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一名志愿者。她曾经为了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
赠一双鞋而不眠不休的徒步 50公里。她曾经与团队一起
在 24 小时内连续奔跑 300 多公里，只为了给山区的孩子
捐赠一块篮球场。

雅安地震、尼泊尔地震后，她身赴震区，参与震后重建
的心理干预工作。她还参与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
童发展基金会”“壹基金”等多个基金会的 10 余个公益项
目，赴雅安、竹溪、西藏、山西等地开展快乐体育活动，培训
学生、教师、校长百余人次。她背着书包行走在大山里，只
为让更多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体会到体育运动的快乐，在其
中学会沟通、合作、分享与交流。

作为班主任，她和孩子们给班级起名“大爱七班”，希
望班里的同学间要互相关爱、爱家长、爱老师，更要把自己
的爱传递给他人，奉献给社会。她带着孩子们帮助老师收
拾图书馆，为同学们营造干净整洁的阅读环境；到社区开
展志愿服务，为社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去敬老院看望老
人，和老人聊天；去“小飞象服务中心”看望自闭症的孩子
们，给他们带去礼物，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玩耍。在一次
次活动中，学生体会着自己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体味着
因为自己的付出而使别人感到快乐的那种幸福感。在于
冉的奉献精神的影响下，家长也加入了“大爱七班”这个大
家庭，积极参与到班级的建设中，为了孩子的成长共同努
力。

为了能发动更多的同学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她组织了
全校师生的“公益跑”的活动。在历时一个月的“公益跑”
活动中，全校 1300 人共跑动 2372 公里筹得 10000 元善款，
交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为贫困山区的孩子购买过冬御
寒的衣物。通过这次活动，学生深深的感受到跑步不仅锻
炼了身体，更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奉献的快乐和对社会

的一份责任。
2016 年底当于冉带着领导的信任走上团委书记的岗

位，每天的工作更多的是面对电脑做一些文字性的工作。
原来的体育课是通过身体活动的方式带领学生挑战自我，
认识社会。而现在再加上思想的引领，从思想上和身体上
两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影响面要远大于一个体育老师或
一个班主任能做的。要想干好工作，先要进行学习，她多
次参加区级市级以及全国的团委书记培训班，并将这些知
识运用到工作中。

在到了团委的岗位后，工作更加繁忙，没有时间去参
与更多的志愿项目。她就带领着全校的学生一起做志愿
者。京源学校学生的志愿服务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每年的寒暑假，于冉都组织全校的团员深入周边十余
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服务的项目包括：环境美化，普法
宣传，活动策划，活动助教、爱老敬老，关爱弱势群体等
等。参与人次达到 300余人，很多社区的居民看到了京源
学校的学生，纷纷竖起大拇指。学生也在活动中收获了成
长，体验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

全校有近 800 名学生成为志愿北京的实名制志愿者，
这些学生利用寒暑假休息时间自发的参与到志愿活动中，
参与的服务项目有：医院挂号机导医、清理小广告、文明引
导员、图书管理员、博物馆讲解员、大型比赛的检票人员、
平安地铁志愿者等等，涉及的服务多种多样，这些工作都
很辛苦，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当帮助别人解决了问
题之后，那种成就感和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所有的疲惫一扫
而光。“助人自助，乐人乐己”是学生完成志愿服务后悟出
的道理。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于冉被评为石景山区优秀团
干，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京源学校团委也被评为北京市

红旗团委，石景
山区红旗团委。
这些荣誉和于冉
的努力专注的工
作是分不开的，
有时为了一个活
动的策划她经常
加班到很晚，有
天晚上当她加完
班走出校门的时
候，保安问她：你
是教高三的老师
么？每天这么晚
才走。听到这她
笑 了 笑 没 有 说
话，但她心中明
白，她的工作和
高考同等重要，
因为这是在学生
价值观与人生观
的建立的关键时
期用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引领学生。对学生的一生都会产
生重大的影响。

世界因“你”更明亮，这个“你”指的并不是于冉一个
人，而是在她的影响下有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有了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一份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心的那些学
生们，每一个人都去照亮更多的人，这个社会就会因为一
点一点的光亮变得充满阳光，从而变得更加和谐更加温
暖。那时大家就都可以喊出：世界因我，更明亮！

她，是学校的心理教师，更是孩子们心中的“知心姐姐”。

多年的心理学习和工作经历让高悦坚信，每一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潜能。教师的职
责，就是以大爱的精神，去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帮助他
们发现优势、发展优势、发挥优势，做自己、赢未来！做学
生成长的优势“放大镜”，是高悦给自己的职业定位，也是
她一直以来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践行的准则。

俯身课堂，精益求精不忘育人初心
“心理课，应该是有温度的。”这是高悦在平时的教学

交流活动中常说的一句话。怎样能让心理课堂有温度？
深厚的专业功底、有趣有益的活动设计都是必备的，但更
重要的，是课堂上对学生的无条件积极关注，是对每一位
学生的尊重和积极回应。要把促进学生发展作为课堂教
学活动的核心，把“跟着学生走”作为操作实施的关键。

为了让学生在心理课堂上真正地动起来、体验起来，
有所感悟、有所收获，高悦进行了潜心的学习、研修、实践
和研究。备课，被听课，课后反思，复备课，在做心理教师
的最初几年，她的几乎每一节常态课，都是这样和师傅一

起“磨”过来的。在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中，高悦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课堂风格——深厚扎实的专业功底、巧妙有趣
的活动设计、暖如春风的授课风格。慢慢地，在她所任教
的年级中，心理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每周一次的
心理课，也成了高悦和孩子们“一期一会”的心灵之约。

在教育教学中，高悦勤于反思，将自己的工作经验诉
诸笔端，所撰写的科研论文及教学课例几十篇在各级学术
活动中获奖。2014年，高悦作为课题负责人所申报的课题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的模型建构及相应的校本培
训策略的研究》成功立项，为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青年
专项课题。高悦曾获北京市心理健康教育十佳心育工作
者、石景山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新京报“最具潜力的新人教
师”、北京联合大学兼职讲师等荣誉称号。

用心倾听，心理辅导陪伴孩子成长
“高老师，我最近心情不太好，能和您聊聊吗？”每一个

中午，心灵驿站都会走进前来预约或咨询的孩子。在这
里，没有“老师”和“学生”，有的只是“知心姐姐”的耐心倾
听，孩子们的娓娓倾诉。“能够见证一个生命的成长、一颗
心灵的蜕变是何其幸运的事情！”高悦说，“心理教师应该
做一束微光，帮助学生发掘内心的成长力量，找到优势成
长路径。助人自助，让孩子们掌握适合自己的认识自我、
调控情绪、处理人际矛盾的方法，让这束微光点亮孩子的
生命之旅。”

除了个体心理辅导，高悦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其他有
效的心理辅导方式。有没有可能将有相同困惑的孩子组
成一个小组，让孩子们在同质性的小组中互相帮助，收获
成长？于是，在课外活动的时间中，“心灵驿站”心理社团
应运而生。在团体活动中发现成长的着力点，在同伴互助

中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孩子们在“心灵驿站”收获满满！

用爱陪伴，特殊教育践行大爱无疆
除了心理老师外，高悦还有一个角色，是学校的特殊

教育教师，负责学校随班就读学生的特殊教育工作。谈起
几年的特教工作经历，高悦感慨颇多。对于任何一个家庭
而言，有一个特殊孩子都是不幸的；对于任何一个班主任
来说，班级里有一个特殊孩子都是一种挑战。但在工作
中，高悦看到的更多的是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大爱、付出
和坚韧。“这种爱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督促着我、激励
着我”高悦这样说。对于一个心理老师来说，从事特殊教
育无疑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一个全新的教育领域，所有
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技能都要从头学起，但她毅然承担了这
样的工作，并不断要求自己学习特教领域的专业知识，成
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我只希望在孩子的成长中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之
力。”谈起几年特教工作接触过的孩子，高悦说小明（化名）
给她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是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是一
名自闭症儿童。刚开始的训练，每一次孩子都无法配合，
必须家长陪伴在旁。四年来，风雨无阻的每周两次的特教
训练，让小明和高悦成了好朋友，每次进到训练室，小明都
会给高悦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一刻，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在路上”，是高悦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她认为，作为
一名年轻的心理教师，她未来的教育之路还很长。做学生
成长的放大镜，通过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帮助
每个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成长路径。她一直希望能
做学生成长中的微光，让这束心理之光照亮学生的心灵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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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更明亮——北京市京源学校教师于冉

教师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在我们身边，总是有那么一批怀揣教育情怀、潜心
育人的教师，他们立足三尺讲台，在石景山区教育系统立足区域发展战略，围绕促进
公平和提高质量两大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构建高端教育体系过程中，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模范遵守职业道德，用行动诠释自己对教育梦想的追求、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以良好的师德风范影响和培养学生。

我身边的师德榜样

做学生成长中的优势“放大镜”——北方工业大学附属学校教师高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