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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师者践初心不忘教育担使命
——一个在疫情与病情期间坚守教书育人工作站位的故事

罗　珺　熊青珍　彭翠峰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光阴如梭，她坚守在职业教育教学一线岗位 27 年了。

27 年传道授业，27 载教书育人，默默无闻、润物无声，付出了真

情，也得到了爱的回报。年龄在变，阅历在变，但不变的是她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2020 年春节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席卷全球。这期间，许多白衣执甲，逆行援鄂，肩负使命，坚定

地成为人民健康的“守护神”。他们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是她们

学习的楷模。从最美逆行者的群体中，理解了责任和担当。这期间，

不曾想到，她也由于在 2019 年底参加学院羽毛球团队赛中扭伤后

随着伤势的越来越严重，使身体也本能地也“爆发”了一场“革命”。

面对疫情，做好防控，责无旁贷。面对病情，坚守岗位，做好教

书育人的本职是她在这场疫情与病情工作的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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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心不改，与祖国共同成长

在这场疫情初期，面对双腿行走困难、双手关节的肿痛，拖

着无力的身体，积极响应学院的战疫作品征集活动，带头思考创

作作品。她用自己专业的语言，借青花瓷的魅力，彩陶文化的更

古印迹在瓷盘上坚强地绘制着战疫英雄们的故事，终于在 2 月 19

日完成了原创作品《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在疫情期间充分与“逆

行者”共情，感受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担当。

二、共克时艰，以美育铸魂育人

当新冠肺炎疫情还在继续，虽然学校教育被按下了“暂停键”，

但教育始终没有停止。记得刚开始上网课之初，面对病痛的折磨

以及授课任务，她仍然以岗位为站位，以实干践行初心，以行动

担当使命。开始认真选取授课平台，熟悉运用平台，坚守在线上

平台跨越空间阻隔为学生上课，在教书育人平凡的岗位中努力完

成着平凡的教学工作。

在专业课《材料工艺学》中带领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

材质之美，积极与企业沟通，将横向项目导入课程中，利用线上

教学与企业设计师合力指导，反复修改方案，与授课班级师生共

同参与完成了课程期间合作的横向项目，使同学在实战项目中，

加深对材料与工艺的认识。课程后的展示《材料工艺学》课程汇

报展——线上创作也灵感满满分就分享了这个过程。

不会忘记那一天，她通过前期及时的向学院领导报备病情况

及在领导的叮嘱、工会的关怀、系里同事的关心下，于 4 月 21 日

做好了全面防护工作。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扭伤 + 风湿关节炎。

当时医生要求立即住院，但那时正好她的网课还有没结束。

在病情较严重，又不耽误课程的情况下，经过与医生协商，

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办理入院，当医院的护工推着坐着轮椅的她

做完各项检查后回到病房（因为疫情特殊时期，家人没能进入陪

护），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又假装没发生任何事而为学生上课时，

主治医生的一句话使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个不停：“老师，您也

太敬业了，也要对自己好点……”

也不会忘记那天她“躲”在医院的过道边参加云毕业答辩的

一幕。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刻，今年的毕业答辩也是在疫

情防控的第一线。

那天，没等医生查完房，就“躲”在医院某安静的过道边参

加云毕业答辩……她知道尽管今年的毕业答辩形式发生了变化，

但通过毕业答辩的内容含金量却不能变。

她明白这个毕业答辩对学生们是一个新的起点，是需要“郑重”

的仪式。在这个特殊的云毕业答辩中，更要让他们对学校有眷恋、

对老师有感恩，对未来有憧憬。

于是，在答辩之前，她提前与系里老师选取平台，进行分组

演练和设计，完善答辩细节。为了顺利给大家呈现完美的线上毕

业答辩，与老师们通力合作，无缝对接地使全系学生顺利通过了

毕业答辩。

在第一期治疗刚出院回到家后的第二天，她受到学校工会主

席的邀请，询问能否举办线上“六一”亲子手工活动。她想到特

殊时期举办这样一场亲子活动的重要性，似乎看到课堂上一双双

渴望求知的眼睛，涌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于是，她欣然答应，随后与工会老师们精心策划进行《家！

有“泥”更精彩！》的线上亲子活动，并特意将活动安排在 5 月

31 日。因为，此时只有她自己明白 6 月初要返回医院住院复诊。

在接下来时间里，她结合多年组织亲子手工活动的经验和孩



168 Vol. 3 No. 12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研讨与培德

子们的实际，用心制作了 PPT，设计了多种深度不一的教学方法，

借助对搓、捏、揉、盘等多种技能的灵活运用手法引导参与亲子

活动的家庭以情感为主线，以爱家为核心，以培养儿童素养为目标，

借手中的彩泥，从如何盘活一条“泥”的造型出发引导发散思维，

自由创想。

通过对基本方法与基础色彩的了解与学习，在动手实践的过

程中运用创新创意而进行的实践操作，见证泥的魅力与力量，也

从中收获更多的“美”，孵化出更多的“美”，把“美”带进家庭，

带进亲人的心田里。

三、苦战过关，以科研反哺教学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她深知打铁先得自身硬，带队伍、创佳绩。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她用自己的诚心、细心和操心，去换取大家的放心。将忘她

的工作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摆在首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这是她一直来的从教理念，也一直注重自身专业素养提升，积极

参与和主持省市各级课题研究，她一辈子用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潜心她的教学科研，从未离开过讲台。

常常“细嚼慢咽”地梳理完所有教学重难点后及时撰写教学

体会，她调入新工作岗位近五年，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发表教学科研论文 15 篇，主持国家教育部、省级以上科研、教改

课题 4 项；完成横向项目 4 项，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12 项；指导学

生获得大学生创业项目 8 项，指导学生参加各级专业比赛 11 人次

获奖，获得 4 次教学质量奖、年度考核优秀 3 次、工会积极分子

称号 2 次、1 次“三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

荣誉在身的她并没有止步不前，更是用力地撑起了团队中的

开拓创新大旗，带头将团队的教学科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她一方面有效地架构了清晰的团队成员角色，以科研反哺教学，

充分发挥教师优势。如利用 9 名教师中就有 7 为在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学习或访学的海外经历，为学生举办多场学术沙龙活动帮

助学生提升国际视野。另一方面，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指导年

轻教师的课堂，辅导教师申报科研项目，助推他们在教学、科研

等方面成长。

记得疫情期间的第二次住院，刚回到家没几天，正是学校提

交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书的关键时期，学院有 4 位老师向她请教，

都给予不同建议和参考意见，特别开线上腾讯会议室单独指导青

年教师蔡老师修改教学发展示范教师项目申报书，在长达一个半

小时之久的沟通交流中认真研究申报书的每一细节。最后，蔡老

师成功获得 2020 年教师教学示范项目立项。当收到 3 位老师发来

的告知获得立项的信息时，她的心里乐开了花……同时，指导学

生参加广东省“双创杯”平面设计职业技能大赛活动，获得了“优

秀指导老师奖”。

四、砥砺奋进，为专业发展护航

一枝花开不是春，满园春光方为春。善于强化群体协作意识

和合作精神，为专业发展护航。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担任系主任

职务，很快就进入角色。那时正是她校本科院校评估工作之际，

在学院领导宏观调控下，细致做好每项工作，认真组织团队编写

完成评估所需的各项资料，主笔完成本次评估报告的撰写工作，

使评估工作最终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并成功地对系的人才

培养方案设置等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实践与理论的教学模式，按

照学院的号召，成功组织全系老师完成了系所负责的三门网上课

程的建设和使用工作。

受疫情影响，毕业生面临实习难、就业难等特殊难题之际，

当看到第一次公布的就业率只有 16％的现状，为了提高就业指标，

在学院党委的指导下，顾不上生病的痛楚，带领团队以提升就业

率为目标，狠抓就业务服务工作。亲自制定就业指导作战计划，

倾力组建“就业推进工作小组”，创设“校企共融、产教结合”

就业交流平台，为同学们以线上沙龙的形式展开企业招聘宣讲以

及就业培训，连续开展了 4 场互联式的就业指导活动，深入发掘

和开拓用人单位，实现了创业就业双赢效果。在全系老师的坚守下，

产品系就业率以 100％的成绩完美收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带领她的团队收获了属于她们的“春天”。

团队已是建设有近两年基础的校级教学团队；《产品设计课程“双

师双轨立体互补”教学模式的探讨与实践研究》获得教学成果二

等奖；《产品设计专业》获得专业思政示范项目；也获得校级专

业思政团队项目；团队所属支部获得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样板

支部培育建设项目；团队成员获得教育部、省级、厅级项目 30 余项，

指导学生获得大创项目 30 余项。团队教师的学生教学评价平均分

超过 93 分。仅在 2018-2019 年学校教学质量奖奖励全校前 50 名

的获奖者名单中就有本团队的 3 位老师获得此特殊荣誉。

面对时代赋予的使命，她牢记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肩上的职责

和使命，始终坚持“课比天大”教育理念，将全部的心血都浇灌

在教育事业的沃土上。凭借对教育的赤诚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把爱心奉献给热爱的教育事业，用饱满的热情谱写更加优美的教

育篇章，带着无限的激情永远在教育事业的道路上跋涉着、耕耘着、

探索着、迫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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