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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

培养学生对学习和生活持久的探索热情

  “老师，没想到今年我的地理考得这么好，太激
动了，感谢您”……今年高考结束后，临朐中学地理老师
秦文收到很多学生发来的感谢信息。自2014年临朐中学
建校以来，秦文一直在一线教学，着力探索将思政教
育融入地理教学，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综合素养。
  在今年高考中，秦文教的两个班，很多学生的地
理成绩都超出了预期。“一些以往心理素质比较一
般，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在高考中反而表现不
错，让我备感欣慰。”秦文说，他教授地理学科，同
时也担任班主任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他发现，不少学
生在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时，心理承压能力不足，导
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不但严重影响自己的成绩，甚至
影响了班级的整体运转。经过慎重思考和不断摸索，
他开始尝试将思政教育融入地理教学，以此提升班级
育人实效。“据我观察，心理承压能力差的学生，普
遍会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学习，有些情况严重的甚至已
影响了身体健康。因此，重新唤起他们对学习的兴
趣，就是我的首要任务”。
  秦文依托地理课程的“真情境”，以地理课堂为
主阵地，与思政学科融合，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育
人元素，分主题、模块，精准设计课时与单元思政目
标，打破地理章节内容限制，进行重新整合，构建了
大地理模块课程，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践活动，引导
学生思考地理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培养他们可持
续发展的地理素养及综合思维能力。
  例如，在学习主要地貌景观特点时，秦文会通过
讲解不同地貌的特点及形成过程，引导学生根据相关
数据和案例思考地貌变化对于人类活动和环境的影
响，并组织学生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提出保护该地
貌资源的创新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不但深化了

对学到的地理知识的记忆，还培养了批判思维、创新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责任感。思政与课程相结合
的教学，也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和价
值，心理承压能力不断增强。
  在秦文班里，有一名学生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
心理焦虑现象非常严重，已经有了轻微的抑郁症征
兆。在日常的学习中，秦文对这名学生格外关注，经
常找她聊天，帮她进行心理疏导。尤其是上地理课
时，秦文特意安排同学多带着这名学生一起讨论，无
论这名学生表达的观点是否正确，秦文和同学们都对
她表现出极大的肯定。慢慢地，这名学生的自信心开
始回升，经常主动回答问题，课间和同学们有说有
笑，“在高考中，这名学生考出了自己高中生涯最好
的成绩，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秦文说。
  秦文始终聚焦“真问题”，开展“真研究”，也
取得了“真实效”，并收获了很多荣誉。他曾获评潍
坊市首批“轻负优质教师”、潍坊市高中地理课程思
政精品课程负责人、临朐县高中地理教学能手，还入
选临朐县班主任人才资源库等；他主持县级课题1项、
市级课题2项、省级课题1项，发表论文6篇；他的多节
课例在“山东省优课资源服务平台”、潍坊市人工智
能平台、潍坊市云教育平台上展播。前不久，他和同
事共同主持的《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提升班级育人实效
的实践研究》项目，荣获潍坊市中小学教育教学“四
创”项目合作育人创新奖。
  “其实教育很质朴，我最大的欣慰是竖正了孩
子，没有长歪。”秦文说，每名学生就像一本厚重的
书，需慢慢读出它的“厚”，品出它的“重”，给学
生安个“心”家，培养学生对学习和生活持久的探索
热情，是他努力的方向。

傅雅文

比赛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近日，第十二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
赛决赛落下帷幕，潍坊科技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参赛学
生傅雅文斩获学前组一等奖。面对记者的采访，22岁的
傅雅文坦言，现在想来，备赛时的艰辛依旧感触颇深，
好在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成功熬了过来，收
获了理想成绩，更收获了强大的自己。
  傅雅文介绍，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
是我省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公信度最高的师范生技能
赛事，旨在强化高校师范生的教学基本素质和综合能
力，培育师德师风高尚、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技能扎实
的优秀教师后备力量。全省共有57所高校参赛，每所高
校只有一个推荐选手名额，校内竞争非常激烈。
  “参赛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推荐选手，可以不用
参加省级复赛，直接进入决赛。另外一种是抽取选手，
还需要参加省级复赛，通过复赛审核后才有资格进入决
赛。”傅雅文说，她在潍坊科技学院内先后通过了校级
复赛和决赛的考验，最终获得了学校的推荐选手名额，
直通省级决赛。“我觉得我是大赛型选手，很乐意接受
比赛考验，知道自己获得推荐名额时，我非常兴奋、激
动，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比赛的决赛环节包括固定题目、抽取题目课堂教学
展示、现场答辩、钢笔字考察4个环节，难度非常大。
“比如抽取题目课堂教学展示环节，共有49道题，比赛
现场会随机抽取一道题目，选手根据题目现场讲课。”
傅雅文说，49道题目中，涵盖了生活、社会、音乐等诸
多领域，“备战”时只能把49道题目全部准备一遍。

“指导老师一直提醒我，现在我可能具备一定的优势，
但如果‘备战’态度不认真，在决赛时很可能就会掉链子。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抱着拼一把的态度，专心准备比赛”。
  为了帮助傅雅文更好地比赛，指导教师帮她制定了
科学的备战计划，并请专家进行指导。根据备战计划，傅
雅文一周需要备10个教案，每个教案被细分为很多环节，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磨”。“每天早上8时开始练习，接近
凌晨才回宿舍休息。有时候累得躺下就睡着，有时候焦虑
得整宿睡不着，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傅雅
文告诉记者，那段日子真的很累，但她每天睡醒后，都会
给自己加油打气，以昂扬的斗志投入新一天的“战斗”。
  经过那段时间的艰苦磨砺，傅雅文的教学素养和技
能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以抽取题目中的十二首钢琴曲
为例，她从开始的看曲谱弹唱，到后来的背曲谱弹唱，
再到比赛时的随时提问随时弹唱，不但做到了教学技能
的熟练掌握，心理抗压能力更是显著提升。
  “比赛过程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在模拟课堂上
凸显出作为老师的亲和力，让考官感受到我眼中有孩
子、心里有孩子。”傅雅文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
经常到幼儿园里和孩子们相处，多讲多练，达到哪怕面
对桌椅板凳，也能有感情地进行教学。
  “这次比赛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傅
雅文告诉记者，比赛给了她信心，更坚定了她从事学前
教育工作的决心，她将把此次比赛作为新的起点，在接
下来的学习中持续完善、提升自己，希望毕业后为推动
学前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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