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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
姣） 3 月 11 日上午，漯河技师
学院召开 2016 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暨 2016 年度工作会
议，回顾学校一年来的艰辛努
力，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表
彰 一 批 先 进 集 体 和 个 人 ， 对
2016 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及

学校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

会议首先对过去一年来漯
河技师学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作了回顾，对学校开展党风
廉政教育月活动，号召党员干
部家属都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
中，自觉树立良好家风，共同

构建反腐倡廉新局面等进行了
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学院保持
风清气正的廉政建设成果。会
上，学院将 2016 年确定为“党
内法规学习教育年，学校各系
部、处室负责人依次上台向学
校领导递交了 2016 年度党风廉
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2016 年是国家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漯
河技师学院转型升级的关键一
年 ， 如 何 适 应 经 济 发 展 新 常
态，如何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如何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如何
完善高职教育运行体系，都将
成 为 学 院 发 展 面 临 的 重 大 课

题。会上，漯河技师学院相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在 未 来 的 一 年
里，漯河技师学院将坚持发展
为第一要务，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坚持补齐发展中的短板，
奋力开创学院发展新局面，在
新常态下为建设国家级重点技
师学院而努力奋斗。

努力建设国家级重点技师学院
漯河技师学院召开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暨2016年度工作会议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
姣） 3月14日下午，市第二实验
小学举行“道德讲堂”活动。本
次活动以志愿者为主题，市文明
办领导和学校全校教职工参加了
本次活动。

“沙澧之畔，字圣之乡。卅
载奋斗，崇文尚德拼搏……志愿
步伐，向善征程，代代相传沙澧
梦……”活动一开始，该校语文
教师刘博就带领大家一起朗读了
自己专门为本次活动作的《漯河
市第二实验小学志愿者赋》。刘
博本人也是一名志愿者，曾被评
为“漯河市五星级志愿者”。刘
博说：“我市志愿者服务开展得
很好，顺风车队、爱心早餐、爱
心墙这些志愿者活动已经成了我
们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应该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务实图强的
志愿者精神在服务的道路上再创
佳绩。”

市文明办领导为大家作了
题为 《弘扬志愿者服务精神彰
显社会道德责任》 的演讲，向
在场老师讲述了中国志愿服务
的发展进程和我市志愿者活动
的点点滴滴，鼓励大家利用自
己的时间、技能、资源和善心
为邻居、社区、社会提供非盈
利、非职业化的援助，传递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者精神。

据了解，市第二实验小学有
一批在实实在在进行公益事业的
教师。他们既是教师，也是志愿
者，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尽己所
能服务社会，如学校的语文教师

陈静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公益静
学堂”。陈静在省教育厅的安排
下，正在浙江师范大学学习，未
能参加本次活动，但她还是通过
VCR向现场的老师们讲述了自己

《芬芳别人 美丽自己》 的志愿
者故事。

独木难成林，个人力量毕竟
有限，因此，学校工会组建了志
愿者服务队，现有公益诵读志愿
者服务队、邻里守望志愿者服务
队、下乡支教志愿者服务队、网
络文明志愿者服务队、两城双创
志愿者服务队、情暖沙澧志愿者
服务队等。活动期间，市文明办
的领导向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志愿
者服务队队长一一授旗，并鼓励
他们积小善成大爱，传递关爱，
传递信心。

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该校教师刘博带领全校教师朗读《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志愿者
赋》。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摄

■见习记者 李文姣
2014 年 5 月，漯河一中专成

立了我市首批职业教育名师工
作室，陈晓华的E时代计算机名
师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工作
室成立后，陈晓华带领工作室
的成员制订成员成长规划和自
我发展规划，狠抓课堂教学，
积极从事科研，为使工作室真
正成为教师“研究的平台、成
长的阶梯、辐射的中心”而努
力 。 经 过 近 一 年 的 辛 勤 努 力
后，2015年3月，陈晓华的漯河
市E时代计算机名师工作室升格
成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
专业陈晓华工作室。在名师工
作室的工作中，陈晓华一直努
力向前，从未停歇。

成功申报省级工作室
制订四年工作规划

带领工作室成员不断成长、
为大家提供更高更好的发展平台
是陈晓华成立工作室的初衷。在
成功申报漯河市职业教育计算机
工作室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
陈晓华开始着手申报2014年度河
南省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专业技
能名师工作室，并于 2014 年 12
月通过初申，2015年1月通过省
级现场答辩。在陈晓华和工作室
成员的共同努力下，2015 年 3
月，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

专业陈晓华工作室在漯河一中专
成立。

2016 年 3 月，河南省中等职
业教育计算机专业陈晓华工作
室成立一年了。在这一年里，
陈晓华本着充分发挥高水平专
业教师和行业企业高技能人才
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中等职
业学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步伐
的工作宗旨，制订了工作室四
年发展规划。从完善学员业务
档案、全面记录学习和培养过

程开始，工作室每月固定时间
召开全体学员会议，明确各自
的职责、任务及近期、中期和
远期目标；组织工作室成员互
相听课、说课、评课，并写出
反思感想；着手建立本学科重
点课程的教学资源库；带领工
作室全体成员对本校本学科教
师开展“推门课”听课活动，
相互学习借鉴，为本学科的课
堂教学提出好的建议，增强课
堂时效。

主持省级重点课题
开放优质教育资源

市级工作室一跃升为省级工
作室后，陈晓华承担的课题难
度也在不断增加。2015 年，陈
晓华主持省级重点课题 《信息
技术环境下课堂教学改革的研
究》，并通过了河南省中期验
收。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

“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开展微

课、慕课等翻转课堂的实验，
引导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学
会自己学习，让学生在学习时
主动起来、活泼起来，从而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陈晓华
说：“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在
课堂教学中有效利用教育信息
技术，使学生处于积极主动的
主体活动状态，把教学内容转
化为学生内在的自学需要，使
之真正成为学生有效的学习对
象。”

陈晓华的工作室不仅仅为本
校老师服务。2015年9月，陈晓
华到舞阳帮助舞阳中专进行课
程改革，提高其课堂效率。在
陈晓华的有效改革下，舞阳中
专当年就在市级比赛中有所突
破。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交流学
习，陈晓华建立了工作室网上宣
传 平 台 （http://www.lhjy.net/
msgzs），面向全省。这个平台上
的优秀教育教学资源，大家都可
以共享，使教学教研活动实现
了线上交流。工作室成员定期
上传、更新工作室的活动新闻
和动态。学校教师的教学课程
都以微课的形式上传，交流学
习起来非常方便。陈晓华带领
的 工 作 室 ， 开 放 优 质 教 育 资
源，成为我市职业教育教学领
域的一面旗帜，对全市职业院
校的计算机专业教学都起到了
积极的影响。

精进不休 馨香满园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专业陈晓华工作室发展侧记

陈晓华（左五）和工作室成员在一起商讨工作。 资料图片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姣）
距离 2016 年高考不到百天，高三
学子都在紧张地复习，高三教师也
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日前，
漯河高中高三组的6名教师受邀赴
河北正定中学参加为期三天的百校
联盟 2015～2016 学年质量检测考
试分析会暨高三百日冲刺备考研讨
会。

据悉，本次研讨会主要对河
南、河北、山西试卷与2013～2015
三年高考试题做了对比分析，对高
考考点及试题难度进行了着重分
析，并在高三复习备考会中着重强
调了后期复习建议。本次研讨会研

究了高考题型变化，根据高考试卷
中各难度题型的覆盖面不同，提出
了以中档题为复习重点的复习建议。

漯河高中受邀教师还参观了以
“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化管
理”闻名的河北石家庄精英学校。
受邀参会的漯河高中数学教师张伟
伟告诉记者：“精英学校的精细化
管理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对班级管
理和教学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教书
育人正如做一道精美的数学题，需
要有豁达的胸怀、饱满的激情、严
谨的态度。这次河北之行，我在指
导学生复习、备考等方面都受到很
多启发。”

漯河高中教师赴河北
参加2016年高考备考研讨会

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和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防止各类安全事
故的发生，近日，源汇区柳江路小学组织开展安全知识专题教育活动。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摄

■李玲玲
春节前的一天，我独自徘徊在

校园里，心情非常郁闷。我在心里
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路究竟在何
方 ？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我到
底收获了什么？同学一次次高薪盛
情邀约，去还是不去？这些问题像
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
难以抉择。

这时候，一声“李老师”打断
了我的思路。我见一个小女孩跟在
一名中年人身后，连忙把他们让进
住处。凝视了好几分钟，我才想起
这女孩叫琼，是我几年前已经毕业
的学生。

那时的琼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学
生，时常怯怯地站在其他同学身
后。我和她交谈后了解到，她母亲
已经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她
和八十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我就

在闲暇时间烧水，帮她洗澡，还给
她理了个漂亮的学生头。小女孩开
心地笑了，从此时常跟我一起。于
是，帮她洗澡、洗衣服、辅导她做
作业也成了常事。

中年人嚅嗫着说：“李老师，
孩子娘去得早，这几年多亏了你。
过年了，我和孩子过来看看你。这
是我们自己种的菜，谢谢您。”说
着，他倒出了编织袋里的东西 ，
青的萝卜，白的大葱，红的胡萝
卜，绿莹莹的芫荽，还有两颗大白
菜……

望着父女俩远去的背影，我
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眼前的东
西不正是我要
寻 找 的 答 案
吗？这不正是
自己想要的收
获吗？

收获

教师随笔

五点的铃声如约而至，我忽然
从梦中惊醒。没有时间抱怨，一阵
匆忙之后，我悄悄踏上前往学校的
路。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从前的
懒散不见踪影，曾经的借口也显
得不合时宜，我成了一个外表沉
静、内心火热的人。变化显得那
么自然，我却无暇慢慢体悟。时
间如这黎明前的星夜，那么短
暂，那么匆忙。

我奋力蹬着自行车，初春的凉
风吹进衣领。伴着音乐的节奏，我
超过一个又一个同行者。看着路灯
下自己的身影，我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同一条街道，同一个路口，同
一种感叹，生活好像每天都在重
复，可只有忙碌的行者方知个中不
同。黑暗中，拥挤的人流涌向学校
的大门，大门前那盏熟悉的灯为我
们指明道路。高墙上悬挂的倒计时
牌是耀眼的红色。时间的脚步急
促，我们再次前行。

窗外，星光逐渐暗淡，天空逐
渐变成深蓝，这是黎明的先兆，一

切都在迅速变化。晨读的时光缓
缓逝去，我意犹未尽，平静地期
待日出。也许黎明给人以希望，
所以人们呼唤黎明，可星夜同黎
明于我同等重要。星夜虽不同于
黎明充满朝气，却有其独有的深
沉。人们或焦虑，或落寞，或充
满信心，星夜都一一包容。每一
个在星夜怀抱中的人，都会成长
蜕变，成长为一个全新的自己。
也只有经历过黎明前的黑夜的人
们，才会真正懂得努力过后的甘
甜，才会享受奋斗换来的充实。
和我一样走在高考路上的人们，
都会经历星夜的洗礼，期待日
出。他们整装待发，向着心中所
盼前行。

前行路上，谁会在乎星夜的
凄清与孤独？多年之后，人们实
现愿望，回首来时路，能忆起的
也只有那闪烁
的星光、同行
的 人 们 和 看
到 日 出 那 一
刻的欣喜吧。

星夜启航待日出
■漯河四高三（27）班 翟 昂

■徐海娜
最近香港连续发生了几起学

生自杀事件。学生自杀事件并不
新鲜，过去半年内，新闻媒体报
道的学生自杀事件已经超过 20
宗。根据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组
公布的资料，从2004年起，香港
青少年自杀身亡的人数维持在每
年 20 人至 30 人之间。每一个选
择自主结束生命的人，一定都有
特定的原因。这些自杀的青少
年，有的留区区几行字的遗书，
有的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使
得成人的猜测集中在他们的精神
状况、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等方
面。也有人指出他们不成熟、不
理智，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
因，他们最终都选择了用自杀的
方式提早离开人世。

每个人自杀的原因都不同，
我不想妄加猜测，但是学生的不
快乐却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上

任何一个家长讨论群内都不乏这
样的声音——孩子没有什么空闲
时间。确实是这样，一位妈妈
说，孩子每日面对如山的功课，
不知如何是好。这位母亲将这种
情 况 描 述 为 漫 长 的 “ 无 期 徒
刑”。有一位妈妈则改写了 《木
兰辞》：“测测复测测，考完又再
测！不闻电视声，唯闻仔叹息，
问仔何所思，问仔何所忆？仔亦
无所思，仔亦无所忆！昨夜见手
册，试后又再测！书本十二卷，
卷卷都要测！可惜阿爸无大财，
阿妈要谋生，否则愿为全职妈，
从此替儿征”网上很多父母认为
这很写实。两年前香港电台《铿
锵集》也播放过“功课奴隶”的
纪实节目，但这些年，香港学生
的状况却并未改善，抑郁焦虑的
情况也日益增多。坊间甚至有补
习社迎合大众心态，打出“你不
喜欢竞争，竞争还是会找上你”

这样的广告词来招生。从“考试
是一种必须之恶”到“竞争是一
种必须之恶”，这个社会变得越
来越不正常。

前不久，中国内地有位家长
写了一篇文章叫《熊孩子问：为
什么上学没有钱》，其中提到他
的孩子“菜虫”认为，自己每天
早起上学、做回家作业，所以是
全家最辛苦的人；父母下班后不
用再做作业，可以轻轻松松享受
生活；父母上班还有钱挣，而自
己这么辛苦地学习，却没有钱，
天理何在？我认为，相较香港许
多小朋友的处境来说，这并不能
算差。他们至少还有盼望，熬过
了上学的辛苦日子，就有可能迎
来轻松的上班赚钱的日子，虽然
这不一定会是真实的 （上班挣钱
可能很累），但至少在目前的小
朋友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他还
可以存有对未来生活虽模糊但大

致明亮的盼望。在香港，低收入
阶层每日长时间工作也常常入不
敷出，中高收入阶层也要每日超
时工作。除了全职妈妈，小朋友
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十分有限。香
港小朋友绝对不会羡慕不用上学
写作业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
每日加班到深夜，或者上班回来
累到筋疲力尽话都不想多说，有
什么值得羡慕的？

但是，不快乐是否就一定要
自杀呢？没有盼望是否就一定要
自杀呢？汗流浃背，方得糊口，
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真
相，也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单纯
由快乐构成的。

成人们不妨再想一下，教育
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我们想要传
达给自己子女的是怎样的一种生
命价值观？我们要如何做才能真
正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我想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令孩子们觉得往

后的一段人生是值得盼望的，是
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中是有值得
信赖的价值观的，生命中是有感
同身受的爱的。这样，他们才不
会觉得死了比活着更好吧！

我想，每一个需要面对下一
代的成人，可能都需要想一想，
你传递给下一代的价值观是什
么？你是如何看待生命本身的？
你是否影响了或者正在影响你的
子女对生命价值的看法？

最后，我用为实践生命伦理
奉献一生的Albert Schweitzer 的
话来结束本文吧。他说：“我的
认识是悲观的，但我的心愿和希
望是乐观的。”

要让孩子觉得人生值得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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