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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始终坚持以高素质教
师人才培养为引领，以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为支
撑，以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水平和教育教
学能力为重点，以加大教师队伍建设投入为保障，加快
构建教师队伍建设新格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响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州战略，进一步健全完善人

才培养激励机制，选拔和培养一批有创造力、有影响力
的教育家型名师、名校(园、院)长队伍，引领全州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提升，促进教育优质均衡，为昌吉州教育教
学质量和水平提高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今年8月，
我州按照《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
才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工作方案》，制定实施了《昌吉州
庭州名师育才专项行动实施办法》。

目前，昌吉州有自治区特级教师45人、自治区“天
山英才”教育教学名师5人、区级名校长工作室2个、教
师能手工作室9个、州级人才工作室35个、庭州名师100
人、州县两级名校长工作室57个、名师工作室173个、名
班主任工作室90个，辐射带动优秀教师5000余名，促进
了优秀教师的快速成长。

在庭州大地，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全
社会弘扬尊师重教优良传统，开创了我州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为庆祝第三十九个教师节，本报从全州优秀教师中
选取10位进行采访，展示这支忠诚于教育事业、让学生
尊重、家长信赖、社会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
风采。

大道无形、大爱无声，路上最美的身影是你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路上最美的遇见是你们；扬帆起航、直抵远方，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你们——

郑玫，玛纳斯县第一中学物
理教师

自参加工作以来，郑玫始终
把“守好课堂教学主阵地 做好学
生引路人”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
和职业理想，从教 25 年以来，她
教学成绩优异，所带班级物理成
绩与同年级其他班级相比始终位
列第一。

作为学校教科研处主任，郑
玫通过抓好主题式教研工作，有
效开展主题教研活动，以学促研、
以赛代训，构建了玛纳斯县第一
中学“立足常规、主题引领、课堂
主线、课程驱动”的研训一体化教
研理念模式，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进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郑玫说，教学工作是繁琐而
平凡的，教育学生需要真诚与坚
持，正心向善，求真尚美，自己会
做好学生的点灯人，点燃学生的
希望之光、智慧之光、幸福之光。

田丽娜，阜康市第二幼儿
园教师

1999 年，田丽娜来到阜康
市第二幼儿园工作。幼儿园的
工作千头万绪，田丽娜又缺乏
经验，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一
点一点厘清。

通过不断学习，田丽娜渐
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她
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在不干
扰幼儿发展的情况下，对幼儿
的一日常规和习惯进行培养。
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她和
班级3位老师达成共识——希
望孩子做到的，老师自己首先
要做到，用自己正确的行为去
教育和影响孩子。在家园沟通
工作中，田丽娜通过电话、微信
等方式，与家长积极交流沟通，
发现孩子的问题及时反馈，并
了解孩子在家的情况，有针对
性地为家长解决教育中的困
惑。田丽娜的班级管理方式和
保教工作获得了家长的一致
好评。

吴海青，呼图壁县第二中学
教研室主任、初中英语教师

27年默默耕耘，27年砥砺奋
进，27年桃李芬芳，“让每一位学
生在我的课堂上都有所收获”是
吴海青追求的目标。

从教以来，吴海青将“学高为
师，德高为范”作为自己为教育事
业奋斗终身的信条。她始终以

“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
将传授知识与塑造学生健全人格
相结合，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吴海青积极组织并参与各
项教研活动，在做好教学常规工
作的同时，精心钻研设计校本作
业，分享自己的教育经验，受到同
事们的赞扬。

27年来，吴海青多次被评为
呼图壁县优秀教师、呼图壁县优
秀教研组长、校级优秀教研组长、
校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校级优秀
班主任。

毛海红，吉木萨尔县第
一中学化学教师

作为一名党员，毛海红
始终坚定政治信仰，贯彻执
行党的教育方针，在教育教
学工作中扎实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毛海红长期在一线从事
教学工作，为了使自己逐步
成为一名“学者型”教师，她
从多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
教学之余，她认真学习教育
教学理论，扎扎实实研究新
课程标准、高考大纲和高考
试题，积极参加各类研讨活
动。学校的公开课、示范课
上总能看到毛海红的身影，
她不断学习汲取其他人的长
处，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面对成绩和荣誉，毛海
红说，成绩只是起点，明天又
是新的开始，只有始终保持
共产党员的初心，保持对教
育教学工作的热情和真诚，
才能无愧于教师这个职业，
无愧于党员身份。

王建峰，木垒县新户镇中心
学校教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王建峰
潜心钻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多年来，他积
极开展数学、语文、综合实践等学
科教学研究。2006年，王建峰敏
锐捕捉到课题研究这条提升教育
质量的好路子，参加了教育部课
程教材研究所“十一五”规划重点
课题《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习
方式的评价研究》子课题《合作学
习中多样性评价的研究》。2010
年 8 月，此项国家级课题顺利结
题，该课题研究使木垒县新户镇
中心学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得到大
幅提升。

王建峰扎根农村教育事业
25年，从村小学到农村寄宿制学
校，他扑下身子抓教学，踏实潜心
搞教研，用心用情带队伍，用校园
面貌和教学质量双提升赢得了家
长的信任。

陈东，奇台县第一中学高
中思想政治课教师

陈东说，从教 20 余载，学
生带给了他无限的快乐。他热
爱学生，甘做学生心灵的“摆渡
人”，学生的快乐与真挚、探究
与好奇、成长与进步，让他身为
一 名 思 政 课 教 师 感 到 十 分
满足。

心中如果没有对学生和教
育事业的热爱是讲不好每堂课
的。陈东认为，讲好每堂课是
走进学生心灵、做好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的最好途径。在教学
过程中，陈东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心
血，仔细分析教学大纲、查阅资
料，掌握思政课的教学目的和
要求，精心设计教学结构和模
式，在奇台县第一中学逐渐形
成了“陈氏”教学风格。

王德云，奇台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教师

从教27年，王德云先后获
得教育部现代学徒制入库专
家、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
教师、全国石油和化工职业教
育教学名师、自治区天山英才
教学名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努力钻研，积极创新，教科
研成果遍地开花。作为新一代

“双师型”骨干教师，王德云具
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专业规划
能力和教改能力。王德云结合
企业调研结果反复修改学校煤
化工实训中心建设方案，建成
了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水平先
进的人才培养基地。

王德云深谙“基础教育有
高考、职业教育有竞赛”的办学
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奇台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通过举办技能大
赛提升专业办学质量，扩大专
业教学影响力，赢得了企业对
学校办学实力的认可。

李刚，昌吉州第一中学初中
数学教师

在昌吉州第一中学任教以
来，李刚的教学成绩始终在同行
中名列前茅，所带的每轮初三毕
业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关
注前沿教育教学，抓住一切机会
加强学习，经常与其他省（区）市
名师、专家进行线上交流。平时，
李刚喜欢阅读专业类前沿教育教
学书籍，每年都为昌吉州李刚初
中数学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成员
订阅《中学数学教学参考》和《中
国数学教育》两种顶级学术期刊，
打造了一支优秀的初中数学教学
研究团队。

李刚说，这是一个属于奋斗
者的新时代。个人的梦想只有融
入时代的潮流才能熠熠生辉，只
有紧随时代的脚步才能走向辉
煌。未来的每一步，他都会潜心
钻研、躬耕教坛，在平凡的教师岗
位上用心用情呵护学生成长，成
就人生梦想。

杨馥铭，昌吉州第二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从事高中英语教学并担任
班主任工作以来，杨馥铭始终
奋战在教学一线，在12年的教
学生涯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赢得了同事、学生和家长的
认可。

在平凡的岗位上，杨馥铭
乐观积极、敢于担当、笃行不
怠。在三尺讲台上，她用青春
和热情去探索、去磨炼，以扎实
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优良的师
德，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中。

教室里，杨馥铭和学生一
起追逐梦想；林荫道上，她和学
生一起畅想未来；篮球场上，她
为学生呐喊助威；课堂上，她对
学生侃侃而谈。学生生病、迟
到、家中有困难……她都一一
记在心里，想方设法帮助解
决。她坚持用爱心传递正能
量，引导学生追求人生理想和
高尚的美德，在三尺讲台谱写
人生华章。

吴晓梅，昌吉市第一中学
英语教师

在工作岗位上，吴晓梅24
年如一日，三尺讲台，春风化
雨，迎来桃李满园。

昌吉市第一中学 2008 届
毕业生张蕾是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现场同声翻译。张蕾说，
感谢吴晓梅老师的教导和一路
陪伴，让她有能力站上这个平
台为大家服务。

吴晓梅热爱教育事业、热
爱教师职业、热爱每一个学
生。她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学
习，阅读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等
方面的书籍和教育教学刊物，
虚心学习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
经验，向年轻教师学习怎样制
作课件、怎样熟练操作电脑，努
力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吴晓梅在工作中默默奉
献，和所有的同行一样，她拥有
的只是一块平凡的小天地，但
她在辛勤而快乐的耕耘中，让
这块天地变得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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