格有了变化。

“首先，观念上先跟孩子保持一致，

肯定手机的优点和便捷，接下来引导她

利用手机。”李燕芳通过手机每晚给史晓

格分享英语配音片段，鼓励她配音。看史

晓格没有反对后，又把统计班级学生英

语读书的任务交给了她，引导她听学生

录音情况，并及时指出发音错误。这一过

程中，史晓格由沉溺手机游戏变成利用

手机学习，在下一次的考试成绩出来后，

史晓格进步巨大，班级成绩在学校的几

个班中排名第一。自此之后，史晓格对学

习愈发积极主动，毕业考试，她英语成绩

考了 97 分，她说：“李老师，我三年级的

时候考过 90分，此后再没考过好成绩，

没想到毕业了，到达了‘巅峰’。”但李燕

芳告诉她：这不是巅峰，这只是你新的起

点，并鼓励她继续加油。

在教育的征途上，李燕芳深

知不能丢掉任何一个学生，因为

放弃的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

个，但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那

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李燕芳坚信，只要给予足够的耐

心和鼓励，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

潜能。

在“双减”背景下，李燕芳

注重向课堂要质量，教学上践

行“加减乘除”，努力做到减负

却增效。“课堂”之“加法”，她努

力打造高效趣味课堂，为学生

成长助力加油。“作业”之“减

法”，她努力践行学校“作业不

回家”计划，利用课后服务开展趣味、实

践、创意作业，着力减轻学生负担。“活

动”之“乘法”，她精心设计配音模仿秀、

英语朗诵、话剧表演等，学生乐在其中，

成长加倍。“双减”之“除法”，除焦解虑。

“双减”减得好不好，家长最知道，李燕

芳的高效趣味课堂和七彩课后服务，消

除家长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担忧，让家长

告别辅导作业的“鸡飞狗跳”，消除焦

虑，感受幸福。

作为班主任，李燕芳始终把德育工

作放在首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她向经验丰

富的老师学习治班方略。小组合作的班

级管理方式、以生治生的管理秘诀、小组

考核的特色奖惩制度、先严后松的管理

原则、写信交流的师生沟通秘诀。她所辅

导学生在科技创新、书法、体育、征文等

方面获奖，她个人荣获河南省优秀辅导

教师 2次，汝州市优秀辅导教师 9次。

针对目前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李

燕芳积极学习心理健康课程，在日常教

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助力学生

提升心理韧性。她积极参与开发的

《“3+1”心理健康》《我是情绪管理师》校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阳光积极的心态，

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学会做人，学会做

事，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改变。

李燕芳用爱和智慧点亮每一个孩子

的心灵，用一颗朴实的心去关爱每一位学

生，用一颗仁爱的心呵护幼苗的成长。

2019年，她的课例被评为河南省数

字化课例“优秀奖”；2021年，她辅导的学

生在书法比赛活动中获得省一等奖，她本

人被评为河南省优秀辅导教师；她撰写的

《民主管理理念在小学班级管理中的应

用》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被国家级刊物

《新视线·教育与研究》录用；2024年，她

被河南省教育厅评为河南省优秀辅导教

师。

从教 9年来，她先后获得汝州市“十

佳教师”、汝州市师德先进个人、汝州市教

学能手、汝州市骨干教师、汝州市学术技

术带头人、汝州市教学标兵（二次）、汝州

市优秀班主任、汝州市教坛新秀等殊荣。

“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将担当育人

使命，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虔诚守望每

一个孩子的七彩梦想，用心做好他们坚定

筑梦、勇于逐梦的引路人。”李燕芳坚定地

说。 宋乐义

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是远近闻名的香菇种植村，香菇种植已

成为该村的特色产业。近日，在朱寨村香菇种植户朱明照的香菇大

棚基地内，67岁的村民赵荣正剪掉香菇的根部，据朱明照介绍，正

在修剪菇柄的香菇是稍小一点的，卖不上好价钱，剪掉菇柄后烘干

处理。

朱明照是朱寨村最早种植香菇的村民之一，1997 年，他在

家里小规模种植香菇，“那时种得少，也就种了七八百棒，主要

是培育花菇。”据朱明照介绍，香菇品相好看，但栽种不易，需要

温度湿度的配合再加上娴熟的技术。在朱明照等人的带动下，

2010 年起，朱寨村开始大规模种植香菇，目前已有 1580 座大

棚。

“我今年种植了 7 万多袋香菇，通过浇水和剥离袋子控制每

个大棚的出菇时间，香菇一年四季都能采摘，天热的时候香菇

长势旺，每天摘一次，现在天冷，每两天摘一次。”朱明照一边查

看香菇长势一边说，采摘时需要大量人手，村里基本所有劳动

力都从事香菇种植行业。

今年，朱明照种植香菇的菌棒是在村集体的香菇装袋车间购

买的，“啥都不用管，锯末、麸皮、石膏等香菇菌棒的制作原料都是

村集体统一购买的，作为种植户，我需要多少菌棒报个数就行，每

袋 2.6元，我去拉，省事还省钱”。

据朱明照介绍，去年每棒香菇能卖八九元，好点儿的能卖十几

元，除掉成本，每袋香菇能赚 4元多。

朱寨村的香菇装袋车间是村集体产业，车间占地 2000平方

米，有 5台大型高温灭菌柜和 5台全自动装袋机，每天可生产 3万

个灭菌后的菌棒。“规模效应压低了成本，全自动装袋机只需要工

人把袋子套到出料口处，菌棒装满后自动压口机封口，节省人工成

本，在这儿购买菌棒省事，成本比自己装袋灭菌低。”朱寨村党总支

书记朱学卫说。

“我种的少，我闺女家种得多。”朱明照说，他的女儿朱晓斐和

女婿朱亚南是全村种植香菇最多的，“他们年轻，正是好好干的年

龄。”

朱亚南目前种植有十四五万棒香菇，除了他的几十个大棚，还

租用了村集体的 5个大棚。在他的种植基地内，由村民组成的接种

队在用角磨机给香菇菌棒开孔接种，“接种是按件计费，每袋一毛

五，我今天这一万多袋菌棒到天黑就能接完。”朱亚南说，给菌棒接

种的团队村里有 4个，每队 10人左右，平均每天每人能拿 200多

元工钱。

村里种植香菇的村民基本都建有面积大小不等的冷库，“天热

时，香菇一晚上就开片了，不值钱。采摘下来的香菇在冷库里存十

天半月都没事儿，还能等到好价钱。”朱明照说，朱寨村的香菇品相

好，个头均实，在周边卖价最高，他们会把小香菇拣出来，剪掉菇柄

烘干处理，其余的卖鲜

菇。

朱学卫说，香菇产业

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80万

元的收入，用于村内绿

化、硬化、垃圾清理及自

来水费用补贴，惠及 70

岁以上老人在百姓大食

堂就餐。 李鹏程

李燕芳

图片源于网络

冯瑶瑶在课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