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干好了， 才能增强职
工对工会的信赖！” 丰台右安门
街道总工会主席张兴林感慨地
说。

职工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怎
样服务？ 这成为张兴林时常琢磨
的一个问题。

去年 ， 一个社区搞民俗活
动， 张兴林去观看时， 发现里面
有个项目叫 “推铁环”， 儿时的
回忆立刻涌上了他的心头。

“对于70后 、 80后来说 ， 可
能 ‘推铁环’ 是儿时回忆中重要
的一笔 ， 如果搞一场趣味运动
会 ， 把 ‘推铁环 ’ 设为其中一

项， 会不会很受职工欢迎？”
说干就干 ， 2014年11月份 ，

丰台右安门街道职工趣味运动会
举行， 200多人参与， 推铁环是
其中一个比赛项目， 此外， 还有
定点投篮 、 自行车慢骑 、 掷沙
包、 踢毽子、 跳绳等项目。

“别人的自行车比赛都讲究
速度， 我就想， 反其道行之， 比
赛谁骑得慢， 会不会更有趣？ 趣
味运动会嘛， 一定要在 ‘趣’ 上
下功夫！”

比赛当天， 听到有推铁环 、
掷沙包等比赛项目， 很多职工都
表现出兴奋、 跃跃欲试的劲儿。

“有的职工铁环推得很娴熟，
有的推着推着， 人还在后面呢，
铁环早跑到了前面！ 掷沙包环节
上 ， 职工们也是开心地跑来跑
去！ 这些项目勾起了很多人的回
忆， 大家在重温的时候感受到了
一种别样的快乐！”

除了能勾起回忆的推铁环 、
掷沙包项目， 整个趣味运动会还
有传统的集体项目拔河比赛。

“我觉得拔河是最能体现团
队合作意识的比赛项目了！ 大家
为了集体的荣誉， 使出浑身的力
气， 在那一刻， 大家的集体荣誉
感深深增强了。”

“‘服务’ 要围绕职工身心健
康来！ 要让职工的身心都得到很
好地给养、 锻炼和补充！ 除了运
动会， 今年我们准备搞一场读书
征文活动！”

右安门街道总工会的职工书
屋目前藏书3000多册， 书屋面积
有40多平方米。 如何充分发挥书
屋作用， 让职工从书屋中受益促
使张兴林决定组织一场读书征文
活动。

“职工可就自己喜欢的一本
书， 写写读书体会， 通过征文活
动， 督促大家看书， 同时检验大
家的读书效果！”

奖章背后的故事

举办职工文体比赛从“趣儿”上下功夫
丰台右安门街道总工会主席张兴林

■首都工会人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为了备好课，她反复阅读教材，称之为“煮书”
■每次上课前，她自己先学先写，称之为“下水”
■依托新学案，她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填顺义项目空白
■她就是顺义区教育研究考试中心小学教研室副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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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孔凡艳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教材讲过十几遍 教案从来不重复
掐指一算， 孔凡艳走上教师

岗位正好是30年。 1984年她毕业
于顺义师范学校 ， 在教师岗位
上 ， 孔凡艳力求讲出自己的风
格 ， 在东风小学任教 10年后 ，
1994年成为小学语文教研员， 现
任顺义区教育研究考试中心小学
教研室副主任。 30年来， 孔凡艳
获得了北京市首批市级骨干教
师、 北京市学科带头人、 北京市
优秀教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诸多荣誉。

以身作则
要求学生的自己先做到

不管是当老师还是教研员 ，
孔凡艳始终坚持 “讲出自己来”。
“煮书” 和 “下水” 就是她的两
个 “法宝”。

“煮书 ”， 即反复诵读文本 。
她自己讲课时这样做， 指导教师
讲课时这样做， 就连到学校去听
课也要这样做 。 为了评好一节
课， 孔凡艳要求自己头天晚上反
复 “煮书”。 一次， 她到一所学
校去听 《珍珠泉》， 为了评好这
堂课 ， 听课前的晚上 ， 她 “煮
书” 15遍， 把那篇课文读得烂熟
于胸， 直到读出了自己的感觉。
她说， “对课文独特且深刻的解
读是需要这样 ‘煮 ’ 出来的 ”。
平时即使为了出好一个短文测试
题 ， 她也要翻一大摞的相关资
料， 从资料中选了又选， 比了又
比， 还要请同组的每一位教研员
去帮助审查。

孔凡艳一直保持着身体力
行， 亲自给老师做示范的习惯。
她称之为 “下水 ”。 当教师时 ，
她亲自自学课文， 写作文， 并完
成课后习题； 当了教研员以后，
她也坚持亲自备课和上课， 有时
候还会针对同一内容做出几种不
同的教学设计， 以适应不同老师
和学生的需求。

“亲自做示范是因为我知道
老师们需要什么。” 在指导青年
教师参加北京市 、 全国评优课
时， 孔凡艳也不仅停留在口头指
导上 ， 而是亲自设计教案并上

课， 老师们从中得到了更直观、
更有效的指导。

孔凡艳的徒弟顾雪莲对此深
有体会。 那次离市级教材培训观
摩课的录课时间还有两天， 顾雪
莲的试讲却还不尽如人意。 夜晚
11点左右 ， 她正对着课文 “发

呆”， 电话那头传来了师傅孔老
师的问候： “课备得怎么样了，
你太累了， 先睡吧。” 凌晨6点，
短 信 声 又 把 她 叫 醒 ， 孔 老 师
让 她 查收邮件 。 打开邮箱 ， 顾
雪莲收到的不仅是建议， 更多的
是感动： 邮箱里两封邮件， 一封

发自凌晨2点 ， 一封发自凌晨5
点。 孔老师用两种思路设计供顾
雪莲参考 。 “可想而知 ， 那一
晚， 师傅彻夜未眠。” 徒弟顾雪
莲说。

爱岗敬业
教了几十遍教案不重复

工作中， 孔凡艳总是用高标
准要求自己。 高年级的教材她讲
过十几遍了， 但教案从来没有重
复过； 她手头上即使有三件五件
的工作， 也能件件做到精致； 婆
婆重病住院的5夜6天她仅睡了几
个小时的觉， 白天指导老师评优
课没有耽误过一次； 面临200人
的教育部阅卷她没敢去医院看得
了滑膜炎的腿， 担心医生扣下自
己， 丢下大摊子的工作……如此
努力， 孔凡艳的动力何在？

孔老师告诉记者， 走上三尺
讲台不久 ， 她就喜欢上了这个
“孩子王” 的工作。 而对孔凡艳
触动最大的， 也可以说使她认识
到教育不仅是一份职业， 更是一
份事业， 源自于2000年9月北京
市教委组织的 “西部开发、 支援
内蒙古 ” 首批讲师团的一次经
历。

孔凡艳向记者讲述了当时隆
重的欢迎仪式， 狭窄的路上， 先
是老人、 孩子、 妇女……然后是
端庄立正的学生， 整齐地排列在
路两侧， 每张面孔上都洋溢着热
情的笑容， 然后齐齐喊着欢迎口
号。 听课时的场面更让孔凡艳大
吃一惊。 原定的是三四十名老师
听课， 可是当她来到讲课的大教
室时， 发现偌大的教室居然坐满
了老师。 后来得知， 一听说首都

的老师来讲学， 当地很多老师都
主动提出到现场来观摩。 有的甚
至由于家住得远， 几天前就开始
动身……

孔凡艳说： “当时目睹内蒙
古人民夹道欢迎的队伍、 师生们
渴望的眼神， 以及当地老教研员
热泪盈眶的话语， 都让我的心灵
受到了震撼———原来平凡的小我
干的竟是教育的大事业！” 那次
讲学后， 孔凡艳说她才真正明白
了教师工作的真正涵义， 从此对
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

积极创新
依托学案培养学生能力

孔凡艳认为， 作为学科首席
教师、 语文团队的牵头人和名师
工作室的主持人， 建设教师队伍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着课
改的脚步， 身为教研员的孔凡艳
关注 “对话” 课堂的研究， 指导
教师在以不同角色解读文本的基
础上， 探究出学生研读文本的过
程与策略。

此外， 孔凡艳名师工作室还
将 “小学中高年级语文课堂教学
依托学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研
究” 作为课题， 在北京教育学会
正式立项。 四年来， 她带领参与
研究的一批老师逐步把设想变成
现实， 通过 “学案导学” 的新型
教学模式， 实现了学生个性化学
习和立体感悟课文的课堂效果。
这项创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
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其核心 “依
托学案培养自能阅读能力的研
究” 荣获了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一等奖， 填补了顺义区该项
目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