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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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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房山区良乡第三小学校长沙晓燕

32年不离课堂的校长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纪海英

她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优秀德育工作者； 她是北京
市特级教师、 北京市杰出校长；
2009年10月1日， 她作为首都教
育界唯一代表光荣地成为国庆60
周年 “北京之歌 ” 彩车参展人
员 ， 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国庆游
行。 十天前， 记者采访她时， 一
切荣誉头衔让她用 “人民教师”
４个字轻松化解———“我只是一名
人民教师”。 她就是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 房山区良乡第三小学
校长沙晓燕。

小荷初绽
一片春霖育芳华

与沙晓燕交谈， 话题最多的
是孩子， 而每每提到孩子的教育
成长， 她总有说不完的话。 1984
年， 19岁的沙晓燕从师范学校毕
业， 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从少先
队辅导员到班主任再到校长， 这
一干就是32年， 即使是担任校领
导， 她仍然坚持走进课堂， 为学
生们讲课。

“如何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
下， 突出学生主体性的品德课教
学模式。 ”沙晓燕说，“经过不断地
调研、学习，我总结出自己特有的
教学方法。 可以概括为： 创设情
境、提出问题———自主探究、感悟
观点———实践体验、规范行为。也
就是教师在创设情景的基础上提
出问题， 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中
感悟观点，继而通过实践，自觉规
范自己的行为。 ”

“能钻、会钻、爱钻”是同事们
对沙晓燕的评价。 正是凭着这一
股子“钻劲”，沙晓燕不仅代表北
京市品德教师参加全国教学观摩
大赛并一举夺魁， 她的一些课堂

设计还荣获了市级表彰， 被收入
北京市教育资源库进行永久保
存。就这样，沙晓燕将一个小学的
思想品德课带上了全市乃至全国
的大舞台。

辛勤浇灌
百花齐放春满园

2003年， 沙晓燕来到了良乡
中心小学任校长。 角色、 环境的
转变， 给她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
一线教学到学校一把手、 从单纯
的业务工作到学校方方面面工
作、 从区直属校到乡属校， 管理
体制、 管理模式的不同给工作增
加了很大难度。 “学校地处区府

所在地， 虽然是中心校体制， 但
相邻的都是直属学校，老百姓也同样
具有高标准的教育需求…… ”沙晓
燕 跟 记 者 回 忆 起 初 当 校 长 时
的顾虑 。

“昨天的成绩只代表过去，
只有今天才属于自己。” 沙晓燕
说 。 她开始利用假期走访老教
师， 多次向前任校长及学校班子
成员请教； 召开干部座谈会、 职
代会征求意见； 争取各级领导的
指导、 帮助……紧张的工作虽使
她身心疲惫， 但信心却在不断增
强。 调研后， 她开始有计划地实
施管理计划： 利用 “教育创新工
程 ”、 “双争 ” 和 “校本培训 ”
等活动， 提高队伍素质； 以课程

教材改革为突破口， 加强 “四级
教研组” 及教育科研建设， 促课
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积极筹措
资金改善办学条件， 进一步加强
制度建设， 完善管理机制， 促进
了各项管理的规范化。 她注重学
校教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 不断
总结出 “大小结合， 优势互补，
骨干带动， 整体提高” 的农村小
学校本教研模式， 实施以团队学
习为核心的 “3+4” 教师专业发
展策略， 使教师专业素质得以大
幅度提升。

2014年， 沙晓燕来到良乡第
三小学， 她更加关注教师队伍的
培养。 搭建、 完善了市级学科工
作室、 班主任工作室、 区级科研
工作室， 培养出了一大批荣获市
区教学和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
奖的教师。 作为北京市小学特级
教师， 房山区教委成立了以她名
字命名的 “沙晓燕品德工作室”。

“课堂使我成长， 科研使我
成熟。” 沙晓燕说， “上课是我
的优势， 当校长应当发挥这种优
势 。 我的目的不是上了多少节
课， 听了多少节课， 主要是感受
课堂， 感受学生的学习习惯， 感
受班级管理 ， 了解学校课堂现
状， 获得第一手资料， 而不仅仅
是靠听汇报。”

大爱无痕
愿做春泥更护花

爱是教育的基石， 这是沙晓
燕的座右铭。作为一名校长，她的
心中永远装着孩子们， 希望孩子
们在学校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在学校这个大家庭中， 沙晓
燕待人接物总是那么细致入微，
有着母亲一样的情怀。 学校里有

3名家在外省市的年轻女教师 ，
长期在校居住， 沙晓燕就像妈妈
一样关心她们、 惦记她们， 不仅
关注她们业务上的成长， 对她们
生活上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大
到居住环境， 小到洗漱问题， 样
样考虑在先、 准备周到。 传统节
日到了， 把她们接到自己家中，
吃月饼、 包粽子、 煮元宵……让
她们感受家的温暖与亲人的关
爱； 长假时， 带她们到房山各处
名胜古迹参观、 游览， 使她们忘
掉寂寞。 在沙晓燕眼中， 她们就
像她的女儿，满心满眼都是真爱；
而在她们心中， 沙晓燕不是校长
而是妈妈，那么和蔼可亲、那么朴
实无华。

“沙校长并没有校长的威
严， 但她却有润物无声胜有声的
感染力。” “她平易近人， 耐心
细致 ， 上至中层干部 ， 下到工
友， 她都会放在心上， 使老师们
有了一种被认可 、 被尊重的感
觉， 大家荣誉感、 凝聚力大大增
强， 工作中再苦再累， 心里也舒
坦。” ……说起沙晓燕， 教师们
无不赞叹。

沙晓燕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
的眼睛， 更有善于思考的大脑和
细腻的心。 无论严寒酷暑， 沙晓
燕总是很早到校， 校园的各个角
落都有她身影 。 看似无心的一
瞥， 其实记录了很多， 看似悄悄
地走过， 其实思考了很多， 看似
只是简单的问候， 其实蕴含了很
多……正是这样的走动、 发现与
沟通 ， 学校才有了恶劣天气的
“照顾行动”、 特殊孩子的 “关爱
行动 ” 、 毕业学生的 “祝愿行
动 ”； 才有了全体教工的成长 、
管理人员的发展、 学校的成熟与
壮大……

———记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一部第六项目部技术质控部职工宣恒
入职八年炼成金牌导师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宣恒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内
敛。 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土木工
程专业的他， 现在在北京市政路
桥总承包一部第六项目部技术质
控部负责技术、 质控、 科技等方
面工作。 2010年、 2011年， 他获
得公司 “优秀新人” 称号； 2012
年 ， 获 公 司 职 工 技 能 大 赛
（CAD） 一等奖； 2013年， 获职
工技能大赛 （质控 ） 二等奖 ；
2015年， 获公司 “五好职工” 称
号 。 今年 ， 他又因带徒成绩出
众， 被单位评为金牌导师。

他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佳绩？
这还得从去年7月毕业季说起 。
当时， 总承包一部新一轮的 “导
师带徒” 活动开始了， 宣恒与新
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张涛结为师
徒。 从结成师徒那天起， 宣恒就
把 “高标准、 严要求” 的工作理
念灌输给徒弟张涛。

宣恒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多
年， 工作严谨， 业务素质高， 工
作态度认真， 但带徒弟还是第一

次 ， 为了不辜负公司领导的信
任， 他对徒弟张涛全身心、 无保
留地给予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上
的指导。 每个季度， 他都认真研
究学习计划， 并与徒弟共同制定
培 训 计 划 ， 确 定 培 训 进 度 ，
精 心 安 排 培 训 内 容 。 为 了 不
让 培训计划流于形式 ， 他要求
徒弟定期提交书面总结， 师徒双
方及时交换意见， 以检验实际培
训效果。

刚进入工作岗位时， 张涛对
工作难免有些无从下手， 宣恒结
合自己刚入职时的经验， 对其耐
心教诲， 告诉他要进入角色没有
捷径 ， 只能 “多看 、 多学 、 多
问 ” ， 他以身示范 ， 带着张涛
“看图纸、 读规范、 巡现场”， 分
析讲解日常技术工作的难点、 要
点， 循序渐进， 帮助张涛更快的
累积经验。 在上庄路南延道路工
程隧道基坑围护结构的支护桩施
工阶段， 只要是工作时间， 宣恒
都要求张涛跟在身边， 整个分项

工程的施工工序一遍一遍地熟
悉、 掌握， 从施工方法、 技术措
施、 质量控制要点等方方面面加
以分析， 手把手地指导， 从而使
张涛的理论水平和实操技能都得
到了提升。

宣恒说： “8年前， 我刚走
出校门， 进入公司参加工作的时
候， 也庆幸自己跟随了一位好师
傅。 业务上一对一的教导， 帮我
快速掌握和提升业务技能； 生活
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助我融入团
队， 增加归属感。 直到现在， 师
傅的言传身教一直是我前进路上
的一盏明灯。 所以当我也成为一
名导师时 ， 除了荣誉感和责任
感， 心中更多的是对自己师傅的
感激。”

作为导师， 宣恒乐于将自己
积淀的工作经验和心得毫无保留
地传给新员工， 分享自己的工作
方式和体会， 明确培训目标， 量
身定制培训计划， 并根据新员工
的具体需求和学习进度进行指

导， 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率。 同时
给予新员工充分的信任， 在合适
时机放手交予各类工作任务， 帮
助他们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岗位业
务技能。 在向徒弟传授知识的具
体过程中， 不仅重视业务能力培
养， 还注重徒弟其他方面， 如为
人处世、 表达沟通、 组织协调、
性格塑造等； 除了注重徒弟工作
上的传授， 还积极掌握他们的思
想波动， 主动跟他们交心谈心、
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学贵得师 ,亦贵得友 。 作
为导师， 我认为我们不仅仅是在
带徒弟， 更是在培养工作搭档，
我们期望新员工能早一天独当一
面， 早一天成为我们这个团队的
中坚力量 ， 我们不只有师徒之
情， 更注重同袍之谊。 在新员工
遇到困难时， 作为导师， 我会携
手扶持他们走出困境， 在生活和
工作中， 关心、 帮助新员工， 让
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
暖。” 宣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