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师者重任 培根铸魂育人

张 鹏

（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11 届小学教育专业）

个人简介

张鹏，男，汉族，1987 年 6 月生，甘肃陇西人，中共党员，教育学硕士。

河西学院 2011 届“优秀大学毕业生”，现任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副处长。

2007 年 9 月—2011 年 6 月，河西学院教育系小学教育专业，获教育学学

士学位；

2011 年 9 月—2014 年 6 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获

教育学硕士学位；

2014 年 3 月—2015 年 1 月，甘肃陇西实验小学顶岗支教；

2015 年 9 月至今，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省绵阳市）教务处任

职。

主要承担《教育学基本原理》《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小学班级

管理》等课程，主持参与省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0 余项，在《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与职业》《教育评论》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四川省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绵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校级“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图 1 荣获绵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追问“给我一个做教师的理由”

朱永新先生《致教师》第一辑的话题就是“给我一个做教师的理由”。他提

出：“我们为什么成为一名教师？这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最骄傲的身份是教师。我想，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追寻，对教师而言也不例外。

为了幸福，我们乐于做教师。”电影《老师·好》中的一句台词——人生就是一

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不是我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了你们，

而是因为遇见了你们，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可以很好地诠释教师这一

职业。

2007 年的夏天，他走出定西大山，怀揣上大学读书的理想和梦想，来到河

西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学习，从此开启了“学做教师”的美丽之旅。烙印于他心的

是学校的校训——崇德尚美 求真笃行、校风——文理兼修 德才并重。“虽然

当时我并不太理解其真正之韵味，直到今天，让我感受到：一方面反映着学校教

师教育的办学特色和发展路向；另一方面渗透出师生们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精



神风貌和教育品格。”在他看来，当教师就是一场幸福的遇见。他回忆道，本科

期间有三件事对他后来从教触动很大，影响也最为持久。

1.教师职前培养的一体化设计。师范生教师的教育情怀、专业素养、教育技

能培育离不开一体化设计的人才培养体系，即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如何

培养成为如其所是的教师”等问题。回想起来，当时小学教育专业大概毕业学分

140 个左右，课程设置比较齐全，必修课选修课兼备，开设有通识课、专业课、

教师教育课、教育见实习，还有类似军训、劳动教育等第二课堂活动。加之灵活

的选修课制度，可以跨专业跨学院选课，“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还专门选修了

数学学院教师讲授的微积分课程，”这些课程开设和修学方式为师范生教师培养

奠定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育训一体的教育教学技能。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过硬的专业能力是师范生

教师的必备素养。“我们的成长完全受益于老师们的传道受业解惑，是站在老师

的肩膀之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在当时的课堂里，老师引导我们论辩“教育无

用论”“小学教育专业究竟是什么的”“教师会不会消亡”等宏阔的教师教育论

题；老师示范“如何写好一手字”“如何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如何上好一堂

课”等教学基本功问题；院系搭建平台组织开展“迎新杯”“技能杯”等丰富多

彩的第二课堂活动。“这一切制度安排，让我们从困惑、忧虑、恐惧转为不惑、

不忧、不惧。”在大学期间，他认为做地很正确的是提早加入系学生会和提交入

党申请书。在系学生会期间，他从一个宣传部干事到宣传部部长再到学生会副主

席职务，耀眼的不是什么“部长”“副主席”身份，恰恰是因为这般有助于为师

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学生会干部经常晚上或周末加班加点，绘制宣传展板、

举办手抄报、技能大赛等。于我而言，主要课程的学业跟进都会在回到宿舍或者



周末泡自习室”，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全系领导、辅导员教师的指导下，当时宣传

部承接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工作就是举办每年一届的“技能杯”书画作品展，让师

范生充分展示教育教学成果，更加懂得了“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叶的事业”。

图 2 教育系“技能杯”书画作品展掠影

3.全过程递进式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将“师范生”和“教师”联结起来

的纽带。学校采取集中实习、“双导师”制度，采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循环式、

递进式的教育实践模式，至今在师范生教师培养方面推广应用。“我当时因为要

考研的原因，放弃了前往新疆实习的机会，最后选择到张掖民族小学实习。当时

的校内指导教师兼带队教师——孙爱莲老师，她兢兢业业，自始至终陪同实习

生，帮我们协调带班问题、联系汇报课问题、关心吃住安全问题等等；校外指导

教师是四（3）班数学课马老师（当时是该校副校长），她也非常给力，记得当

时为了我的一节实习汇报课，她导我优化教案、帮我轮换班级试讲把关、助我正

式汇报评点”。当年我也很荣幸地被系里评为“优秀实习生”。



图 3 小教 07（3）班晚自习开展小组模拟试讲、练习“三笔字”

图 4 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留影

探问“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1.自强不息，拼博奋斗。工作以来，他一直在教务处，主要负责专业建设、

教学改革、实习实践、质量监控等工作，奋力追求“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的理念，尤其在学校发展的关键阶段，承办了如人才培养合格水平评估、

学前教育专业和小学教育专业第二级认证、省级“双高”计划等教学质量项目，



助推学校办学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断刷新高度。

图 5 主持学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专题报告会

图 6 全省师范类专业认证专题分享会掠影

图 7 参加全省教学成果奖研讨会掠影



2.潜心教学，桃李争妍。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感触最深的还是“做教师

真难，却真好”。“这可能是自己同时从事教师教育研究与教学的缘故，这几年，

越来越深地感受到教育的不易与为师的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讲：教师要成为“大

先生”。先生之大，大在情怀，大在视野，大在格局，大在担当。作为师范教育

的传薪者，这是我们的人生信念，也是我们的教育信仰！他还为小学教育类专业

同学讲授《教育学基本原理》《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小学班级管理》，

主持建设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指导师生参

加技能大赛，带领学生实习实践等。

图 8 讲授《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

图 9 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



图 10 到协同育人实践基地检查教育见习

3.不忘初心，勇于担当。本科期间的“勤工助学”岗位教人学会“关爱自己”

和“关心他人”。2019—2020 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身份主动申请成为一名四

川某贫困县帮扶工作队的队员，干起了教育扶贫、入户走访、卡点值守的拿手活。

图 11 时任绵阳市委书记到帮扶村慰问掠影



图 12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驻村卡点值守

《麦田里的守望者》给世界贡献了一个词“守望”，守望相助，守望真善美。

“我非常喜欢诗人汪国真在《热爱生命》中的一句话——我不去想，是否能够

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母校是我们梦想的摇篮和

奋斗的起点。得益于母校的滋养和老师的教诲，工作后我们才能发展得更好，走

得更远。”未来，将尽自己最大努力，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继续书写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的生命传奇，不辜负 21 世纪中国教师的神圣荣光，不辜负民族所

寄予我们的责任，不辜负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