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立立立立德德德德德树树树树树人人人人人
培培培培培根根根根根铸铸铸铸铸魂魂魂魂魂

【开栏语】
教育作为民生

工程， 立德树人， 培
根铸魂。 一项项教育
民生工程的落实， 正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生动实践。 这
些成绩的背后蕴藏着
那些教育工作者的不
断创新和无私奉献 。
今起， 本版开设 《立
德 树 人 培 根 铸 魂 》
专栏， 展示本市部分
优秀的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课教师的事迹。

□本报记者 唐诗 文/摄

服务患者 分忧解难
———记北京安定医院门诊部书记、护士长丁伟华

1984年， 丁伟华毕业后来到
北京安定医院成为了一名护士，
2010年开始担任门诊部书记、 护
士长。 今年56岁的丁伟华， 从业
已满35年有余。 同事们眼中 “太
善良”、 “软心肠” 的丁伟华认
为， 自己现在作为一名处于管理
岗位的医护工作者， “我首先是
服务者， 能帮助患者解决好他们
的问题， 是我该做的事， 更是一
种责任的体现。”

不怕费心
平稳患者情绪

5年前的冬天，医院医生把一
位前来就诊的女患者带到了门诊
办公室。原来，这位精神状况不好
的女患者没有家属陪同， 独自前
来就诊，医生没办法接诊，就送到
了丁伟华这里。 丁伟华耐心询问
女患者，怎么一个人来就诊、家属
在哪里？女患者说，自己在北京上
学，住在姑姑家里，坐头班车来看
病，家人并不知情。了解到基本情
况后， 丁伟华要了女患者姑姑的
电话，打通后让其来接，同时让女
患者坐在这里等。

这时，女患者说自己没吃饭，
丁伟华就找来糖和巧克力。 女患
者吃完说自己还饿， 看她行为表
现得幼稚，为安抚住情绪，丁伟华
又找来方便面，泡好后，再加上火
腿肠拿给女患者吃。过了一会儿，
女患者姑姑赶到了医院， 带着这
名女患者去看病了。约40分钟后，
不放心的丁伟华特意找到接诊医
生，询问女患者的病情。

每年， 丁伟华都会遇到多次
类似事件， 由于 “放走” 患者存

在危险 ， 所以需要按照应急预
案， 第一时间联系患者家属来解
决问题。

还有一次， 一位患有抑郁症
的男患者在就诊中表现出轻生的
念头， 医生把这位不太愿意说话
的患者带到了丁伟华这里。 丁伟
华问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男患者
不想给，并想要独自离开医院。沟
通受阻的情况发生了。 丁伟华倒
了一杯水给患者， 对他说：“喝点
水，歇一歇吧，你要回去的话也先
缓缓吧。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又
继续劝道，“你还有家人呢， 不能
让家散了啊。 ”患者情绪渐渐缓和
了， 开始说自己是一名铁路扳道
员，有时会受到领导的批评，情绪
不好时，工作中看着铁轨、出行时
看到地铁， 会有想要跳下去的想
法。 丁伟华心中知道不能让这位

患者一个人离开， 就反复询问其
家人的联系方式。 终于问出了患
者妻子的电话， 但妻子正在工作
无法前来。

丁伟华就再询问并给其单位
打电话， 从单位值班室打到单位
领导， 又再次打给患者妻子。 经
过一番协商， 最终妻子同意让患
者坐地铁与其会合。 丁伟华询问
患者说 ， “行吗 ？” 并嘱咐他 ，
“到了一定要给我这打一电话 ，
确认一下。” 半小时过去了， 患
者没有打来电话， 丁伟华就又主
动给患者妻子打去， 得知夫妻俩
刚刚会合， 她在电话里叮嘱患者
的妻子不能掉以轻心， 要重视病
情， 要继续诊治。

“当时我就安心了。遇到这样
的事情挺费心的， 但帮助到了患
者，很有满足感。 ”一个工作日的

午后， 丁伟华坐在门诊办公室自
己的工位里， 回忆着多年前发生
的 “自己印象挺深刻的” 两件事
情。此时，阳光透过白色窗帘照在
她身上， 昨晚就睡在医院的丁伟
华，眼睛略微发涩，有些疲乏。

高峰加班
协助进行分诊

原来，采访的前一天下午5点
多， 医院特需门诊的一位儿科专
家的诊室外， 仍有很多患儿及家
属等待就诊。 丁伟华主动对值班
的护士说：“你工作到6点就回家
吧，之后我接着盯。 ”上完医院开
设的心理培训班，丁伟华6点来到
特需门诊分诊台， 开始接替同事
的工作。

丁伟华分诊时， 看着疲倦的
患儿，对候诊的家长们说，医院里
有自动贩卖机， 里面有饼干和牛
奶，可以给孩子们买点来吃。当天
晚上8点40分， 加班才得以结束。
想到回家后的时间比较晚了，第
二天还需要一早来医院工作，丁
伟华就来到医院的一间库房，决
定在库房里将就一宿。 “我在那写
了写报告，差不多晚上11点了，定
好第二天早晨6点20分的闹钟，我
就睡在那了。 ”丁伟华说。

第二天，简单洗漱后，丁伟华
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作为门诊
书记、护士长，丁伟华需要负责党
支部、 门诊办公室的相关专项工
作，以及门诊护士的管理工作。工
作日的早晨7点，丁伟华会来到医
院开始工作，7点50分小交班后，8
点丁伟华会来到护士分诊台，查
看交班后护士们的工作情况，以

及流程、系统、制度有无问题需要
解决，并会协助分诊、导医半个到
一个小时。有些时候，则会加班加
点帮忙分诊。

今年流感高发期， 几位护士
感染了流感休假在家。 由于人手
不足， 丁伟华就协助普通分诊台
的护士，共同分诊。 “晚班应该5点
下班， 但当天仍有约40个患者没
看完，所以就要继续坚持。负责抽
血的护士已经下班了， 分诊台的
护士需要负责抽血、打针，我就需
要协助进行分诊。 ”丁伟华说。 晚
上7点，丁伟华才离开分诊台。

接连三天， 丁伟华都在普通
分诊台协助分诊。 本来腰就不好
的她由于长时间站立， 腰疼加重
了，“就好像突然间加重了， 我戴
着护腰现在还没摘下来， 平时能
借着个力，还能保暖。 ”丁伟华说。

“工作中， 我遇到的患者，
一类是话比较多的， 那么我就多
聆听， 这时候不需要我去解答什
么， 而是让患者宣泄； 另一类则
是不愿意说话的， 这类患者风险
性更高， 需要循循善诱， 需要从
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首先要做的
就是陪伴， 让他有安全感， 然后
再去了解患者的信息 、 精神症
状、 情绪， 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
有 效 沟 通 交 流 。 ” 丁 伟 华 说 ，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 患者的
需求也会变多、 增高， 那么在作
为供给方提供服务时， 就要 ‘换
位思考’， 倡导 ‘以病人为中心
的’ 理念。 对患者以及对同事，
是要有颗善良之心的。”

下午3点半左右， 采访结束，
丁伟华随即走出门诊办公室，站
到分诊台后协助进行分诊工作。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就义歌》《秋收起义歌》《毛
委员和我们在一起》……5月8日9
时，北京师范大学教八楼409教室
里传来或激昂或欢快的乐曲声。
这里正在上的不是什么音乐赏析
课， 而是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 教授熊晓琳为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准备的课程 《音乐作品
中的家国情怀———传承文化 ，重
温历史》，把思政理论用音乐视频
的形式展现出来， 帮助学生记忆
理解。

通过红色歌曲来回顾新中国
70年的历史，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怀， 是熊晓琳开办这门课程的初
衷， 为此她准备了70多首红色歌
曲， 串联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
阔历程， 根据授课的历史进程安
排相应歌曲。 她时而讲述历史背
景，时而描述歌曲的创作故事，时
而清唱几句，丰富课堂形式，加深
学生的印象。

熊晓琳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27年， 是首批北京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 获得过国
家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首都劳
动奖章、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北
京市师德标兵、 北京市教育教学
成果一等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
她组织编写了全国第一套思想政

治理论课系列教案， 以及全国第
一套涵盖本科、 硕士、 博士三个
阶 段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用
书 ， 担任主讲教师的 《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
品课。

如何让抽象的思政理论走进
学生内心，为他们真正接受，曾被
评为北师大 “最受本科生和研究
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的熊晓琳有
独到经验。她开设了多门课程，擅
长把教学重点、理论难点、社会热
点和学生关注点有机结合，“改革
开放四十年”“新农村建设” 等主

题会用身边例子和网络热门话题
来阐述，融合教师的专题讲解、学
生的课堂讨论和主题发言， 从深
度和广度拓展教学内容，通过“讲
政治、讲科学、讲故事”方式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学会
正确的思维方法。

她的课还有一大特点， 就是
把音乐舞蹈素材运用到课堂中，
为此她在多年的教学中积累了
500多首红歌资料库，让学生眼前
一亮。 她说：“既然不能让学生变
老，那就让我变年轻，用学生能适
应的方式去教学。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专业研一学生魏爽说：“听

完这些歌，心里暖洋洋的，升起一
股干劲。这些历史离我们太久，光
看文字无法带入， 但通过看视频
和歌曲这种鲜活的方式， 我更加
容易理解了。 ”

在学生葛欣冉看来，“家国情
怀本来很抽象的词， 但以歌曲来
展现具体内涵，易于让我们接受。
不仅本专业的学生爱上， 很多外
系学生都会慕名而来。 ”熊晓琳讲
授的课程是北师大的 “抢手”课
程， 在注册课程时总是第一个被
抢完。

“熊老师让人如沐春风，她把
深厚的理论用家常话娓娓道来，
很接地气，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沉浸在课堂中。 ”研二学生王玲玲
上过熊晓琳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
开的课，感叹“原来思想政治理论
课还能这么上， 我以后当老师也
会借鉴她的经验。 ”

在教好学生的同时， 从2013
年起， 熊晓琳名师工作室承担了
每年北京高校新上岗思政课教师
的培训任务， 学员们称这是北京
思政课的黄埔军校。截至目前，全
市已有近500名新上岗教师接受
培训 ，满意率为100%，这些学员
已经成为北京高校思政教师队伍
的有生力量。

70余首红歌“唱响”大学思政课堂
———记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熊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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