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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教师热爱教育事业，积

极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本报特推出“四川优秀

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目，宣传展示全省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典型。

■ 本报记者王浚录（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唐老师，我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

“唐老师，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怎么办？”

“唐老师，我缺乏毅力，做事三分钟热情，怎样改进？”

…………

在泸县第二中学，时常有学生向心理健康教师唐远琼咨询。对于学生的问题或困惑，她总会耐心解答，帮助学生解开心结，成长进步。

作为一名专职心理教师，工作21年来，唐远琼始终坚持“助人学会自助，自助方能助人”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她运用专业智慧，唤醒学生成长的内

驱力，帮助学生学会自助；另一方面，她也是自己的心理医生，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

虚“心”学习 用“心”守护

给
学
生
写
名
字

■

李
坤

给学生写名字，是我每学期开学一直

乐意做的事情。

很多老师为了省事，习惯让班级小干

部给同学们写名字。工作20多年，我一直

坚持开学初给学生作业本书写姓名，包括

大小作文本、习字册、补充习题等，方便的

直接写在封面上，不方便的粘个贴纸写在

上面。这个习惯和我在课堂中坚持范读一

样，许多年了热情依然不减，虽然需要书

写的作业种类不断变化，我坚持不懈地写

下来了。

给学生写名字，首先是一种示范。学

生经过一个假期的悠闲生活，很多学习的

要求有所懈怠，而我把学生的名字一个一

个工整地写在作业本上，本身就是一种提

醒和示范。亲其师，信其道，学生拿到作业

本看着一笔一画的名字，心里肯定会重视

书写，学习也自然而然地认真起来。

我喜欢坐在教室里给学生写名字，对

学生而言是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感。你

看，在讲台上望着学生，目光扫过一张张

朝气蓬勃的脸庞，一个个名字脱口而出，

给学生的是一个个莫大的惊喜。在学生心

中，老师是记着他的。于学生而言，这是一

种重视、一种肯定、一种赏识。“你看，老师

记住了我的名字！”

可是今年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

响，缺少日常互动，我居然提笔忘“名”，几

个学生面孔很熟悉，写到他们的时候卡壳

了，我能准确地说出他这次调换座位前的

位置，可是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

叫张小帆。”在我犹豫间的当口，旁边一个

“机灵鬼”可能看出了我的尴尬，脱口而

出，他的帮忙让我暂且摆脱了难堪，但继

而让我又脸红起来。还有几位学生，怎么

办？

“对，就这样！”我灵机一动。

学生的名字一本本写下去，这位是？

我最不想遇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是

魏国！”“知道的，‘战国七雄’除了魏国以

外，你们知道还有哪6个国家啊？”——齐

楚燕韩赵魏秦，在我的几次示范下，学生

们也能够流利地背下来了；“我是李兵！”

“嗯，你知道历史上和你同名的一个人

吗？”“那就是——李冰，他是一个水利专

家，都江堰就是他主导修建的。”“我是黄

玉茹！”“你这个名字太好了，美玉都是要

经过一雕琢才能焕发出光彩，就像我们一

定要经历寒窗苦读才能金榜题名一样。”

五六个忘记名字的学生在我絮絮叨

叨中很快写完了，我自己都有些留恋这样

的感觉了——在书写名字的时候还能够

进行一番别致的说教，而学生们在我的话

语中似乎也很享受，伸着脖子听着，我的

名字，老师会如何解释？及至后来，有好几

位学生冲到我面前，扯着我的衣服一定要

我说一说他们名字的含义。

我给学生写名字，写出一个个精彩的

名字，写出一个个高兴的名字，给每一位

学生书写出一个璀璨的新学期。

12月中旬，我们一家人

先后感染了新冠病毒。今天

这个高烧，明天那个咳嗽，各

种状况此起彼伏，日子也变

得慌乱起来，我几乎有些招

架不住。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容

易脆弱，我发高烧的那天夜

里，浑身酸痛，难受得眼泪都

流了下来。上小学的女儿比我

先感染几天，度过了最难的几

天，她已经活蹦乱跳了。女儿

为我倒水，看到我狼狈的样

子，她坐在我床边，轻声安慰

我说：“妈妈，再坚持坚持，很

快就会好的。”我点点头，欣慰

地冲她笑笑。女儿又去给我拿

了湿毛巾，放在我的额头物理

降温。看女儿这么懂事，我感

觉病痛也减轻了不少。我忽然

想起，女儿的生日已经错过两

天了，这阵儿过得乱糟糟的，

我忽略了很多重要的日子。我

向女儿表达歉意，她却哈哈一

笑说：“妈妈，没关系。我生日

之后，马上就新年了。到时候，

咱们全家人都‘阳康’了。健健

康康迎接新年，多好啊！”

女儿的话让我豁然开朗。

2022年注定是特殊的一年，

我们送走旧年，以全新的姿态

迎接新年。没有任何一个冬天

不可逾越，没有任何一个春天

不会如约而至。待到新年到来

的时候，经历过病痛的我们必

定会脱胎换骨，生活也将呈现

重启之后的勃勃生机。

我们想要的烟火味十足

的生活，会逐渐回归。热热闹

闹的菜市场，熙熙攘攘的小吃

街，灯火辉煌的大商场，都将

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回来。过去

因为疫情，我们体验过失去的

滋味。“失去方懂珍惜”，曾经

习以为常的生活，因为曾经失

去过，重新拥有后便会更加珍

惜。朴素踏实的小日子，或许

也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烦恼，

但只要我们还能拥有一份日

常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

能时不时跟亲朋好友聚一聚，

能偶尔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能随心尝一尝喜欢的美

食，这些小愿望里藏着大幸

福。

新年如约而至，将给我们

提供一个个崭新的舞台。我们

想要打拼事业，新年里会有更

多机会等着我们。我身边的很

多朋友已经在跃跃欲试：小李

的小吃店打算在沉寂之后，来

一次辉煌绽放；闺蜜的美容店

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了，新年里

她准备正式开张；表妹的鲜花

店一直都在经营，基本没受到

疫情影响，她说她的预测能力

超强，崭新的2023年，她的生

意一定更火爆，因为热爱生活

的人们需要用鲜花装点每一

个美丽的日子……新的一年，

未来有那么多的美好等着我

们预约。

新年如约而至，我们更加

懂得健康的重要。我打算制订

一个家庭健身计划，让全家人

都动起来。有了健康的体魄，

才会有更好的生活。拥抱崭新

的2023！从新年开始，做个幸

福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关

心远方和梦想，关心熟悉的人

和陌生的人，学习、工作、锻炼

身体……

展望新年，我的心中盈满

了喜悦和期待。一元复始，万

象更新。挥别过去，未来可期。

新年如约而至
■ 马俊

不断深造
提升专业素养

“唐老师，我有心理问题，您帮我咨询一下

吧！”

2001 年，当唐远琼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

刚到泸县二中工作时，她最怕别人这样跟她开

玩笑了。她觉察到，自己心里的这份“怕”和“抵

触”源于自身在专业上的不自信。

唐远琼深信，教师需要学会主动规划职业

生涯，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于是，在2002年，她

参加了泸县二中与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共同举

办的心理学研修班，开始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

专业能力。

2006年，唐远琼赴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

中心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华西的培训没有

暑假班，我只能上周末班。在那 3 个月的时间

里，我每周日在成都结束当周的培训后到达泸

县已是深夜，第二天又照常上班。”唐远琼感

慨，那段时间，她一度瘦到只有70多斤，但学习

知识的快乐、充实与内心力量的增强让她觉得

不虚此行。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她参加心

理咨询师全国统考，顺利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唐远琼对职业倦怠有着独特的认识，她认

为倦怠并不是对工作不喜欢了，而是在面对挑

战时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甘。“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就要不断学习，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学

习专业知识，为自己赋能。”她在工作的同时仍

然选择不断深造，先后成功考取西南大学基础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

士研究生。

读博期间，唐远琼着眼于日常工作的实际

问题，开展了积极心理学及校园欺凌的相关研

究，她参与的研究成果《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

校中国青年学生受欺凌者的特征：混合方法分

析》发表于国际刊物。2019年，唐远琼获得博士

学位，她说：“在心理辅导中遇到新问题时，我

不会像以前那样捉襟见肘了。”

“提升自己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向

身边优秀的同行学习。”唐远琼表示，身边优秀

的同事是她在成长中自我认识与自我提升的

“镜子”，在向同行学习的过程中，她的专业能

力不断提升。2015 年春期，她追踪一位语文老

师的课达66节，写下《抽查背诵及其心理学意

义》、《语文是心灵的良药》等20余篇心理学解

读文章。

工作以来，唐远琼坚持专业阅读，先后涉

猎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优秀读物，

从家里的13个书柜、近3000本专业及文史哲书

籍中汲取营养。

“打铁先得自身硬，心理老师首先要学会

做自己的心理医生，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的能量，才能应对接踵而至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唐远琼说。

以生为本
积极回应学生的心理需求

“心理健康教育课在高中曾被戏称为‘豆

芽学科’，没有考试压力。”唐远琼坦言，“要摆

脱‘豆芽学科’的命运，需要心理老师努力提升

教育教学品质，把心理课上成学生期待的课，

让学生从中受益。”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唐远琼注重倾听学生

的心声，以生为师。她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接地

气的方式深度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并围绕学

生的心理需求开展辅导。课后，她坚持发放《心

理课调查表》，及时了解学生对于授课的感受

和建议，“这样，学生成了我的老师，教我怎么

上好课。”

对于授课方法，唐远琼总结提炼出了心育

课“3+1”教学法，“‘3’是心理课的‘热身、体验、

分享’三个步骤，‘1’是指在师生的课后反馈及

执教者在课后反思中探寻心理课的优化策

略。”除常规教研课外，她还邀请同事来听随堂

课，借助他们的反馈认识自己的“盲区”，从而

不断改进授课方法。

“常有人听的课，如常有客光临的家，执教

者必经营好课堂，正如主人会勤于打扫。”唐远

琼说。

“谢谢唐老师，看了您的微课，我不那么害

怕了！”疫情期间，唐远琼曾收到学生们发来的

短信。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唐远琼根据疫情下高中

生的心理特点和积极心理学原理，带领其名师

工作室成员录制了40节中学生心理微课、20节

家庭抗疫微课，对减少家源性心理问题、助力

学生顺利复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远琼还把课堂“搬出教室”，她针对学生

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需求，举办了《带

上“钥匙”前行》、《和压力做朋友》等大型心理

讲座近300场，并整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和思

考，为老师们举办《幸福从“心”开始——班主

任职业倦怠的心理调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例谈》等专题心理讲座，通过教师影响更多

的学生。

除了深耕课堂，唐远琼还扎根学校心理辅

导室，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与心理辅

导。

某年，一位同学因“成绩下滑，上课注意力

不集中”向唐远琼寻求心理咨询。对这名学生

深入了解后，唐远琼发现成绩下滑只是该生注

意力不集中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是童年的

心理创伤及对心理创伤的不合理认知。

本着尊重、共情、真诚等态度，唐远琼和该

学生建立了相互信任、安全的咨访关系，引导

她将不良情绪宣泄出来，随后再进行相关心理

训练。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努力，这名学生的情

绪失控、注意力不集中及心因性躯体疼痛症状

渐渐好转，童年的心理创伤也得到了部分修

复，“高考时她发挥得不错，去到了理想的大

学。”唐远琼倍感欣慰。

“对于前来咨询的学生，我称呼他们为‘来

访者’，对待来访者要怀有一颗尊重、热情、真

诚、共情、积极关注的心。”这是唐远琼经常挂

在嘴上的一句话，也是她一直践行的宗旨。工

作21年来，她接待来访者1000余人次，与来访

者共情，为他们提供一面自我认识的镜子，助

其解除困惑，开发潜能。

把难题当课题
心中“有课”也“有人”
如今，唐远琼成长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

指导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

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谈及成

长的秘诀，她表示，“课题研究是专业成长的源

头活水，我把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当作课题来

研究。”

在泸县二中，每个班级一周有一节心理

课，心理老师上课班级多，记住学生的名字较

为困难。一次，有位学生向唐远琼问好，她积极

回应“你好”后，学生调皮地凑过来，说：“您还

记得我的名字吗？我昨天才回答了问题的。”唐

远琼一时语塞。

“有心理学家指出，别人充满善意地叫自

己名字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作为老

师，我虽记得那位同学回答问题的事，却记不

起他的名字，无法发出这样动听的声音。”学生

的失望和自己的尴尬在那一刻扑面而来，唐远

琼下定决心要记住任教班级所有学生的名字。

于是，她打印表格让学生写下姓名、兴趣

爱好等内容，制作个性名片，通过把学生的名

字与诗词、典故结合，运用面部定位、联想等方

法，最终，记住了当时任教的12个班级所有学

生的名字。

“我上课更自信从容了，与学生的关系更

好了，不仅发现了许多名字背后的有趣故事，

《任教多个班级的心理老师如何记住学生的名

字研究》课题还得了奖。”唐远琼笑着说，记名

字的过程其实是了解学生的过程，也体现了对

学生的尊重。“这12个班的学生和我走得很近，

因为我通过记名字，真正去了解、看到了他

们。”

这之后，唐远琼上课的班级仍很多，虽然

没有精力像先前那样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但

她始终努力实现由“心中有课”向“心中有人”

的转变。

除了“老师如何记住学生名字”，对于“如

何引导高一新生尽快适应高中学习生活”“如

何帮助学生在高考考场上正常发挥甚至超常

发挥”等高中生群体常见的问题，唐远琼先后

进行了《指导高一新生养成制订并执行学习计

划良好习惯研究》《高三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等

10个校本课题，撰写心育课题研究论文共计30

余万字。她主研的3个省级课题均获四川省人

民政府教学成果奖，还有8篇论文发表于国家

级刊物。这些以问题为导向、为学生成长服务

的课题研究是唐远琼向“心中有人”转变的见

证。

“心理老师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但

需要每日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平淡与坚守。”

唐远琼说，她愿意一直和这样的平淡与坚守为

伴，恪守教育温度，用“心”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唐远琼

唐远琼给学生上心理健康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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