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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仅在黑板上勾勒经纬线，更在课堂里种出了一片连接课本与生活的
“试验田”，同学们都说她的地理课带着一股特别的“烟火气”。青州圣维
科技高中的地理老师石琳琳从教6年，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把课堂教学与社
会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地理的魅力，掌握地理知识。
  初执教鞭，石琳琳总想着把《行星地球》《地表形态的塑造》等章节嚼
碎了讲。恰逢讲到“喀斯特地貌”的内容，当学生盯着课件里的溶洞照片追
问：“钟乳石百年才长一厘米，景区咋还让游客摸呢？”石琳琳忽然意识
到，死磕课本不如带着学生“追根究底”。她当即打开电脑，和学生一起搜
景区管理条例、查地质保护论文，甚至连线桂林某溶洞景区的讲解员。两节
课的讨论里，孩子们不仅弄明白“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更学会了
用地理课本里的“喀斯特地貌形成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石琳琳说：“那天
的课堂，学生眼里的光比任何教学成果都珍贵。”
  “其实，新闻是最鲜活的教材。”石琳琳说，将新闻素材与地理教材内
容融合，不仅能丰富课程资源，还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运用地理知识探究现
实问题的能力。当有台风登陆时，石琳琳让学生们拿着地图实时追踪台风路
径，并结合“大气环流”知识分析“为什么台风登陆后强度减弱却引发强降
雨”，课堂上，孩子们拿着彩笔认真标注等压线，争论着“地形抬升对降雨
的影响”，下课铃响了还意犹未尽；讲到“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她
指导学生对比新城区海绵城市建设……这样的讲课方式不胜枚举，她总能把
课本上的地理知识变成可触摸、可探究的生活场景。
  同学们都知道，石老师喜欢给他们“补课”。“石老师补课的内容是课
本外的思考力。”一名同学说，通过石琳琳的讲解，他们对地理知识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而在石琳琳看来，教育的“补课”从不是单向输出，她在给学
生补充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补课”。有学生提问“为什么家乡的河
流汛期总在夏季”，她便重新钻研流域水文特征；课堂上同学们辩论“新能
源开发的利弊”，让她对“人地协调观”有了更深理解。
  6年的时光，石琳琳的教案里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扉页上那句“让
地理成为认识世界的透镜”十分醒目。她用一堂堂有温度、有深度的课证
明：最好的教育，是让知识长出翅膀，带着学生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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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6时，青州一中校园里的薄雾还未散尽，李景才的身影已出现在教
学楼前。2003年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后，李景才便站上三尺讲台，二十多年
来，他始终坚守“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初心，悉心呵护着每一位学生的
成长。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然后才能做学问。”这是李景才常说的一句
话。从班主任到级部主任，从备课组长到学科带头人，李景才的履历表上写
满了沉甸甸的责任。他深耕高三毕业班教学多年，所带班级成绩斐然，有多
名学生叩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门。“潍坊市教学成果奖”“青州市优秀
教师”“青州市学科育人能手”……李景才始终坚信，唯有坚守初心、深耕
专业，方能为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今年毕业的张同学至今记得高考前那个焦灼的午后。化学成绩一直徘徊
在及格线边缘的她，攥着试卷冲进办公室：“李老师，我肯定考砸了。”看
着女孩泛红的眼眶，李景才没有急着讲题。他翻开错题本，用红笔圈出可提
升的知识点：“你看，这些题型只要掌握方法，提20分没问题。”此后一个
月，他经常给这名女同学解答难题，从方程式配平到实验题步骤。考试前
夕，李景才在女同学的笔记本上写下“加油”两个字。
  查分那天，张同学的化学考了81分——— 比平时的成绩提高了二十多分。
“老师，谢谢您没放弃我。”张同学哭着说出的这句话，成了李景才今年最
珍贵的记忆。
  “教育是让每个灵魂都发光。”李景才说，他至今记得2021年的那个冬
天，班里的刘同学因家庭变故，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在周记里写下“不想上
学了”。李景才了解情况后，多次家访，跟刘同学谈心，渐渐让他敞开心
扉。三周后的一个傍晚，刘同学突然说：“老师，我想再试试。”此后，李
景才不仅帮他补落下的课程，更常与他聊生活、聊理想。一段时间后，男孩
眼里有了光，成绩也稳步回升。如今已是大学生的刘同学，每年教师节都会
发来消息：“李老师，感谢您！是您让我重新找到方向。”
  当化学方程式遇上滚烫的教育初心，当严格要求融合细腻关怀，李景才
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书写着“成长、成人、成才、成功”的育人诗篇。“让
每个学生都能向阳而生。”这是李景才所希望的，未来，他还会继续用爱心
与智慧照亮学生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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