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李文姣
临颍县北街学校（以下简称

北街学校）始建于1904年，拥有
100 多年的光辉历史。百年间，
一届届学子从这里走出。他们勤
奋自立、博学进取，见证了这所
学校的厚泽绵长和过往的辉煌。

如今，临颍县北街学校已发
展成为一所占地100多亩，总建
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拥有68个
教学班、三百余名教职员工，各
项教学设施齐全的临颍名校，正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博大的胸怀精
心培育四千余名学子。在全校师
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先后获得
了“国家级汉字书写特色教育学
校”“河南省教育科研基地”“河
南省安全文明学校”“河南省文
化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河
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
校”“漯河市初中教育先进单
位”“漯河市窗口学校”“漯河市
示范性初中”“漯河市行风建设
先进单位”“漯河市廉洁文化进
校园活动先进单位”等多项荣
誉。此外，学校还建立了临颍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拥有国家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

创新高效课堂

一百多年的文化积淀为每一

名“北校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
财富，让他们执着于教育事业。
很多教师从青年时代一直坚守到
两鬓斑白，一生与书香为伴，培
养出“以校为家，艰苦创业，奋
力拼搏，无私奉献，敢为人先，
争创一流，自觉献身于北街学
校”的精神，秉持“每天进步一
点点”的校训。学校倡导“勤
思、善学、文明、守纪”，树立
了“爱生、严谨、善导、进取”
的教风。

近年来，北街学校与时俱
进，积极推行课改，倾力打造有
活力的高效课堂，取得了显著成
效。北街学校以课题研究为突破
口，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大胆
改革教法，创设了以“导学、自
学、展示、探究、总结”为模式
的五环节教学法，实现了教师角
色、教学方式、教学情境的三大
变化，使其成为学校在激烈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学校组
织 学 生 开 展 自 主 、 探 究 性 学
习， 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改
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重
新认识自我，学习质量和效率大
幅提高。北街学校为初中部三十
多个教室安装多媒体教学设施，
充分发挥设施优势，积极开发优
秀电教课件，鼓励老师们灵活运
用多媒体教学，让师生们体验现
代化教学带来的乐趣，更好地提

高了课堂效率。
课堂教学实践证明，北街学

校的创新教学模式已经取得了阶
段性成功。

发展教师队伍

学校要发展，首先需要教
师不断发展，提高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在教师
成长方面，北街学校充分利用
现代教育技术更新教师的知识
结构，建立网络备课室，让老
师们不断接受新的信息；为提
高教师现代化教育水平，学校
还购买了大量的教学参考书和
30余种教育信息报。

此外，北街学校还采取集
中培训加个别指导的方法，每
年的节假日都统一编写教材，
组织教师集训，然后结合理论
进行集体备课、听课、评课，
集中大家的智慧，打造精品教
案，完善新教法。这种备课方
式 使 每 一 节 课 不 断 打 磨 、 改
善 ， 优 秀 教 师 的 经 验 得 到 推
广，集体的智慧得以发挥，青
年教师不断成长，校本教研的
功效和过程得到了落实，教师
的授课水平不断提高。

在实施创新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们留心身边的课堂，敏锐地

观察，及时地捕捉，把课堂变成
自己的训练场，用自己的课堂培
训自己，让学生听得到花开的声
音，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课
堂。

目前，学校 300 多名教师
中，国家、省、市级骨干教师就
有近100名，开展国家级课题两
项、省级科研课题5项、校本科
研课题 30 多项，形成了名师带
头、竞相发展、结构合理、开拓
创新的优秀教师群体，为百年老
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丰富文化生活

北街学校秉持“以人为本”
的管理和文化理念，将学校的工
作思路锁定在“优化育人环境、
建设文化家园”上。

北街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不同
规模的文艺演出、经典诵读、大
合唱、职工运动会、学生冬越野
赛、师生书画作品展等文体活
动，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打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不断实现

学校文化思想向师生心灵的渗
透。

学校通过学校广播站、宣传
橱窗、主题班会、爱国主义报告
会、故事会、合唱比赛等对学生
进行文明道德和理想教育，不断
创新教育形式，每月有主题，每
周有活动，每天有警示格言。学
校还充分利用临颍县青少年活动
中心、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这个优势，张扬学生个性，发挥
学生特长，培养学生养成动脑、
动手的良好习惯等。

目前，学校电子琴培训班有
学生 100 多名，舞蹈班有学生
200 多名，书法班有学生 500 多
名。学校师生自创的舞蹈在全市
文艺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学生书
画作品在全国“青春杯”少儿书
画大赛中获集体一等奖；在漯河
市青少年运动会上，学校取得田
径比赛初中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校足球队连年获得全县小学生足
球比赛男子组的冠军。

这所颍川大地上的百年老
校，坚持她优良的传统，正在奋
力开创辉煌的未来！

百年发展 再续辉煌
——临颍县北街学校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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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郾城区教体局党
委高度重视教育扶贫资助工作，
按照 《河南省教育脱贫专项方
案》要求，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
行动，构建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
教育完整的贫困生资助政策体
系，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
困而失学。

加强组织领导。该局及时成
立了以局长为组长、主管副局长
为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并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学生脱贫
资助工作，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制
订扶贫专项方案，建立由教体局
分包各乡镇、乡镇中心校分包各
学校、学校校长分包班级、班主
任分包建档立卡户学生的工作责
任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
晰、任务到人、不留遗漏。

开展摸底排查。该局积极与
区扶贫办和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沟通联系，排查出479户教育领
域贫困户名单。根据排查结果，

该局建立郾城区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信息库，根据贫困学生所
在学段，分别将其纳入相应教育
阶段资助范围，增强资助工作的
针对性。

认真开展工作。该局根据各
级教育阶段资助政策，设计印发
了2000份《郾城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明细表》，要求全区各
中小学校召开“三会”（即班主
任会、教师会、家长会），专题
布置贫困生资助工作，确保资助
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每位
建档立卡学生由一名教师分包，
确保资助对象精准，做到应助尽
助。今年以来，该局为学前教育
阶段家庭困难幼儿发放助学金
9.99万元，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
生发放生活补助 159.7 万元，为
高中、中职教育阶段贫困生发放
助学金96.5万元，确保了国家资
助政策有效落实。

卫 锋

郾城区教科体局

全力做好教育扶贫资助工作

漯河文化，依沙澧之流，平
缓静美，源远悠长；漯河文明，
似天空浩瀚，颗颗星辰闪烁光
芒。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漯河人
薪火相传。

历史古迹承载漯河文明。漯
河，溯九千之遥，古迹星罗：郝
家台遗址，阿岗寺遗址，凌云台
遗址，均为漯河之史址；宋坡岸
寺碑、三国受禅台这些古迹底蕴
深厚；贾湖遗址出七音骨笛，启
华夏文明之先河；繁城三绝碑刻
印汉魏先史，隋代商桥创拱桥典

范……在这个抓一把土都有研究
价值的历史古迹名城漯河，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烙在漯河的每一
寸土地上，烙在每一个漯河人的
心中。

人文精神彰显漯河底蕴。历
史古城漯河，淌着沙澧之水，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漯河儿女，传承
了一种又一种人文精神：樊哙追
随刘备，立建国之功，封侯舞
阳；许叔重夜夜挑灯，成就第一
典籍 《说文解字》，被称为字
圣 ； 岳 武 穆 凭 栏 吟 唱 《满 江

红》，仰天长啸，倾吐“抛头
颅，洒热血”的豪情悲志；杨再
兴血洒小商河，后人仰望，杜工
部观公孙舞剑，留下千古名篇；
陈 星 聚 、 王 拱 璧 、 丁 鸿 、 缪
彤……他们在辉煌的漯河历史上
挥毫，留下一笔笔浓墨重彩，彰
显灿烂的漯河文明与人文底蕴。

追根溯源，身为文化古城的
漯河早在商周时期就逐渐在形
成，因滨临濒临隐水故称隐阳
城；南北朝时改名奇雒城，《水
经注》中曾提“汝水又东南，经

奇雒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隐
水出焉，世谓之大隐水。”元朝
因沙澧河交汇，河湾交汇似海
螺，因而得名螺湾河镇；明嘉靖
年 间 因 “ 螺 ” 字 不 雅 改 为

“漯”……漯河历史文明流传千

年，直至今时依旧散发着独特的
气息，经久不衰。

一代代漯河儿女薪火相传，
朝着漯河精神的方向，愈行愈
远…… 辅导老师：杨艳华

漯河精神 承传不息
■漯河高中 梁晨曦

近日，召陵区区直幼儿园举行以“你的安全 我的快乐”为主题
的安全教育活动。各班老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确定主题，并围绕主
题 进 行 安 全 教 育 ， 使 小 朋 友 更 好 地 理 解 安 全 标 志 的 意 义 。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