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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董灵芝：

立德树人守初心 桃李芬芳传薪火

最美教师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丁晨

迈进班门，你会看到窗台上被精心呵护的
绿萝，角落里摆放得整齐划一的清扫工具，擦
洗整洁的书柜和讲台，处处细节彰显着董老师
在带领班级前行路上的用心。同学们围在董
老师的身边，笑声回荡在整个一楼的走廊。同
学们纷纷说，班主任董灵芝老师是一位充满激
情与活力，以身体力行作刀，雕琢我们灵魂的

“艺术家”。
董老师用过的练习册，被密密麻麻的红蓝

笔记交织，掩盖住了原本的黑色字迹。平日里
做题时，她总是要求同学们做好批注，在头脑里
演绎一场知识的风暴。历史课是同学们眼中无
论何时都不觉枯燥的课程，因为有太多的知识
可以挖掘，太多的内容可以积累。董老师总是
鼓励同学们分组讨论错题，大家在交流中碰撞
出思维的火花，既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又获得
了不同的解题思路。

董老师是一位研究型教师，她积极落实学校
的“361”课堂教学模式，将“导·学·评”的教学思
维灵活运用在课堂中，不仅欢迎同科老师观摩她
上课，而且对于年轻教师的请教也很热心。学校
为了让年轻教师尽快成长，实行新老教师结对
子，年轻教师从董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
验，因此亲切地称董老师为“师傅”。董老师常
说：“以追问者、探究者与反思者的姿态看待教育
教学中的一切现象或问题，对司空见惯、见怪不
怪的教育现象多追问‘怎么办’，对自己的日常课
堂教学行为多问几个‘为什么’。”

董老师认为历史习题课可以将课堂交给学
生，采用学生讨论、学生间互学，之后再让优秀
的学生讲解，生教生的方式比教师直接讲解能

让学生掌握知识的效果更好。董老师把这种方
法用在班级管理上，建立了“学习研究室”，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主动学习的效率高于被动学习。董老师立
足于学生的实际，引导学生把题目的思路“讲”出
来。学生能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学习积极性
较高，也能够灵活掌握知识。董老师循循善诱，
经常从学生的高频错题中总结学生的薄弱知识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法指导。学生在董老师的
课堂上肯思考、爱动脑，成绩获得了提升。

在“双减”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要
产生从满足“生存需求”到适应“发展需求”的深
刻变化。教师研究本来就与教学紧密相连。董

老师在点滴中进行课堂观察和德育的研究，并用
于教学实践的改善。董老师对教材相当熟悉，对
新旧教材的衔接也有独到的认知，具备娴熟的课
堂驾驭能力，讲起课来胸有成竹，得心应手，能巧
妙地利用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思考、探索。

董老师不仅课讲得好，管理班级也有一
套。她将班级管理和教学的艺术概括为三重境
界：第一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重
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重境界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达到第三种境界
的优秀教师，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行走的“教
科书”，举手投足间皆是教育。董老师就是这
样的一位教师，言传身教中能让学生学到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

亲其师，信其道。经常能在办公室看到认
真备课、全神贯注批改作业的董老师。她说，老
师要站稳讲台，必须具有教学功力。教学好，学
生信服，班级管理才有底气。反之，教学不好，
单靠管理压制学生，久而久之，学生“貌恭而心
不服”。董老师时刻以学生为本，认真钻研管理
的艺术，将班级管理得很好，学风浓厚，集体追
求上进，下课后班级学生也互相讨论学习问题，
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董老师不仅能巧妙把握班级管理和学科教
学的契合点，而且能够守住两者的边界，处理好
班级管理和学科教学的时间分配，在学科教学
时尽量不谈班级管理，班级管理也不绑架学科
教学，还会根据学情调整历史科目的作业量，统
筹学生全科发展。

陶行知先生说过：“真的教育是心心相映的
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里去。”董
老师用爱、用心、用情对待学生，她的学生往往
能换位思考，理解和尊重别人，对父母、师长有
感恩和尊敬之心，积极乐观。班里学生有生活
或学习上的困难也愿意向董老师敞开心扉。

循着铿锵有力、绘声绘色的讲课声，轻

轻推开教室的后门，能看到神采飞扬的董

灵芝老师正在上课，同学们在全神贯注地

听课。随着董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同学

们时而思考、时而记录、时而眉头紧锁、时

而喜笑颜开。

同学眼中的好老师

见解独到做教研

春风化雨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