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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40岁,快递员。
2012年， “北漂” 快递员窦

立国和朋友发愿为贫困地区的孩
子送书。 他们说到做到， 两年多
来把社会捐书送往全国各地， 建
了14所乡村图书馆。 他们还把近
20万件捐赠衣物一件件整理、 打
包， 发往全国各地需要的地方 。
现在，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他们的公益小组。

窦立国
女， 44岁， 东四邮电局投递

员。
姚平投递的区域老旧平房院

多， 有多位空巢、 孤寡病残老人
日常生活无人照料， 她就自制了
“亲情服务卡” 发给他们。 此外，
她还花钱 、 花时间为老人们搬
煤、 包饺子、 送绿豆汤， 她的手
机保持24小时开机， 老人们有需
要随叫随到。

姚 平
女， 42岁， 北京龙湾巧嫂果

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亚利坚持 “一切为农民增

收 ， 一 切 为 客 户 服 务 ” 的 宗
旨 ， 靠诚信经营把自己的品牌
做 大 做 强 。 她 组 织 社 员 学 习
绿 色 防治病虫害知识 ， 建立农
药残留检测室， 亲自监督包装，
保证客户吃上安全、 健康的农产
品。

张亚利
男 ， 73岁 ， 通州区梨园镇

居民 。
张津生外出总是随身带着

硝酸甘油和神宁药液 。 今年 4
月 ， 在飞往南非的航班上 ， 有
个外国男人突然发病 ， 他确认
此人和自己突发心脏病时的症
状相似 ， 便冒着风险出手 ， 用
这两种药救醒了那个外国人 ，
并拒绝了合12000多元的酬谢 。

张津生
男， 54岁， 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 北京
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17年前， 他把代表着功能脑
病治疗尖端技术的 “细胞刀” 技
术引入国内， 使帕金森病手术治
疗的有效率明显提高， 让数千例
患者恢复了生活和工作能力。 17
年来， 他的团队为中外功能脑病
患者提供了最先进的治疗手段。

李勇杰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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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互动教学培养大批物理“粉丝”
———记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郑蔚青“物理学科内容包罗万象 ，

既有系统、 严谨的理论， 又与生
产生活实际紧密相连， 还有丰富
多彩的演示实验和课外科技活
动。 作为物理教师， 不能把学生
培养成知识的容器， 更不能把学
生培养成做题的机器， 而是要以
物理知识和科学方法为载体， 把
学生培养成热爱科学 、 相信科
学、 会运用科学甚至能创造科学
的有用之才。” 8月20日， 记者见
到了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物理
教师郑蔚青， 她曾荣获北京市骨
干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北京
市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今
年她被授予 “北京市先进工作
者”。

机缘巧合
走上物理教学之路

“我做教师既偶然也必然 。”
郑蔚青向记者讲起了她从事教师
行业的渊源 。 偶然的是 ， 上学
时， 她一直没有想过报考师范院
校， 但高考前突然有一个保送上
师范大学的机会。 由于她是连续
三年的优秀干部 ， 符合保送条
件。 几乎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这
次既能上大学又不用参加高考的
机会太难得了 ， 在大家的劝说
下， 郑蔚青同意了保送。

有些必然的是， 她妈妈是教
师 ， 爷爷和姥爷也都曾经是教
师。 “看来我早晚也会进入 ‘师
门’。” 郑蔚青笑着说。

1996年， 大学毕业的郑蔚青
来到工大附中任教。 工大附中离
她家很远， 每天上班骑自行车需
要1个小时。 当时她可以选择到
离家比较近的学校工作， 但工大
附中是她高中时的母校， 这里的
一草一木她都熟悉， 并且对学校
有很深厚的感情。

“时至今日 ， 我越发觉得自
己当初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工
大附中就像一片洁净的沃土， 19
年来我在这里吸食养分， 在这里
生根发芽， 在这里茁壮成长。 我
也是在这里确立下我人生的目
标———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 望
着熟悉的校园， 郑蔚青认真的点
了点头。

从参加工作至今， 郑蔚青一
直担任高一至高三年级的物理教
学工作， 担任班主任6年 ， 2003
年至今先后担任学校教科研室副
主任、 主任和教学处副主任、 主
任， 主要负责学校教育科研、 教
师专业发展、 教学质量监控、 课
程建设等工作。 然而， 在担任行
政工作至今， 她一直没有离开一
线教学， 并且近五年中有四年在
高三任教。

老校长的信任
让她更自信

郑 蔚 青 说 自 己 是 幸 运 的 ，
1996年的工作生涯刚刚开始， 就

担任高中两个班的物理教学并担
任班主任， 而且把这届学生不间
断地从高一带到高三毕业。 “对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能有这
样的锻炼机会实属难得。”

2000年的10月17日、 18日是
让她难忘的日子， 因为在这两天
里， 她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完
成了参加工作后的一次大跨越。
10月18日， 学校要举办一个市级
课题的教学现场会， 现场会上将
有三位老师做公开课， 其中一位
是郑蔚青的业务指导老师， 她称
之为师父。

“我师父是学校参与这一课
题的负责人， 17日一整天她都在
忙着准备公开课和会务， 可能是

由于过度疲劳， 下班前她不小心
摔了一跤， 而就是这一跤造成了
她的右手腕粉碎性骨折。” 郑蔚
青回忆说， 当时校领导和课题组
的老师们都非常着急， 师父表示
坚持明天带伤上阵， 而大家的意
见是把这节课取消。 “这时老校
长望了我一眼， 我不由得心跳得
厉害， 莫非校长要让我上？”

郑蔚青说自己不敢再想下
去， 可老校长果然是这么想的，
他说： “王老师伤得很重， 坚持
上课有危险， 我看可以找位老师
替她讲这节课。 小郑， 你来上怎
么样？” “我？ 我行吗？ 这可是
市级公开课啊。 况且我连王老师
的试讲都没来得及听。” 郑蔚青
有些迟疑地回答道。

“我觉得你行， 没听过试讲
刚好不受限制， 你参考一下王老
师的教案 ， 再融入你的理解去
讲。 小郑， 救场如救火， 这对你
来说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会，
勇敢些， 只要你把这节课讲下来
就是成功！” 校长又一次用殷切
的目光注视着她， 他的信任仿佛
又为郑蔚青注入了力量。 “我的
信心和勇气一下子涌上来， 便用
力点头答应了下来。”

在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后，
18日上午， 郑蔚青不仅成功地讲
了这节课， 还替师父在会上作了
发言， 获得了与会教师和专家的
好评。 从那天起， 郑蔚青说自己
感受到了很大的变化： “比以前
更自信了， 凡是遇到具有挑战性
的工作， 我从不退缩， 而是冷静
地想办法、 大胆地向前冲。”

互动教学
培养了大批“粉丝”

“1976年， 唐山大地震， 北
京这边有震感吧， 可你们谁见了
唐山人民坐着地震波来北京了？”
学生一片哗然， “那是谁说质点
会随波传送的？ 一样的道理嘛。”
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 而波的传
播也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生动的
展现给了学生。

实验的物理 、 生活化的物
理、 有情景的物理， 这就是郑蔚
青奉献给学生们的物理课程、 展
示给学生们的物理学科。 在她看
来， 物理教学最重要的是要培养
学生实事求是、 善于发现、 勤于
思考、 敢于质疑的习惯和品质。

“若干年后， 当学生把当初
学过的所有做题的方法都遗忘的
时候， 那时所能沉淀下来的才是
最宝贵的东西， 才是使其受益终
身的， 而这就是科学素养和科学
精神。” 郑蔚青放下手中的水杯，
略显严肃的说道。

在十多年的科研探索中， 郑
蔚青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
对物理教学的方法 ， 郑蔚青认
为， 实验是给学生建立起清晰的
物理表象， 使学生产生完整的思
维印象， 而物理教学要以实验探
究为突破口， 着眼于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 对于不具备实验条件
的理论学习， 教师应该注意创设
相应的情景， 让物理理论由抽象
到形象。

虽然她已教过很多轮高中物
理课程、 带过九届高三毕业班，
但她从不使用重复的教案， 每一
节课都是根据具体的学情精心设
计。 “在做教学设计时， 我给自
己定了一条底线， 那就是这节课
可以没有慷慨激昂， 可以没有诙
谐幽默， 可以没有妙语连珠， 但
是不能没有针对性的启发诱导，
不能没有师生间和生生间的思维
碰撞， 更不能没有学生们的主动
参与。” 郑蔚青说， 她努力通过
引导让学生想， 让学生做， 让学
生说， 让学生展开思维的翅膀 ，
使学生不再怕学物理而是喜欢物
理、 热爱科学。

正是本着这样的指导理念，
她的物理课成为了学生们最感兴
趣的课程之一， 在她的课堂上，
物理学习成为了一件十分快乐的
事情， 学生们成了物理学科的忠
实 “粉丝”。 她所教班级的物理
成绩在全区名列前茅， 她辅导的
十几名学生曾在全国物理竞赛中
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