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岗模范作文

河南省特岗考试中，作文题每年必考 1 道 40 分，考试形式为材料作文，常考主题为教

育教学、教师和学生话题及热点教育现象。下面给了同学们五篇作文主题和范文，请结合《特

岗题型分析》体会教育作文的谋篇布局和写作技巧。

尊重学生

海洋尊重了海水，才有了湛蓝。森林尊重了绿叶，才有了茂盛。树桩尊重了年轮，才有

了岁月。 杜鹃尊重了火红，才有了美丽。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也要尊重学生，才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尊重学生，要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每个学生都渴望被关注、被重视。在教育工作

中，有的老师只关注优等生，看不到后进生身上的任何优点。这样只会让优生更优、“差生”

更差。好学生需要欣赏，欣赏的奥秘在与让孩子觉醒，每一个生命觉醒的力量是排山倒海、

势不可挡的。作为教师，要触觉敏锐，善于捕捉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及时加以表扬。但

是表扬不能太“廉价”或过度，这样会使学生觉得老师的表扬不是真心的，而是一种惯用的手

段。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学生。

尊重学生，要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要宽容。教师的一次适时适

度的宽容是一次进行教育的良好契机。作为教育者就应该用一种宽容的态度给学生撑开一片

自由的天空。教育活动中多一些宽容，就多一些自由，就多一些轻松和愉悦，学生也会有被

尊重的感觉。宽容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智慧。世界上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

空，比天空更宽广的应该是教师的胸怀！爱的艺术是宽容，尊重学生的艺术是包容。

尊重学生，不是一味地纵容，不是没有原则的谦价奉迎。有些教师只能看到学生身上的

缺点，而看不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有些教师盲目推崇学生的优点，对学生的缺点视而不见。

殊不知，这样做并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懂得了尊重学生的需要，并不等于学会了如何

尊重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也是一门学问。学会了尊重别人，就学会了尊重自己，也

就学会和掌握了人生的一大要义。

尊重，是一缕春风、一泓清泉、一颗给人温暖的舒心丸、一剂催人奋进的强心剂。成功

的时候，给学生以尊重，表明了教师对学生成功的敬佩、赞美与追求；失败的时候，给学生

以尊重，表明了教师对学生失败后的同情、安慰与鼓励。只要有尊重在，就有未来的希望在，



就有成功后的继续奋进，就有失败后的东山再起。

教师当自律

常言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平凡的语言蕴含不平凡的人生哲理。上山，易，由于做

好了困难的心理准备，即使费力，已有预期；下山，难，面对省力的诱惑，放松了警惕，看

似省力，实则危险。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读出的是职业的自律。作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太阳底下最崇高最优越职业”的教师，更应该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

人生是舟，自律是水，以水推舟，方能扬帆万里，驶向自己教师价值的彼岸。

富兰克林用他的小黑点牢记住了各种做人处事的道理，他每日不忘反省，随时也不忘自

律，他将缺点视为敌人并去积极克服它，他随时随地都在思考，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这种

做法是否礼貌，于是，他便很能克制和约束自己了，并且在自律的同时他还养成了很好的习

惯，那就是无论在做什么之前总会顾及后果不会盲目。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

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吾辈尚需努力。

人生是树，自律是土，树滋长于土，方能枝繁叶茂，结出教育的果实。

周恩来自制纸镜子，让自己每日记住行必端，言必正，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周总理

对自己的高要求使人望尘莫及而周总理这种自律的精神则是更加令人敬佩，自律就如一面镜

子，时刻让自己清醒，时刻让自己注意自己的行为，它反映出自己的不足并配合改正，它有

如土壤一般，滋养自己，使人生这棵大树枝繁叶茂，也是自己迅速进步，直奔成功的终点。

作为为人师表的职业，教师要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作风正派。

人生是茶，自律是沸水，茶用沸水冲泡，方能芳香四溢，凸显人格的高洁。

《简爱》作者夏洛蒂的弟弟布朗威尔因为无法克制自己，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一度

荒废学业，他的失败是因为不会自律，自律是一种对欲望的控制，是对诱惑的拒绝，自律是

一种理智而冷静的思考，多一些这种思考便会使自己更明确目标，让自己展现出全部的价值，

让自己少走许多弯路，使自己能更快进步。

自律就是要进行严厉的自我克制，因为克制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唯有此，方

能获得属于教师的幸福，桃李芬芳。

赏识——心灵交汇的桥梁

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千里马，缺少的，是欣赏千里马的伯乐；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伯乐，

缺少的，是拥有欣赏的心灵；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美丽，缺少的，是欣赏美丽的眼睛。俗话



说：“沒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因此，对待每一位学生，教师都要以欣赏的

眼光看待，尤其是学困生。

赏识在于发现学困生身上的闪光点，激励其进步。闪光点也就是优点，人人都有优点，

学困生也不例外。“赞扬学生极其微小的进步，比嘲笑其显著的劣迹高明。”因此教师要善于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发展他们的积极因素。从这一点入手，可以激起学生学习的斗志，鼓足

学生前进的勇气，从而达到转化学困生的目的。

赏识在于通过客观鼓励的评语，增强学困生的自信。评语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重要一环，

也是实现师生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传统的操行评定忽视了教育民主，忽视了学生的个

性。教师无形中将学生分为“好”与“差”，无形中使好学生更好，差生更差。为此，教师应尝

试将传统的操行评定改为正面引导的赏识性评语，从而使每一个学生都感到自信，受到激励。

如在批改学生作业时，有意在批改完之后加上一两句饱含感情的评语：“你真棒！”“加油！”“你

进步了！”“老师赞赏你的好学精神！”“你是好样的！”等等。这样做，不仅是对学生完成作

业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和促进。特别是学困生，他们会为此而兴奋的，从而增强

了他们的自信，提高了他们学习的勇气。

赏识源于发自内心对学生的钟爱，对教育事业的挚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同样也可

以说没有赏识就没有教育。作为教师要能够尊重自己的学生，赏识自己的学生。更重要的是

要尊重学困生，赏识学困生。教师要多去了解学困生、多去关心学困生、多去找学困生身上

的闪光点。这样一来自然就拉近了师生的距离，消除了学困生们的逆反心理。

赏识是一座桥梁，是精神相融、心灵交汇的桥梁。这座桥梁是我们转化学困生的绿色通

道。在这条通道上，教师只有把“师爱”洒向班级的每一位学生，当爱流入学生心田时，便会

化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老师的尊敬、对同学的友爱。这种爱必然会得到美丽的回报，这种爱

是转化学困生的灵丹妙药。

创新成就未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科技革命和知识经

济的迅速崛起，创新及创新型教育已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已充分认识到创新

型教育对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如何实施和推进创新型教育，培养创新型

人才已成为每个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

首先，教育的思想和理念需要创新。因为思想理念是一切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在教育工

作中，思想理念尤为重要。作为创新型教育的实施者—人民教师，必须积极转变落后的教育、



观念，确立与时代相适应的观点和理念。从新的教育观来看，教师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传

道、授业、解惑者，更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课程内容的建设者和开发

者。从新的人才观来看，不仅考上大学的学生是人才，而且只要是个性得到发展和完善，素

质和能力得到提高，并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人都是人才。我们

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适合各个领域需要的人才。从新的教育质量观来看，教育的根本目

的在于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求知、学会创造，即教育要以人为本，努力提高

人的素质，并通过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

其次，教师的素养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素养的教师就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教育

既有传递性又有创新性。教师要有强烈的创新欲望，能创造出宽松、和谐、民主的学习氛围，

尊重学生的个性。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教会学生学习；不仅要发挥教师的积

极性，而且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再次，教育的内容需要创新，包括创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型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

等。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课堂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以教师为中心和以传授知

识为教学目标的课堂教学模式，传授知识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旋律。在这一模式下，教学过程

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创新型教育教学的模式则是将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有机融合，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传统的教学知识内容陈旧，

重理论、轻实践，缺少灵活性，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失去了对知识的自悟。因

此，实施创新型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我们

要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三个层次上着手来调整课堂教学的内容，改

革教学方法，改进学生的科研实践活动，将创新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最后，需要营造创新型教育的良好氛围。好的环境才会有好的发展，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和高校机关要转变过去的职能和作风，改变旧的思维定势，实施学校特色建设工程，指导校、

系从各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选准改革的突破口。同时，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加速教育

设施建设和教育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为信息化远程教学创造条件。

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国力竞争基础

工程的教育，必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创新教育的意义所在。

挫折教育

你见到过宝剑的锋利的刀刃吗？宝剑的利刃是反复磨砺的结果；你闻到过梅花的香气



吗？梅花的清香是经过严冬腊月寒冷的考验才发散出来的。人也是这样，凡在历史上有作为

的人物，都是经过困难和挫折磨练出来的。所以挫折教育是学生成长中必不可缺少的一堂课。

首先，挫折帮助学生成长。人的成长过程是适应社会要求的过程，如果适应得好，就觉

得宽心和谐；如果不适应，就觉得别扭、失意。而适应就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动机、追求和行

为。一个人出生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正是通过鼓励、制止、允许、反对、

奖励、处罚、引导、劝说，甚至身体上的体罚与限制才学得举止与行为的适应和得当，学会

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规范条件下调整行为。反之，从小无法无天的孩子，

一旦独立生活就会被淹没在矛盾和挫折之中。

其次，挫折增强学生的意志力。现在的青少年长期生活在被服务的环境中，从进小学到

读大学，直到工作选择，都由父母去承受压力，因而他们对各种困难体验都不深，缺乏忍耐

力，没有坚强的意志，一旦遇到挫折就被击垮了。实际上生活中许多轻度挫折，是意志力的

“运动场”，当你大汗淋漓地跑完全程，克服了生活的挫折，就会获得愉快的体验。心理学

家把轻度的挫折比作“精神补品”，因为每战胜一次挫折，都强化了自身的力量，为下一次

应付挫折提供了“精神力量”。

再次，笑对挫折，才能收获有价值的人生。大作曲家贝多芬由于贫穷没能上大学，初出

茅庐的他又被病魔缠身，不幸失去了听觉，在爱情上也屡受挫折，即便如此，他仍然顽强的

与命运做搏斗，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步步高升，谱写了一曲曲传世佳作，为后人所与敬仰。

挫折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越挫越勇，终究让他扼住命运的咽喉，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华丽乐

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贝

多芬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人，笑对逆境，成就了他有价值的人生。

人生就如茶叶一般，只有经过了沸水的温泡，才能展现出它生命的本色；人生就如苦咖

啡一般，只有经过了重重苦涩，才能品味出它淳朴的香味；人生就如雄鹰一般，只有经过了

无数次的跌落，才能练就强硬的翅膀搏击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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