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一

她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以饱满的热情、温暖人心的言语、真
挚的眼神、悉心的护理为患者排忧解难，送去温暖的爱心。
她对工作、对病人认真负责的行动，赢来了病人、家属及各
级领导的赞誉，先后获得了“优秀护士”、“最满意护士”、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她爱岗敬业，关心集体、关心
同事，关心病人，是医生的好帮手，是护士姐妹的好榜样，
更是病人及家属的生命天使。

一、改变排班模式，加强责任护理

1、根据工作需要实行责任护士包干患者，确定了四个责任护
士，每位责任护士分管8—11位患者，实行责任护士8小时在
岗，24小时负责，负责病人的生活护理、病情观察、治疗、
康复、健康指导等，为患者提供连续、全程无缝隙的护理。

2、鼓励弹性排班，根据科室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我们增设了
整理班，辅助班等。

3、增加薄弱时间段的护理人员，主要处理中午补液及晚间护
理。

二、夯实基础护理

在优质护理服务内涵上狠下功夫作为友谊医院的“优质护理
示范病房”，刚开始，种种困难摆在她的面前。但凭着对护



理工作的热爱，孙婉香护士长根据护理部部署的“优质护理
示范工程”开展的方案和具体指导思想，利用每天晨会时间，
反复强化每一位护士的服务意识，转变护士“重专业、轻基
础，重技术、轻服务”的理念，组织进行《基础护理服务工
作规范》、《常用临床护理技术服务规范》的技能培训，并
安排全体护士分参加护理部组织的优质病房基础护理技能的
再培训。为了先从晨、晚间护理工作做起，并真正做扎实，
做到实处，她身先士卒，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到病房，询问病
人睡眠情况，协助病人洗脸、漱口、梳头、进餐，整理、更
换床单元，逐步制定了规范的晨、晚间护理流程。由于科室
有很多年轻护士，沟通能力欠缺，不知道怎么和病人交流。
接受不了为病人洗脸、洗头、擦浴等生活护理。于是，她以
身作则，带领着年轻的护理团队一头扎进了病房，每天亲自
为病人洗脸、梳头、剪指甲等，并时时教导年轻护士们做这
些基础护理的意义就是在观察病人，了解病人的病情。科室
有很多大便失禁的病人，孙婉香护士长不怕脏，不怕苦，她
带领管床护士，一起为病人清洁、更换患服和床单，并指导
护士怎样做。达到节力、快速有效清洁。在她的影响下，病
区的护理姐妹们也都欣然的转变了护理观念，加强了晨晚间
护理，固定周二为病人剪指甲，虽然病人比较多，但各项护
理规范，获得了患者的一片赞扬声。

三、规范护理服务

在护理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科室护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在孙婉香的带头和影响下，为了给病人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她及她的护理团队不断深化护理服务内容。她积极开动脑筋，
将每周二定为了“基础护理日”，规范了需每周落实的基础
护理时间，如剪指甲等，自开展优质护理以来，工作主动热
情，温馨护理，微笑服务，接待患者做到“五主动”：主动
起立、接物、问候、自我介绍、入院介绍。耐心解释做
到“四个不”：不直呼床号、对询问不说不知道、对难办的
事不说不行，患者主诉不说没事。统一规范着装、仪表行为，
做到微笑服务，举止端庄。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在接听电话、



接待病人或做护理操作时，主动用“您好！”“请问您有什
么需要帮忙吗？”“对不起，请稍候！”“谢谢您的合
作！”等文明用语，做到有问必答，随叫随到。温馨的人性
化服务，良好的行为仪表，使病人感到亲切和温暖，树立起
护理人员良好的外部形象。晨间护理时，护士都会问候患
者“昨晚睡得好吗？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今天怎么
样？”开始一天的治疗护理工作。输液了，护士详细地告诉
患者每一瓶药水的功效和使用目的，消除患者心中的茫然。
检查前，护士把检查的目的、配合等注意事项一一告知，患
者内心的恐惧及不解减轻了不少。责任护士每天主动巡视病
房，减少患者的呼叫次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总结，及时
改进。改变对病人的称呼，从过去的直呼其名到现在的“阿
姨”，“爷爷”、“王姐”。除此，率先开展了病人出院电
话回访制度，将优质服务延伸到出院病人，主动询问出院病
人的康复情况，指导出院病人用药、胰岛素注射、饮食、运
动等，如有需要，还上门为患者进行测血糖、健康教育，让
患者真正享受到了全程的优质护理。

四、言传身教，确保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

护理工作中仅有微笑和体贴入微的关怀是远远不够的，要达
到温馨优质护理服务的标准还需要有精湛的护理技术护航。
孙婉香为了提高护理组的护理水平，工作中她时时处处以身
作则，言传身教。除了与同事们共同探讨临床专业知识和技
术，她还总是毫无保留地给年轻护士们介绍自己多年来的工
作经验教训和与病人交流沟通的技巧。除了定时组织护理查
房、进行护理理论及操作考核外，还积极鼓励护理参加自学
考试，加强英语、电脑知识的学习，以增强临床知识应用能
力。给护士们分任务、压担子，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护理工
作能力。

针对科室聘用护士和年轻护士多的特点，分层次加强临床护
理三基、三严的培训和护患沟通培训工作，指导把和病人沟
通及病人的宣教工作巧妙的融入临床治疗护理工作中，在完



成大量的临床护理治疗同时能做好每一位病人的健康教育工
作和心理指导工作。内二科室重病人多，护理任务重，每次
抢救危重病人，她总是先到现场。一天下午要下班时，一位
支气管哮喘的患者忽然发生病情变化，她立即协助当班护士
建立静脉通路、采集血样标本、实施心电监护、吸痰，带呼
吸机，组织现场抢救护理工作，上特护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
饭都没有顾上吃一口，直到病人病情趋于平稳，她才下班休
息，早上她又早早来到病房照常上班。每逢节假日，她总是
照顾同事们合家团圆，而她却坚守在工作岗位，她以无言的
行动感染和带动着年轻的护士们，日常引导护士以诚相待、
和睦相处，让每位护士在群体中有归属感、亲切感，维持良
好的情绪状态，使护理组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从
而提高了护理组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科室整体护理水平也
不断提高，病人对护理满意率达93%。

用心去服务，用爱去服务，把我们的感情融入我们平凡的工
作中，把我们满腔的热情奉献给我们热爱的护理事业，把我
们的爱心送到每一位患者的心中，愿我们优质护理服务工作
越来越贴近临床、贴近社会、贴近病人。

2022年全国最美护士事迹材料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二

我是一位小学教师，出身农民家庭，先后当过代课教师、民
办教师、公办教师，从乡下教到城里，到现在有29年教
龄、20年党龄。

作为一名有家有业的女性，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其实很普
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该担
当的担当，该坚守的坚守。相夫教子，赚养老人，团结兄妹，
敬业乐群。

我丈夫是一位农民，从事个体职业，整天忙着在外打拼，赚



钱养家。

从1991年结婚以来，我们一直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我丈
夫兄弟姊妹六个，他是老五。

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每逢节假日，一家人回来，围绕
在老人的身边，其乐融融。

公公婆婆德高望重，和蔼可亲，性格开朗，说话幽默，是全
家的福星。我们家共有六位教师，教龄都在25年以上。孩子
们在教育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阳光有为，前程似锦。

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青春已然不再，老人逐渐衰老，孩
子茁壮成长，但快乐和谐的家庭旋律一直温暖和激励着每一
位成员的心。

我在这个大家庭中的角色是“三媳妇儿”“他三妈”“他三
妗子”“后勤主任”“留守处长”节假日大家伙儿回来了，
我负责安排生活，是“后勤主任”；红火热闹完大家伙儿离
开了，各干各的去了，平常的日子，我负责照顾老人和孩子，
做“留守处长”。

食五谷之身，扛不过自然规律。近些年，公公婆婆人老了，
病多了，丈夫常不在家，我自然应该多担当些——他们都是
好人，一生坎坷，劳苦功高。我把上班以外的所有精力都投
在了这个家里，忙碌而充实，累并乐呵着。

20__年，婆婆患病，比前几次更重，卧床不起，完全失去自
理能力。我床前床后，夜以继日地服侍。家大人多，常有人
来，或探病，或帮忙，我就忙着安排生活，少则五六人，多
则十几人，这是常有的事。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多，陪侍老
人走完人生终点。

婆婆病逝后，公公又患间歇性老年痴呆症，一会儿明白，一



会儿糊涂。糊涂时，脑子基本不管用了，不知寒暑易节、冷
暖饥饱，不识人，每次出门以后就四处乱走，不知回家的路，
也不知回家的时间。

每天下班后，我的第一件事便是满大街找人，有时候需找好
几个小时，有时候找见了人，但老人不听你的，他说“这条
路不是回家的路”，有时候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
你？”有时候又说“还不到吃饭时间，再转一会儿吧”。我
要赶着回去做饭，怕误了下午上班，心里急躁，有时候吓唬
他，他就抡起拐杖打你，铁拐杖，打着了生疼的，吓得我也
不敢再吓唬他了。好容易哄住了，引着他回家吧，他又腿脚
不好，一步一步小心而吃力地挪动。你说背他吧，100多斤的
大个子，我也背不动。所以只能是扶着走，扶着走太慢了，
加点力半扶半拖吧，也累得够呛，扶得我胳膊经常疼痛。有
一次在大街上，遇上了大雨。遇上大雨也走不动，我扶着老
人在雨地里慢腾腾地走，两个人被淋成了落汤鸡，路边屋檐
下避雨的人给我们鼓掌，马路上司机被我们挡住，不住地鸣
笛老人大概也有点着急，脚下一滑，向前摔倒，100多斤的体
重，我也扶不住——两个人一起跌倒在泥水中，路边的人又
一次给我们鼓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灵魂
在升华。我教书育人多少年，助人为乐许多次，那种光荣感
和神圣感都没有那一次强烈。

姊妹们看在眼里，觉得这样太累人，也忙不过来，就和我商
量说，“老人岁数大了，腿脚不便，大街上行人车辆又多，
独自出去很不安全，大家都得上班，是不是考虑把老人关在
家里。”

我何尝不想这样，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呢？生命在于运动，整
天坐在家里，年轻人也受不了，再说老人饭量大，更应该多
活动，与外面的人拉拉话，对老人的大脑也有好处，大不了
我辛苦点儿。人过九旬，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是家庭的精
神领袖，一生劳苦功高，福星高照，更应该有一个完美的晚
年。



就这样，我把自己安排在一个程序里，每天从早到晚，按部
就班，做我该做的事。

早晨第一件事，便是换下公公的屎尿被褥和衣服，赶紧洗出
去，趁白天有太阳好及时晾干，否则中午回来时可能公公的
裤子里又有了大小便——这是经常的事。做完这些，再赶紧
做早饭，公公的饭每顿需另做，他牙齿不好，吃不了硬的。
给公公做好饭，端到手里，胸前系一条大毛巾——老人人也
不利索，拿不稳勺子，吃饭时洒得到处都是。接下来再弄家
里其他人的饭，做好以后，匆匆吃饭，匆匆擦脸，胡乱梳一
把头就往学校跑。中午下班，顺路买上菜，然后拎着菜满大
街去找老人。运气好的时候，老人没走远，不一会儿就找到
了；运气差的'时候，老人走得很远，她需找好几条街才能找
到。

有一次她一直找到下午上课时间，把老人常去的地方找了两
三遍还未找见老人，才知道这次老人真的走丢了，赶紧打电
话把全家人叫来，大家分头找，把全城找了个遍还是未找见。
在110的帮助下，直到晚上六点多，才在城外十几里处的一处
建筑废弃场找见老人。为了稳住老人不至于走远，她想了一
个办法，给老人带了一把椅子，把他安顿在体育场门口的人
行道旁，那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不乏一些熟人陪老人聊天，
老人应该能坐得住吧。结果没三天，老人又走得不见了，椅
子丢在路上，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样不无收获：老人每天
帮助我满大街跑，既减肥又锻炼身体，现在我的血压血脂血
糖都很正常了。

把老人引回家后，先把老人的脏衣服换下来，他出去不择地
方，乱坐，大小便不自控，所以必须得先给他换洗完毕，再
赶紧给老人冲一杯奶茶，然后做饭。依然是先给老人做好端
给手里，再做家里其他人的饭。把饭端上桌以后，她顾不得
吃，她得先趟在床上展一展腰，喘一口气，攒一攒精力。

从午饭后开始，我的下半天与上半天一样过，还是放下饭碗，



擦一把脸，直奔学校；放学以后，顺路买菜，拎着菜满大街
找老人，引回家，换洗衣服，冲奶茶，做饭遇上特殊天气，
比如阴雨天，需给老人带上雨伞，我还得赶快上完课到街上
找人。等回到家以后，公公媳妇俩人一准又都是湿淋淋的。

如今我们所居住的小区内，人们都认识了这位不知道回家的
老人，经常给我报讯：“你公公十几分钟前还在那边坐着哩。
”“你公公在那边垃圾筒边捡破烂哩，弄得身上很
脏。”“你公公往外河畔那边去了，估计有半个多钟头
啦。”我赶紧撒开腿去追。

又是几番花开花落，又是几番寒暑春秋。如今，我公公九十
二岁高龄，精神很好，饭量不错，这段时间头脑也比原先清
醒了一些，至少认得了我是自家人，也比以前听话了，也肯
跟我一起回家了。每逢喜庆节日，全家人都回来，欢聚一堂，
其乐融融，老人得空还给大家伙唱歌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的两个孩子
也十分孝敬，每逢节假日回家，与父母一起服侍老人，不嫌
苦不嫌脏，这在九零后的年轻人中是少见的。每逢家里有什
么喜事或家里人过生日，孩子们总要打电话问候，对叔叔伯
伯姑姑姨姨爸爸爸妈妈叫得甜，问得亲，礼数周全，形同大
人。20__年两个孩子根据其我的要求，一个报考了警官院校，
立志做社会安全和人民财产的守卫者，一个报考了师范院校，
立志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两个孩子在各自的学校、班级、
宿舍里，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周围的同学，都喜欢和他们交
朋友。同学之间有些疙瘩，经他们分解，没有解不开的。乐
观向上，积极有为，在各自的环境里有很高的威信，是充满
希望的阳光青年。

现在，儿子孙镜柠是山西省警官学校的预备党员，女儿孙卓
亚是大同师范院校朔州分校的优秀班干部，他们毕业后继续
深造，选择考研。



没有人生来愿意付出，除非给他一个理由。在中国传统的观
念里，家就是精神的港湾、幸福的载体，特别是对男权社会
中的绝大多数女性而言，家更是她的生命。为了家庭的幸福，
付出多少都是快乐的，生命因付出而光荣！

这就是我的家庭梦、和谐梦、幸福梦，也是最美中国梦的一
部分。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安康，愿每一个好人都快乐吉祥，
愿每一个老人都老有所乐，愿每一个孩子都健康成长！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三

xxx，女，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旌阳一小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

在思想上，力争上游，积极进取。自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工作16年来，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少先
大队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倾心倾力做好少先队员共产主
义理想和道德启蒙，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尽善尽美。认真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
队活动，全面创建“动感中队”。开展学雷锋志愿活
动，“小手拉大手”系列活动；组建“红领巾”广播站；组
建学校腰鼓队；坚持开展“爱心活动”；抓好升旗手、护旗
队各项工作。

在生活中，倾注真情，润物无声。在少先大队这个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同时担当着教师、父母、朋友等多重角色，体贴
和关心学生，和他们进行亲密的思想交流，让他们真正感受
到老师的亲近和”爱”。

2007年获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2008获省“优秀辅导
员”、2011获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3获市“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2017获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9获
省“优秀辅导员”称号。所在少先队先后7次获得省市县“优



秀少先队”荣誉称号。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四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泉源，不付出劳动
就不会有收获，埋没在底层的人真正值得敬重，他一辈子辛
勤，一辈子奔忙，不求声誉和光荣，只有一种思想给他鼓励，
为公众利益而劳动。

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的米饭，香喷喷的，那一粒粒，一颗颗
的小米都是农民伯伯在花团锦簇，莺歌燕舞的春天撒下种子，
在秋色宜人的秋天中弯着腰去取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不怕
艰辛，辛勤的劳动着，忙的不亦悦乎，满头大汗，汗流浃背，
连气都喘不过来，他们这么卖力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
们吃上具有丰富营养的蔬菜，酸甜可口的水果。

还有我们常常穿的衣服，都是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设
计师，他们没有一丝怨气，他们只为人民服务，也为世界服
务，他们每日每夜，加班了又加班，设计好图样，选好颜色，
用他们小巧玲珑的双手制作出一件件漂亮的衣服。

那些高楼大厦是建筑师一砖一瓦造成的，因此有了我们的住
处，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地坚定有力又踏实，不管遇到什
么困难或挫折，都勇敢面对，从不放弃，直到盖好自己心目
中所要求的房屋。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劳动者，他们都无私地奉献着，我们在此
要谢谢他们，感谢他们一直不怕辛苦的为我们人民而服务，
我真佩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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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五

36载，他扎根乡野，拒绝城市的“诱惑”;自研、自制近500
件教具，400多件动、植物标本;用双手给遂昌县大柘镇的孩
子们，建成了一座令城里孩子都羡慕不已的实验学堂;他就
是“2016全国最美教师”王伟平。

“它意味着对科学的启蒙，是每个孩子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
的火种!”王伟平如是说。

今年57岁的王伟平，是遂昌县大柘镇中心小学的科学老师。
自1980年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以来，他先后在遂昌县石练镇大
茂坑村小学、石练镇中心小学、大柘镇中心小学任教。今年，
是王伟平从教的第36个年头，他还被评为“2016全国最美教
师”。全国仅有十人获得该项殊荣，而他也是浙江省唯一入
选的教师。

放弃进城扎根农村，他是别人眼里一根筋的“大傻子”

其实，王伟平曾经不止一次有过调进县城学校任教的机会，
但每次都被他主动放弃了。

人们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县城学校需要我这
样的科学老师，但农村学校可能比县城更需要。”因为出身
农村的他，更懂得农村孩子对知识与科学的渴望。

科学课涉及的知识面广，课前总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
时上课需要活鱼、蔬菜、种子等实物，而学校又缺这些物品，



王伟平就自己贴钱购置。他到舟山去参加教学观摩会，买回
了海马、海螺、扇贝、海螃蟹;到海南去旅游，又买回了海星、
海胆;到福建太姥山游玩，还买回了寄居蟹……尽管他的工资
不高，但要自己贴钱买教具，他却从不心疼。

还有一次，王伟平在坐车从遂昌县城回校的路上，看见路边
正在开采石英矿和花岗岩，便立刻下车去采集矿石标本。当
他返回公路时，天色已晚，路上早已没有客车。他就背着一
篮子的石英矿和花岗岩步行，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学校。

一名小学科学老师，其实就是全科教师。课余时间，王伟平
还充当学校的水电工、木工、泥水匠，义务管理学校的水、
电、音响等。这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没有任何报酬和补贴。

1995年12月，在一次疏通教学楼水管的高空作业中，由于地
面湿滑，王伟平不慎从三米多高的木梯上摔下来，造成腰椎
粉碎性骨折。这一摔，让他在遂昌县中医院躺了整整84
天。“有十几天下肢完全没有感觉，医生都说我差一点要坐
在轮椅上过下半辈子了。”王伟平说，万幸的是骨折没有伤
及脊髓。经过痛苦的治疗与康复锻炼，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重新回到了他心爱的讲台。虽然摔伤留下的后遗症，让他至
今不能正常弯腰、下蹲，每逢阴天下雨伤口也总是隐隐作痛，
而他却从不言悔。

有人费解，他这样辛苦究竟图个什么，甚至还有人当面说他
是个傻子。王伟平却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觉得能做这样一
个‘傻子’，也很值得嘛!”

“农村没有好的条件，那我就给学生们创造条件。”王伟平
是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紧缺，教具匮乏。当
时科学老师们上课想给学生做实验或展示标本，常常都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给孩子们更多



动手操作的机会，王伟平总是绞尽脑汁，自费制作实验教具
与动植物标本。

1990年，王伟平偶然得到一只死去的白鹇，把它做成第一只
标本。在给学生们进行课堂观察展示后，良好的教学反馈，
让他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了自制动、植物标本的漫漫征程。
除了各色鸟类，他还做过松鼠、兔子、蟾蜍、蝾螈等多种动
物标本，俨然打造出了一个小型的动物世界。

1992年暑假，他与友人相约前往白马山，捕捉动物做标本。
从大柘镇方向走山路前往白马山，道路险峻、崎岖、阴森，
路面上长满了青苔。因为海拔高，走到半山腰，天就下起了
蒙蒙细雨。经过3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他才到达了白马山巅。
之后，他在山上呆了整整三天，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
喝几口泉水，滑倒了就爬起来再前行，身上还“挂了彩”，
每天都累得筋疲力竭。

“三天过后，我带着十几条剧毒的蕲蛇、银环蛇、两头蛇
和100多只蝴蝶等收获满满地下山，那一刻，我浑身充满力量，
连脚步都变得轻快了!因为孩子们又可以有新标本观察了!”
他笑着回忆道。截至目前，他已浸制、干制动物标本300多件，
植物标本100多件。

其中，鸟类标本的制作难度特别大，需要剥皮、上防腐药、
穿铁丝，给鸟的头部、翅膀等固定造型等。而只要一开工做，
就要一气呵成做完，不然外皮僵硬了就无法做好美观的标本。
为此，下课回家的王伟平常常在家里通宵达旦地做标本，一
做就是十几个小时。

“制作标本所用的防腐剂要涂在动物皮内，是由砒霜、肥皂、
樟脑等防腐有毒物质调配而成。但为了方便制作，尽可能保
持标本造型美观，我制作标本时都是不戴厚重的防护工具，
徒手制作的。”王伟平说，有一次他熬夜制作一只鸟的标本，
在穿铁丝扩展鸟的翅膀时，由于从晚上8点一直忙到次日清



晨6点，长时间的制作让他晃了神。一不小心，王伟平的左手
食指就被沾有防腐药剂的`铁丝刺破，造成了砒霜中毒。

可为了不让这只标本的制作半途而废，王伟平硬是忍着痛将
标本做完，才顾得上仔细处理伤口。没想到伤口已经发黑，
手指连同手臂都肿得很厉害。到镇里的卫生院前后治疗了1个
多月，花了200多元才康复。而在当时，200元钱相当于他一
个月的工资。

“幸好努力没有白费，那次制作的标本获得了县里鸟类标本
制作的一等奖，许多学生们看到也特别喜欢。”回忆起这段
经历，王伟平笑容满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痛苦、后怕的
情绪。

在王伟平眼里，“科学”这门课也是启蒙教育的基础课程，
一点不比主课差，而且做实验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王伟平总是说:“学生动手了，就记住了。”

如《空气与燃烧》这课中，有一个“物体在纯氧中燃烧”的
演示实验。在做这个实验时，首先要制造和收集氧气，然后
将铁丝、木炭、木条等放入纯氧中燃烧。教材中原本要求老
师演示的实验，但为了让学生更形象、更直观地看到氧气是
如何制造和收集，以及“物体在纯氧中燃烧”的过程和现象，
这个实验被他改成了学生分组操作。这些由学生自己亲手完
成的奇妙现象和实验结果，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也
活跃了课堂气氛，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