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精湛的技艺去培养学生。 为了激发学生
对专业课的兴趣，他发挥动手能力强的优势，自
己购买器材开发制作了十几种教学演示教具和
实训装置。 他的教学有变化、有创新，上课充满

激情，有操作演示，常常手把手地对学生进行操作辅导，学
生对他所教的课程兴趣浓厚。

用“项目教学”带动课程改革。 他经常下企业，了解市
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将企
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应用及时体现到
教学中。 他倡导的“项目教学”模式，解决了以往技术类课
程教学中存在的理论实践两张皮的弊病，现已成为学校几
乎所有专业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模式。

形成“两个轮子齐腾飞”的品牌效应。 他不断开拓新
的培训市场，亲自参与社会培训和师资培训方案的制定。
在他的带领和参与下， 学校的电工技术培训由最初的中
级层次提升到了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层次，学校因此被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认定为广东省高技能人才实训
基地。 现在， 社会培训和师资培训已成为学校的一大品
牌，每年培训超过 1 万人次，形成了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
“两个轮子齐腾飞”的良性发展局面。

� 媒体视角：自 1992 年带头成立学校电气专
业部后，韩亚兰就将全部心血花在专业建设、人
才培养、 教育教学改革等工作上，20 年如
一日。 韩亚兰笑称自己和机电技术“拍了
几十年的拖”。

———摘自 2012 年 8 月 30 日
《佛山日报 》报道 《他的人生
有三爱：专业、职业、学生》

韩亚兰：
“我是为职业教育而生的”

为人师表带学生 。 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
以科研的精神来搞好教学 。 他创造了一个别开生
面、别有情趣的教学方法———“散步式教学法 ”。 每
天晚上 7：30 他会到校园里散步 ， 这是他一天中唯

一的 “休闲 ”活动 ，也是他实施 “散步式教学 ”的时间 。 他事先
预约学生 ，谈论学习 、研究以及生活问题 ，边走边谈 ，好多具
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 ， 就在这样的谈话里得到了肯定 、提
炼和成熟。

凝心静气做学问。 他认为在大学里任教， 不能光做教书
匠 ，还必须要从事科学研究 。 他最先将模糊统计赋值等应用
于时间心理研究 ，开辟了时间隐喻的跨文化研究 ；提出了时
间认知的分段综合模型和时间人格的概念。

在人格研究中国化的道路上，他最先把价值观引入国内的教
科书，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全人格概念。 他提出并论述了心
理学研究的三级方法学， 强调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任
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应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建设西部回报社会。 1961 年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祖国
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当时四川重庆饥荒全国闻名，他却
以北大高材生身份来到了原西南师范学院， 至今已辛勤耕耘 50
年。 他领导的西南大学心理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目前已建成了
国家重点学科基础心理学博士点，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单位等。

媒体视角：他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 半个世纪的潜心耕耘，他
教书、育人、科研“三位一体”，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闪光的学
术人生。

———摘自 2012 年 7 月 4 日中国教育新闻网报道 《漫漫人生
求索路 书写学术新篇章》

黄希庭：漫步“心理”路

在 3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姜小鹰从一个
护士到立足于平凡岗位的护理教师，不仅在创
建福建省高等护理教育完整体系中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而且在社区护理、护理科研方面作
出了卓越的业绩。

高校教学名师。 姜小鹰将“全面质量管理”运用到护理
教育中， 进行一系列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教学方法、手
段的改革。

精品课程“护理管理学”负责人。 姜小鹰对“护理管理
学”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与创新，带动了省级精品课程“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
以及其他专业课程的建设，建立了以素质培养、能力提高
为目的的创新型教学模式。

立体化教材建设者。 姜小鹰致力于教材、辅助教材、视
听教学课件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教材建设，先后编写出版教
材及专著 24 部。 主编多种教材，研制的“常用护理技术操
作”VCD 光盘，已广泛应用于全国高校。

护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负责人。 姜小鹰首创设计和
构建了护理学基础、专科护理和人文护理 3 个实验教学模
块，为国内医学院校护理专业实验教学起到了示范作用。

“人文护理”教学团队的学科带头人和负责人。 姜小鹰
培养和建立了一支具有特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具有明
显的专业特色和学科优势。

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负责人。 创建了“国家级护理学特
色专业”，使福建医科大学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学士-
硕士-博士高级护理人才培养体系的院校， 在同领域中享
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护理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负责人。 姜小鹰培养
的护理专业学生，广受社会赞誉，成为福建省大学生志愿
者服务的先进典型。

2011 年 8 月 26 日， 胡锦涛主席亲自为姜小鹰颁发了
第 43 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 她也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
荣的护理教育工作者。

媒体视角：在 36 年的护理职业生涯中，她坚守、投入。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她是一名尽心尽责的护士；调入护理
教育岗位，她投入所有精力，培养的护士遍布省内外各级
医疗机构，省内所有医院的护理主管，几乎都是她的学生。

———摘自 2012 年 3 月 20 日《海峡都市报》报道《姜小
鹰：南丁格尔之路的坚守者》

“留守妈妈”。 吕映红对班上的每一名学生
都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爱护 ，她的爱像
阳光一样温暖着每一个孩子。 为了让留守孩子
感受到温暖 ， 她把自己的家办成了 “替补学

校”，拿自己女儿的头发“练手”，做了 10 年孩子们的理发
师。 她不是母亲胜似母亲，为此孩子们送她“老师妈妈”、
“爱心妈妈”、“留守妈妈”等雅号。

“创新标兵”。 她倡导建立了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定期
“会诊 ”学生学习 、品德和其他情况的制度 。 她积极进行
教学改革实验 ，探索实施 “合作学习 ”、“愉快写作 ”、“自
主互动 、个性赏读 ”等阅读教学法 ；开展 “分层次 、步步
高 、探究学习 ”的数学教学实验 ；开展 “一周无错题 ”、“写
作小能手 ”、“小小书法家 ”、“背诵大王 ”等活动 。 特别是
“自主互动 、赏评结合 ”习作教学法 ，在山东省内外产生
较大影响，获得潍坊市级教学成果奖。

“教学名师”。 吕映红一直认为：赏评是最好的“教法”，
学生是最好的“老师”。 她经过 10 年的探索实践，创立了独
具魅力的“自主互动、赏评结合”习作教学法。 目前，这种“自
主互动、赏评结合”习作教学方法已在市域乃至省际推广。

媒体视角： 枳沟镇中心学校校长张彦伟认为 ，“吕映
红形象 ”是生动而又深刻的 ：一是她特别爱孩子 ，对学生
怀有持久、深厚的感情，甚至自己生病也舍不得班里的孩
子 ；二是对事业非常执著 ，默默无闻 、潜心教学研究 ，取
得了丰硕成果。

“吕老师是一位真正属于学生的老师，她的专注与执著
精神令人钦佩。 ” 山东省课程专家李秀伟对吕映红钦佩有
加。

———摘自 2012 年 9 月 6 日《齐鲁晚报》报道《山东诸城
山区教师吕映红被誉为“留守妈妈”》

言传身教， 满腔热忱绽杏坛。 作为一名数学教
师，她秉持严谨治学，每天在平凡中行走，没有惊天
动地的事迹，没有至高无上的荣誉，却用自己严谨的
工作和生活态度，带领学生不断走向崇高。

作为一名团委书记，她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工作，特别是在
办好固原市回民中学两所“校中校”（少年团校和青年党校）方面
作了巨大的贡献，并探索出“授课点拨—小组研讨—实践探究—
自学深化—自测互评”的德育教育体系，使少年团校和青年党校
成为宁夏南部山区发展民族教育， 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的
摇篮。

漫漫资助路，衣带渐宽终不悔。 在固原市回民中学读书的孩
子，大多数来自乡下，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现象较为严重。 她多
方努力积极筹备，成立了“贫困学生助学基金”，使爱心助学活动
得到校内外各团体及个人的大力支持。2003~2009 年，共有 30 多
个单位和许多热心人与回中 542 名贫困回汉学生结成帮扶对
象，共捐助款项 58 万余元。

媒体视角：22 年教师生涯， 何桂琴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
感，就是不能让一个困难家庭的孩子失学。 为了让更多贫困孩子
能够读上书，经她提议联系，固原市回民中学成立了“贫困学生
助学基金”，共收到捐助款项 58 万余元。 这些善款，保证了品学
兼优的回汉贫困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摘自 2012 年 9 月 10 日
《人民日报》报道《何桂琴———播撒
希望在回乡》

深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 。 每天中午陪
学生休息， 有时睡得好好的， 突然有学生
癫痫病发作 ， 大叫大嚷之后口吐白沫 ，他
就得起来照顾 ；下午帮学生穿衣 、穿鞋 、整

理床铺后 ，还得拖着被学生折腾够了的身体迎接下午
两节课……伴随着这些辛苦的付出 ，他真正了解了这
些特殊学生。

平等包容之下因材施教。 他积极拓展教学空间，充
分利用操场、花台、墙面、楼梯等进行教学和康复训练，
教学与训练得到有机结合，训练的效果有了较大提高，
使智障的唐氏综合征学生成为了乒乓球运动员、 自闭
症学生成为了篮球运动员……

致力于特奥训练和推广。 十几年来，他将特奥开展
的内容由单一变为丰富、训练项目由少到多、训练方式
由课堂教学转变为课堂教学与训练相结合。 他通过创
造各种机会，让学生成为助理教练、学校特奥会的组织
者、校外特奥的宣传者，全面提高特奥运动员的综合能
力，“领袖计划”在基层学校得到落实。

媒体视角：“这些小孩跟平常的小孩不同， 思考、学
习的时间要更长。 ”代建荣说，譬如拍篮球，这个看似幼
儿园教学的内容， 有些学生需花上 1 个月才能学会，有
些学生需花上 9 年，有些则一辈子都学不会。

“我得过全国第五届特奥会篮球金牌，还有在北京
举行的特奥会田径金牌等。 ”9 年级学生普彬自信的表达
和脸上的笑容也让人看到“代建荣们”坚持的理由。

———摘自 2012 年 9 月 10 日《都市时报》报道《五华
区教师代建荣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何桂琴：浓“琴”爱意撒回乡

代建荣:
把残障孩子推向世界舞台

人物档案： 福建医科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护理学院院长，第 43 届
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事迹
解读

人物档案： 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枳
沟小学教师， 曾荣获山东省特级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姜小鹰：
南丁格尔的追随者

人物档案：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
区新萌学校教师， 是中国西部
唯一的国家特奥讲师、 高级教
练员。 曾荣获全国特奥工作先
进个人、国家特奥讲师、云南省
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事迹
解读

吕映红：
留守孩子的“老师妈妈”

事迹
解读

人物档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梁
銶琚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曾获
2007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
赛教师组第一名 ，2011 年被广东
省人民政府授予中学特级教师荣
誉。

事迹
解读

人物档案：西南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著名心理学家。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奖、重庆市教书育人楷
模等荣誉称号。

事迹
解读

人物档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回
民中学教师，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
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宁夏回族
自治区师德先进个人、 民族团结先进
个人、先进工作者、创先争优优秀党员
等荣誉称号。

事迹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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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不管身穿白衣，还是走上讲坛，她都要对生
命负责。 作为中国首位获得南丁格尔奖的护理教育工作
者，她使护理成为一种艺术，又把奉献变成一种职业。

人物心声：“南丁格尔是我的偶像， 无论在临床护理
工作还是在护理教育岗位上，我始终以护理为荣。 ”

“因为热爱，因为责任，选择教师，选择护理。 我坚守
平凡，无怨无悔，让我的生命体现了价值。 ”

颁奖词：庄稼人，庄稼地，她把留守儿童当成自家的
苗。 她像园丁，除去孩子们心里的野草；她是教师，既要
教书，更要育人。

人物心声：“做学生的‘老师妈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
孩子来教育。 ”

“赏评是最好的‘教法’，学生是最好的‘老师’。 ”

颁奖词 ：他常常漫步在校园 ，把聊天当作课堂 。 他的散
步式教学 ，善于捕捉思想的闪光 。 作为心理学的大师 ，他研
究的是人格 ，激荡的是心灵 。

人物心声：“做科学研究最需要的品质是严谨治学， 一丝不
苟，宁愿慢些，但要好些。 ”

“我十分赞赏铁人王进喜艰苦奋斗的打井精神，不喜欢东挖
一个坑西挖一个坑那种浅尝辄止的浮躁做法。 ”

颁奖词：19 年风里雨里，他把残障孩子们推上冠军
领奖台。 那一刻，最闪亮的不是金牌，而是一个道理：特
殊教育既塑造人的身体，也塑造人的灵魂。

人物心声：“特殊教育不仅是生命的精神活动， 更是
一种文化责任，其根本使命是要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发挥
生命潜能，引导生命发展，提升生命质量，促进生命的解
放和实现。 ”

颁奖词：工人出身，使他保持着务实的作风。 不眠的深
夜，他努力寻找课堂的灵感。 手把手，心贴心，职业教育的
关键，除了务实，就是真情。

人物心声：“在职业学校当教师是我的缘分，选择了职
业教育，是我的享受和幸福。 我要争取在职业教育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 ”

“我的人生有三爱：爱专业、爱职业、爱学生。 ”

颁奖词：不是亲人，却有恩重如山的承诺；不是富翁，却拥有
情深似海的重托。 当贫困学子们一朝梦圆，她改变的是一个家庭
的命运，点亮的是无数人的希望。

人物心声：“我还记得，父亲教我识字时，教的第一个字就是
‘真’。 他说，生而为人，无论处事做人，凭的就是一个真，真真切
切，不哄不骗，脚踏实地。 ”

“倾心资助事业，这是我的职责，必须负起责任，不得有任何
推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