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铁10号线国贸站区， 提
到劲松站值班站长邓金香， 大家
都会给出很高的评价， “她可是
站区的英语高手”。

2010年， 邓金香来到地铁10
号线国贸站区 ， 成为一名票务
员。 在国贸站区， 常常会遇到外
国乘客， 在票务岗位这点尤为突
出。

一次， 在售票时， 一位外国
乘客向邓金香问路。 但因为英语
水平不强， 邓金香没有听懂这位
外国乘客的意思 。 “觉着很惭
愧， 还是其他乘客帮忙解答的。”
邓金香说。

这次经历让邓金香感悟很
深 ， “英语水平要赶快提高上
来 ， 服务才能跟得上 。” 于是 ，

她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在职本
科， 在休息日狠补英语。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 平时
要完成忙碌的工作内容， 休息中
还要到学校上课， 这种安排会让
一般人难以接受。 邓金香一直坚
持三年， 直到完成学习。

训练口语水平是邓金香学习
的重点， “出去完成功课， 休息
的时候， 我会在学校的外语学习
角练习， 找外国人对话。” 刻苦
的训练， 让邓金香的英语水平迅
速提高。 “在职本科毕业时， 已
经达到口语中级水平。” 2011年，
她还荣获 “北京市民讲外语典型
人物奖” 第二名。

英语水平的提高， 让邓金香
的工作变得更为顺畅 。 不仅如

此， 她还多次用外语帮助外国乘
客解决过困难。

一次， 邓金香正在售票处工
作。 这时， 一位外国乘客焦急地
来到售票窗口。 在用英语简单的
沟通后， 邓金香了解到这位乘客
的钱包丢失。

“她说可能丢在团结湖站 ，
我就赶快和值班站长联系， 还不
断地安慰她不要着急。” 邓金香
说道。 最终， 乘客的钱包找回。
不久后， 邓金香还收到这位外国
乘客送来的英文感谢信。

这次帮助外国乘客的经历 ，
让邓金香更体会到英语的重要
性。 站区的领导也了解到站区这
位英语高手的存在， 还给她布置
“额外” 工作内容。

“领导让我将地铁实用英语
中， 和工作相关性强的内容总结
出来。 然后在班前点名和开会前
教大家。” 邓金香说道。

2012年， 邓金香担任地铁10
号线国贸站区劲松站值班站长。
岗位变化， 但是她仍旧带着班组
的人员继续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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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不仅是个有目标、 上档次、 成系统的概念， 而且是人们可以为之奋斗一辈子
的职业。 个人的 “事业” 应能满足全人类的精神需求， 同时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 并由
此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事情多么复杂， 不管收入或多或少， 只要认为
有价值， 就会全力以赴。 ———宁玲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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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玲：三尺讲台前体会快乐人生
“职业是工作、 事业是追求、

敬业是责任、 乐业是情绪。” 是
宁玲的座右铭。 作为中华女子学
院计算机系系主任， 在33年的教
师生涯中， 她兢兢业业， 将教书
育人当作事业来追求， 在敬业中
找到人生的价值与快乐。 作为院
工会副主席， 大家给她的评价则
是： 工作积极主动、 善于倾听教
职工心声、 及时反映实际问题、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建计算机系
探索特色教学之路

“师 者 ， 传 道 授 业 解 惑 者
也 。” 这是古人韩愈在 《师说 》
中的一句话。 已经在教师岗位工
作33年的宁玲对这句话， 有着自
己的理解。

“所谓 ‘传道’， 就是要求教
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 将正确
的人生观与职业观传授给学生，
以便完成 ‘德育’ 的职责； 所谓
‘授业’， 就是要求教师通过自己
的课堂教学， 将科学的知识与专
业的技能传授给学生， 以便完成
‘智育’ 的职能； 所谓 ‘解惑’，
就是要求教师通过自己的价值观
和审美观， 提高学生抵制人生中
各种诱惑的能力， 以便完成 ‘美
育’ 的职能。” 宁玲说道。

计算机系是中华女子学院唯
一的工科系， 也是国内为数不多
的以培养女性IT人才为主的本科
专业。 1985年宁玲来到中华女子
学院， 2004年学校计算机专业开
始招收本科生， 也是在这一年，
宁玲开始担任中华女子学院计算
机系系主任。 11年中， 她体会着
“传道 、 授业 、 解惑 ” 的意义 ，
也完成着这个使命。

聊到计算机这个专业， 在一
般人看来， 这是个男性更为适合
的专业。 在建系之初， 也有人担
心， 提出疑问： 女孩子适不适合
学计算机这个专业？ 但有着一股
子拼劲儿的宁玲 ， 在疑问中前
行， 和同事们把计算机系本科专
业建起来。

1987年， 中华女子学院拥有
第一批电脑。 几年后， 学校配备
了教学电脑， “很多都是老师们
买配件自己组装起来的。” 宁玲
回忆。

“不仅要建计算机本科专业，

还要为全校的学生开设计算机基
础公共课程， 更要走出中华女子
学院特色计算机教学之路， 培养
应用型女性人才 。” 宁玲说道 。
针对计算机基础公共课程， 结合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和理工学科的
特点， 宁玲采取分类教学的新方
法， 亲自带领课程小组， 从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法， 到实践和评价
方式， 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不仅如此， 宁玲还带领老师
们一起编写教材， 改进实践教学
环境、 建设网络教学系统、 建立

网络题库系统。 由她主持的 “培
养女性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可持
续性研究” 等， 获中华女子学院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 主编的
《计算机应用基础》 获中华女子
学院 “精品教材”。

精心培养
学生在大赛中取得桂冠

宁玲认为， “事业” 不仅是
个有目标、 上档次、 成系统的概
念， 而且是人们可以为之奋斗一

辈子的职业。 个人的 “事业” 应
能满足全人类的精神需求， 同时
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 并由此
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在这个过程
中， 不管事情多么复杂， 不管收
入或多或少， 只要认为有价值，
就会全力以赴。

“在我走近女子学院 ， 选择
教师这个职业， 女子教育就成了
我所追求的事业 。” 宁玲说道 。
在中华女子学院工作的30年中，
她经历着学校几次跨越式的发
展， 也为学校的发展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多年来， 宁玲始终在探索具
有女性特点的计算机人才的培养
之路。 对此她深有感触： “与大
部分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不同， 女
子学院计算机系的学生大多不是
冲着这个专业来的， 因为从社会
到家长都认为女生不适合学计算
机。”

面对这个问题， 宁玲与计算
机 系 的 教 师 们 不 回 避 、 不 退
缩 ， 从制定和实施培养方案的
点点滴滴做起。 课程的设计、 实
践的教学、 小学期的开展、 校企
结合的方式 、 大学生的创新项
目， 以及每年的 “暑期社会实践
报告会”、 “科技文化节”、 “师
生趣味运动会”、 “新年师生联
欢会”， 每件事都凝聚着她的汗
水和智慧。

“我 们 要 建 立 特 色 教 学 之
路。” 宁玲说， “中华女子学院
的计算机系不是单纯的编写代
码 ， 而是要寻找自己的发展之
路， 融入女性特点。 计算机系的
女生入学以后， 要开设美术设计
基础课程， 这个课程的内容在一
般工科学校没有。 设置这门课，
是考虑到女孩子的审美独特， 了
解美术基础结构的设计， 还有色
彩搭配知识， 会让她们在设计网
站时， 更有优势。”

在教学中， 学生们的成长让
宁玲无不骄傲和自豪。 在她和教
师们的精心指导下， 在强手如林
的 “中国计算机设计大赛” 中取

得一、 二等奖的好成绩。 “计算
机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时， 找工作
确实遇到不少困难， 用人单位听
说是女子学院毕业的， 会有疑问
女子学院怎么还有计算机系。 后
来， 毕业生在工作中的表现， 让
用人单位转变看法。 就业率则从
第一届到现在第七届， 一直保持
着100%。” 宁玲自豪地说。

热心付出
组织活动丰富教工生活

在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同
时， 宁玲的真诚、 热情、 豁达和
组织能力深受学校广大教职工的
信任， 她也被推选为院工会副主
席。 工作积极主动、 善于倾听教
职工心声、 及时反映实际问题、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工会工
作中， 大家给宁玲这样的评价，
把她看作是知心朋友。

为提高教师们的教学水平 ，
宁玲与校工会的人员， 组织 “青
年教师的教学基本功竞赛”； 为
提高教职工的身体素质， 她与校
工会的人员 ， 组织 “学校运动
会”、 “广播体操比赛” 各项工
会活动 ； 为丰富教职工课余生
活， 她还组建 “健身操队”， 担
任负责人。

“2002年中华女子学院教工
健身操队成立， ‘健康、 快乐’
是健身操队的宗旨， 健康是通过
活动让大家身体更棒， 快乐是让
大家心理更棒。” 在13年中， 宁
玲坚持每个活动日都会提前赶往
活动地点， 开窗、 打开视频设备
……保障队员们活动顺畅。 这个
健身操队让教工们的午休变得多
彩。

不仅如此， 宁玲还利用休息
时间， 为教职工的 “博雅课堂”
讲课， 针对办公表格处理中的实
际问题进行讲解 。 认真编写讲
义， 受到教职工好评。

“做这些 ， 我不觉着辛苦 ，
反倒很快乐。 实现着 ‘快乐工作
每一天’ 的价值观。” 宁玲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