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关注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责编 / 王静 版式 / 李旭 校对 / 肖淑丽 梁琦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 胡
浩）记者9月6日从教育部了解到，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定于
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考试时间超
过 3 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
少数考试科目安排在12月26日。

教育部印发《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
网上确认两个阶段。网上报名工作安
排在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预报名工
作安排在9月24 日至9月27日。所有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
均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网
上确认。

为帮助广大考生全面、准确了解研
究生招生政策，“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将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至 26 日开展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
询”活动，届时所有研究生招生单位将
在线解答考生提问。为更好地保障残
疾考生利益，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招
生单位将按有关规定，积极为残疾人参
加考试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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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康绍忠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李粉霞

吉林大学教授 孙正聿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杨士莪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教师 周美琴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教师 杨瑞清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第一中学校长、教师 杨明生

湖北省武汉市旅游学校教师 马 丹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教师 郭晓芳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教授 张先庚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明花学校教师 安文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教师 孙 怡

中宣部、教育部 9 月 6 日公布 2022 年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12 位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涵盖了高教、职教、中小学、幼教、特教等
各级各类教育，同时兼顾了地域、民族、性别、
年龄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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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人之模范也。
中宣部、教育部 9 月 6 日公布

2022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
涵盖高教、职教、中小学、幼教、特
教等各级各类教育的12位老师获
得这一荣誉。或深耕思政课堂，或
勇攀科研高峰，或矢志扎根基层，
或为孩子倾注大爱深情……他们
潜心育人塑楷模，牢记使命做榜
样，成为广大人民教师的优秀代表
和杰出典范。

深耕思政课堂

思政课教师，是引导学生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的人。

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从教 40
余年，他写的《哲学通论》再版10余
次，成为全国高校通识课教育的经
典教材，为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科
学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的专业是哲学，但我的事
业是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
学。”年过古稀的孙正聿始终把培
养“人”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至
今仍在为本科生讲课。他希望，能
像自己崇拜的马克思那样，“为全
人类而工作”。

前辈老骥伏枥，后学锐意进
取。来自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
英学校的年轻教师郭晓芳，把思政
课“玩”出新花样。

作为湖南省“我是接班人”网
络大课堂总班主任，郭晓芳将新时
代“云端”思政课进行多维度创新，
把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学生喜爱的
时事、人物等“活教材”中，打造出
46个大课专题、600余个配套课程，
覆盖全省2.8万余所学校并辐射全
国，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思
政品牌。

勇攀科研高峰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士莪被
称为“一站到底的院士”，只因年过
九旬的他，从不坐着给学生上课。

创建中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
全面的水声专业；参与培养了中
国首批水声专业骨干；中国水声
定位方法最早的提出者和技术决
策者……直到现在，杨士莪仍奋战
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希望我们的后浪，在国家的
支持下，为中国海洋事业、水声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杨士莪90
岁时许的生日愿望。

名单中的另一位院士康绍忠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从上世纪90年
代起便致力于农业高效用水与水
资源的教学科研工作。

创建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发起成立中国农
业水问题研究中心，领导建成我
国第一个农业水土工程国家重点
学科……如今，康绍忠的农业高
效节水技术年节水量可达10多亿
立方米。

“还西北旱区一片绿洲”，这是
康绍忠从教30多年来不曾更改的
初心。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教授
张先庚，同样将教学科研一线视作
自己的“主战场”。她领导下的四
川护理职业学院，仅用3年时间就
实现从中职到高职的转型升级。

“继续坚守教育与卫生报国初
心，勇担职教改革使命”，这是张先
庚最新的目标。

矢志扎根基层

“深耕一寸，苗长一尺”。那些
矢志扎根基层、默默发光发热的教
师，总是令人无比感佩。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
育集团总校长、教师杨瑞清，40多
年坚持扎根乡村办教育，把乡土生
活作为教学资源。他创办的行知
小学，从一所简陋破旧的乡村小
学，发展为集幼、小、中和教育实践
基地为一体的集团化现代学校。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第一中
学校长、教师杨明生，留守家乡贫
穷落后的地区30多年，默默耕耘在
教学一线。他数次拒绝发达地区

的高薪聘请，更克服肿瘤病痛，用
奋斗赢得霍邱老百姓最真诚的赞
誉。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明花学
校教师安文军，30年辗转4个乡村
学校，将青春和爱心全部奉献给牧
区的孩子。他主持完成的三项课
题，为牧区学校学生习惯培养、心
理健康辅导、理想教育、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书
香校园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
展思路。

倾注大爱深情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
业，有爱才有责任。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李粉霞深谙这个道理。被学生亲
切地称为“霞姐”的她，用无微不至
的关爱帮助职校学生学习成长。
她说，必须让学生在职业学校找到
梦想和希望，那就是以技立身。

另一位来自职业学校武汉市
旅游学校的老师马丹同样用无私
的 爱 心 关 心 学 生 的 成 长 发 展 。
2016 年以来，她两次申请参加“组

团式”援藏工作，在雪域高原上践
行“爱的教育”。她说，选择了援藏
就选择了奉献和担当。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
校校长、教师周美琴拥有35年的特
教生涯。特殊儿童的悲喜她感同
身受，特殊儿童的生命她用专业守
护。她的学生中，有的在国际上表
演，有的考上著名大学，更多孩子
则学会了自食其力。她说，孩子的
成长就是我的成就。

今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中，
“80后”孙怡最年轻，教龄却也超过
20年。2000年毕业后，她毅然选择
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身学前
教育，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份事
业。22 年来，近千名3 到6 岁的边
疆孩子得到她的照料。她说，只有
用爱才能教育孩子。

又是一个九月开学季，又是一
批教书育人楷模。

从幼儿园到高校，从职业学校
到特殊学校，从文科到理工科……
他们代表着新时代教师队伍的杰
出风采，用心用情诠释出“四有”好
老师的可爱模样。

据新华社 记者 徐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