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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教书育人标兵李红梅事迹材料

李红梅，中共党员，博士，教授，执教二十余载，她以爱引

路、以勤立身，倾情教育、执着探索，主持省部级教、科研课题

4 项，建设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 1 门、省级“一流课程”1 门，

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著作 4 部，荣获山东省文化厅优秀

科研成果一等奖，潍坊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潍坊市“风

筝都文化奖”、潍坊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先后

获得“潍坊市中青年社科学研究十佳拔尖人才”、潍坊学院“杰

青”、“潍坊市百名理论人才”等荣誉称号。

一、爱心摆渡，传承师魂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带来国运转机，科学技术带来

国力腾飞，并靠读书求知改变了命运的 70 年代人，李红梅老师

对师者之路充满了敬畏之情，她说，“教师就像是摆渡人，在从

此岸到彼岸的旅程中，教师的划桨破浪承载的是学生灵魂与知识

的双重提升。我自己是这种教育摆渡的受益者，我希望我也能成

为一名优秀的摆渡人，用自己的坚守和传承，帮助学生自由地走

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并助力祖国的发展与繁荣。”

师者渡人，首在渡心。与学生相处，李老师始终坚持将心比

心、以诚换诚的原则，她坚信真心尊重他人，他人才会将真心交

付于你。她的师爱不仅仅是只撒播给那些得意的门生，同时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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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倾注在那些普通生和后进生身上，一个学期下来，她可能记

不住几个班干部的名字，但对那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学生

的名字她倒能记住不少。她善于从那些普通学生身上发现他们的

优点和长处，并能予以真诚的肯定和赞美。她知道，对这些学生

来说，鼓励的话语，惟其稀少，所以才常常会有价值万金的作用。

一旦帮助这些学生树立起了信心、激发起了斗志，他们的人生设

定很可能就会由此改变，而不是较早地甘于接受生命状态的晦暗

无光。

在自己的课堂上，她也经常会根据每级学生的性格特点，设

计符合本班学生的教学方法，选择能有效调动学生神经的话题和

策略，以轻松的姿态、舒适的节奏进行自然、平等、真诚的沟通，

在完成老师和学生的心理互动和情感交流的过程中，让学生得到

多元的话语内容。

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让她得到了学生们的衷心拥护，她的

教学效果连年优秀，学生们也在她的正面引导下，许多人的生活

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位曾因父母婚姻破裂而愤世悲观的女生，

在她的引导下，不仅渐渐改变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同时还考上

了 211 高校的研究生。一位曾经专业课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在她

的指导下，毕业论文获得了山东省优秀毕业论文的荣誉。还有更

多的学生在毕业多年以后，常常会通过短信的形式向她汇报和分

享工作的成绩与快乐，李红梅老师说，“学生们是把我当成了真

的亲人，才会有如此的信任。他们的路越走越光明，我成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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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他们做得好，反过来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为师信念，他们也成

全了我。”

二、言传身教，以勤立身

李红梅老师是一个重“行”胜于重“言”的人，她非常重视

教师的言传身教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她说，“作为一

名老师，只有自己不断地学习，学生才能从我的身上看到激情，

才能感染他们，让他们也爱上学习”。

她说，任何人事业上的成功都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要做一个不畏不馁的长跑者，惟有不断地

付出，不断地进取，才能真正做到有志者事竟成。

2016 年以后，除了一线教学任务之外，李老师又身兼了文

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并承担了两年教职工第二党支部书记的管理

任务，为了尽可能做好多岗位工作职责的协调，不让自己的教学

质量受影响，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她都力求当日事当日毕。为此

她经常加班至深夜，每天下班她办公室的灯常常是整个教学楼熄

灭得最晚的那盏，回家匆匆吃上几口饭后，她常常又不自觉地就

拿起了专业书籍并打开了电脑，直到夜色深沉，才在家人的一声

声催促中停止工作。生活的忙碌，固然辛苦，但她说，“我不怕

累，但我怕的是没有目标的瞎忙，每天只有做了些让自己觉得有

意义的事，我才会感到心安、神安。”

2019 年 11 月份，刚刚从国外访学归来的李老师，尚未调整

好时差，就接到了上级要其紧急参评山东省一流课程建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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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15 天的时间要录制两个参赛视频，并制作相应的教学课

件，同时还要准备 300 多页的评审材料，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高

难度的工作要求，让许多老师还未开始就选择了放弃。但李老师

不想让这项任务成为文学院工作的一项空白，更不想让师生共建

了三个学期的课程实验付诸东流，她毅然挑起了参加评审的工

作。但作为一名文科教师，其网络操作技术先天存在的劣势，尤

其是年龄的增长所带来的对新技术掌握的迟缓，都无形中加大了

她的工作难度。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时间之外，她几乎每

时每刻都在忙碌着。但令人佩服的是，她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

来，回顾那段时光，她自己也感慨万分，她评价自己和其他院系

那些能顺利完成参评任务的教师，都是具有钢铁意志的人。高强

度的工作作风是李老师的工作常态，类似的风格虽然一度也让她

周围的师生难以适应，但日子久了，与她合作过的老师、学生，

常常发自肺腑地说，自己从与李老师的合作中收获良多，这种收

获不仅是某种具体的技能，更是一种对待工作、对待人生的态度。

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人生奋斗，难免会有各种激烈的竞争，也难免会面临各种名

利的诱惑，但李红梅老师认为，师者之贵，不在于鲜花、荣誉的

多少，而是历经沧桑，能否依然对教师职业葆有永远的敬畏之情；

安享福乐，能否依然对自我的人生格局抱有永不懈怠的提升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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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把海明威的一句话当作自己和学生共同奋进、共同勉

励的人生座右铭：“优于别人，不如优于过去的自己”。良好的

价值认知，使李老师很少将自己纠缠于一些不必要的世俗纷争之

中，却乐于在教书育人生活中，去寻找和感受教师职业本有的快

乐。她喜欢用一次次对自我舒适区的勇敢突破，去成就自己对教

师职业的明媚期望，并顺便打开一扇扇快乐的窗户。

李老师认为，一个成功的教师除了必备的爱心之外，必须还

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创新能力，毕竟，心灵在高处，方能

俯瞰天地；视野不囿于当下，才能海纳百川。为了让自己的教师

职业具有健全的自我提升的能力和厚积薄发的发展空间，对学术

的执着和对教研的用心，贯穿于李老师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

在学术领域，李老师对自己一向高标准、严要求。她先后主

持过 2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了 20 余篇学术论文，出版过 4

部著作。其学术专著《伍尔夫小说的叙事艺术》获评潍坊市优秀

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她主持编撰的《莫言经典作品导读》获评

潍坊市政府颁发的“风筝都文化奖”。其任副主编完成的《比较

文学术语汇释》，获评山东省文化厅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在教学领域，李老师同样体现了一名优秀教师所具备的较强

的创新精神和进取意识。2011 年 1 月她负责的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教研室所设置的比较文学、中西文化比较、西方文论、外国

文学四门课程同时被评为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实现了我校比较

文学学科课程建设的一个历史性突破。2013 年 6 月，由她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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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 1 项省级教研课题结题成果被评为潍坊学院优秀教研成

果一等奖。2019 她主持建设的外国文学课程再次被评为山东省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教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

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

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李红

梅老师认为习总书记的这番话是对师德师魂的最生动、最形象的

阐释，与总书记的要求相比，纵然她曾经取得过些微细小成绩，

但师德师魂建设路上，她仍只是一个刚刚起步者，未来的路很长，

她的奋斗也将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