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金旭）
2 月 13 日上午，源汇区许慎小学
全体师生在学校操场举行以“文
明守礼 我是博雅好少年”为主题
的新春开学典礼，共同迎接新学
期的到来。

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响起，鲜
艳的五星红旗也冉冉升起。全体
学生身着红色校服，立正站好，
行注目礼，展示了青少年的精神
面貌。

升旗仪式结束后，校长赵文
清致辞，没有冗长的发言，只是
带领大家学了两个简单的汉字。

赵文清说：“‘博’是会意
字，由‘十’和‘尃’两部分组
成，‘尃’兼表字音。‘十’像十
字路口，意思为四面八方；‘尃’
意思为分布、散布。因此，‘博’
是四面八方各处都有的意思。博
在 《说文解字》 中解释为‘大通
也’，即广大、精通。我们的博雅
课程中的‘博’义为范围大、科
目多、知识面广。”赵文清通过

“博”“雅”二字的介绍，传达了
学校、老师和家长对学生的希望。

“猴年谱写辉煌史，金鸡昂
首描锦图”“金鸡报晓逐梦来，许
慎精神代代传”“文明守礼记心
中，博雅少年我争当”……学校
大队委为同学们送上饱含祝福的
春联，号召同学们在新学期继续
努力，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全体学生齐声朗诵 《我是博
雅好少年》，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
志向。随后，学生们将贴满心愿
的新学期愿望卡高举在胸前，勉
励自己在新学期完成目标，实现
理想。

最后，少先队辅导员庄潇然
勉励大家从新学期开始，遵守文
明礼仪，从服饰、站姿、坐姿等
细节培养好习惯。

简 短 的 开 学 典 礼 内 涵 丰
富，让学生们受到鼓舞，不仅
领略了我国汉字文化的博大精
深，还明确了新学期的目标和
准则。

“文明守礼 我是博雅好少年”
源汇区许慎小学举行新春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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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方寸讲台上，丈余黑板前，袁春荔

已经坚守了二十多年。她与众多教师一
样平凡且伟大，不善表功，只是埋头工
作。

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袁春荔一
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学习专业
知 识 ， 不 断 提 高 自 身 的 教 育 教 学 水
平，探索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
思想品德教育，努力做好学生的思想
工作，尽心尽职地为教育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多年来，她负责的高年级数学教学
工作成绩显著，深受领导、教师以及学
生家长的好评，所带学科成绩在全年级
期末统一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袁春荔
本人也曾先后获得区优秀班主任、区数
学速算比赛优秀辅导教师、区级优秀教
师等各项荣誉。

做好简单的事

朴实肯干的袁春荔把自己的各项能
力都用在了讲台上。面对学生，她可以
滔滔不绝，提及自己却觉得“没什么可
说的”。同事对袁春荔的评价是：“袁
老师教学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出成绩。学
生成绩好，这就是当老师的最大的优
点。”

小学阶段学生年龄跨度大，袁春荔
作为老教师自然是见多识广，一至六年
级的孩子她都了解。那么，袁春荔是
如何做到让学生出成绩的呢？袁春荔
说：“上小学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不知
道如何听讲，不会学习，尤其是刚入
学的孩子。老师首先要教会孩子如何
学习，不断纠正学生在课堂上的坏习
惯，帮助学生养成好习惯，这需要耐
心。”上课坐好、两手抱臂、书包放进
抽屉、书本文具摆放整齐，这些看起
来很小的事都是袁春荔坚持让孩子做
到 的 “ 大 事 ” —— 只 有 这 些 小 事 做
好，孩子们才能认真听讲。让学生养
成好好听讲的好习惯适用于各个年级
的学生，同一个教室，同一个老师，
教出的成绩有高有低，学生上课是否
能够认真听讲是个重要因素。

袁春荔还有一个本事，就是“转
差”。2015年，袁春荔送走了自己带的毕
业班。这个班袁春荔从三年级开始带，
刚接手后的第一次考试，班里有五六个
孩子不及格。袁春荔带了一个学期后，
班里的孩子就没有不及格的了。慢慢
地，原先那些不及格的孩子都能考80多
分了。袁春荔说：“‘转差’要的就是耐
心。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诀窍，大道至
简，做好最简单的事情往往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

身体力行做榜样

在教学工作中，袁春荔并不是唯
成绩论的老师，她非常注意学生的思
想 品 德 教 育 。 多 年 来 ， 无 论 刮 风 下
雨，她都不计劳苦地坚持深入家访，
密切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一发现学
生有不好苗头出现，就及时找他们谈
心。

去年，袁春荔教六年级，班里有几
个学生经常与校外的几个游手好闲的小
青年混在一起，闲逛、进网吧、学习不
用心，老师的教育不但听不进，还经常
顶撞老师。袁春荔了解情况后就多次联
系这几位学生，了解事情的起因，利用
课余时间找他们谈心，指出他们现在这
种行为的危害所在，讲故事，摆事实，
对他们进行感化，并多次进行家访，配
合家长对他们进行教育。经过她苦口婆
心、不厌其烦的劝说和教育，这些学生
终于认识了错误所在，远离了那几名小
青年。

两个月后，这几名学生的学习进
步了，思想向好的方面转化了，家长
放心了，学校放心了，袁春荔也放心
了。

班里大大小小的事袁春荔都会过
问。她说：“班级学生知道我对班里的每
样事情都会过问、检查，所以学生在班
级工作上、学习上就不会存在偷工减
料、偷懒现象。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都
是小学生，模仿能力很强，无形中学生
就会以老师为榜样。我坚持早到校，做
好每一样工作，正如滴滴甘露，润物无
声。”

在孩子们眼里，老师就是学习的榜
样，袁春荔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为学生
们做榜样。

甘做绿叶爱护花

袁春荔坚信：只有捧着一颗爱心，
才会有爱的奉献，才能干好自己的事业
和工作。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应当是
爱的使者，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应该
洋溢着对学生诚挚无私的爱。

袁春荔把“关爱”作为教育主线，
给予学生各方面的真诚关怀。2016 年，
袁春荔班里有位学生，他爸爸几年前去
世了，一直是妈妈带他，但妈妈在工厂
上班，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家庭经济
状况困难，这个孩子也因此沉默寡言，
大家很少看到他露出笑脸；下课了，他
也不和同学们一起玩，有时还出现回家
作业忘记写或干脆不写的情况，学习情
况每况愈下，有时还说谎。了解到这一
情况，袁春荔就主动找他谈心：“你就把
老师和同学当做你的好朋友，今后开心
一点。老师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你开心
地度过每一天。”除此以外，袁春荔还发
动班上的同学主动和他交往，和他一起
学习，以消除他心中的阴影。渐渐地，
他的脸上有了笑容，也愿意和同学在一
起聊天、做游戏了。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
优美的，但是袁春荔老师愿意做绿叶的
事业，因为绿叶总是谦逊地托起一朵朵
美丽、可人的小花朵。袁春荔说：“纵然
岁月带走了我的青春，但我终生无悔，
我 高 兴 ， 因 为 我 是 一 群 孩 子 的 班 主
任。”

甘做绿叶花更红
——记召陵区实验小学数学教师袁春荔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姣） 2月13
日上午，源汇区受降路小学举行2017春
季开学典礼和漯河市科普知识进校园暨
漯河市科普教育基地·漯河明仲少学馆
揭牌仪式。

在全校师生的瞩目下，五星红旗伴
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拉开了新学
期的序幕。开学典礼上，不仅有老师
和学生各展才艺，科技的春风也吹进
了校园。漯河市科协的工作人员为孩
子们精心准备了“校园科技大篷车”。
开学典礼结束后，孩子们开始了热闹
的科技游园活动。翻转的镜像、听话
的小球、无皮鼓等几十个科技作品吸
引了全校孩子的目光，激发了他们的
好奇心，每件作品都被好奇的孩子们
围得水泄不通。

游园活动结束后，漯河市科普知识
进校园暨漯河市科普教育基地·漯河明
仲少学馆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市科协及
中国建筑学会的领导们到场揭牌。揭牌
仪式上，受降路小学校长叶彬政说：“学

校是科学教育的主阵地，提高青少年一
代的科学素质，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十
分重要的基础工程。教育基地和少学馆
的创办将为我校乃至全市青少年搭建学
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平
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使我校真正成为培养新时期科技青少年
生力军的摇篮。”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

举行开学典礼暨漯河明仲少学馆揭牌仪式

当爸妈的都希望孩子能越来越聪
明，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家长都在不知
不觉中把孩子越变越笨了。

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把一条大鱼放进有许多小鱼的水池

里，大鱼饿了就游上去捕小鱼，没有一
只能逃得过它的捕捉。过了一段时间，
科学家用一个玻璃瓶罩住了大鱼，再将
它放进水池里。开始，当小鱼在瓶子外
面游来游去，大鱼就迎上去咬，但每次
都撞在了瓶壁上……慢慢地，大鱼的冲
撞越来越少。最后，它完全绝望了，放
弃了捕食小鱼的所有努力。

结果，当科学家取走了套住它的瓶
子，备受打击的大鱼沉到了池底，一动
也不动了。无论有多少小鱼在它的身
边甚至嘴边游来游去，它都不会再张张
嘴。

最后，这条大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
大鱼原来并不笨，可是，在无数次

的碰壁之后，大鱼开始怀疑自己捕鱼的
能力。后来，它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
是一条“笨鱼”。

这种无力感，最终害死了它。
美国幼儿教育家凯茨在孩子的身上

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称之为“习惯
性愚蠢 ”。

他说，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
因为某些原因，逐渐对学习产生怀疑，
并因此而丧失了自信心。在他人的眼
里，就会觉得他们“越来越笨”。

在生活中，家长一些不经意的做法

和坏习惯，就像是为孩子“套”了一个
罩子，将孩子一步步推向“越来越笨”
的境地。

过早进行知识传授，忽视孩子自身
感受。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
跑线上”，过早地对孩子进行高难度的知
识教学；还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自
满”，设置了过高的学习目标。但是，孩
子尽了力却总也达不到，每次尝试都失
败，就会感觉很受挫，越来越没有信
心，心情越来越糟糕。

父母没有学习、阅读的习惯。家长
不学习、不读书，就不能为孩子营造一
个好的阅读、学习环境，孩子也必定不
会对书本感兴趣。看书能充分开启人类
思考的大脑，锻炼思维能力。经常思考
是使人聪明、锻炼大脑发达的最佳方
式。长期不动脑的人，会加速大脑衰
退，聪明人也会变迟钝。

每一餐都让孩子吃太饱。不少家长
在孩子吃过饭后，不断往孩子嘴里塞
饭，恐怕孩子少吃会饿着。殊不知，吃
得太饱加上不运动，脑细胞就会不活
跃、懒于思考，人就有昏昏欲睡之感。
研究证明：长期吃太饱，会出现脑细胞
早衰和智力下降、脑动脉硬化，所以吃
太饱，未必是好事。早餐质量与智力发
展关系密切，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要吃
好。

父母熬夜、孩子陪同。父母爱追午
夜场电视、彻夜打牌娱乐，为了避免孩
子打扰自己，常常丢给孩子一个手机或

让孩子陪同自己看电视、娱乐。孩子因
熬夜而导致睡眠不足，会出现一系列健
康问题，如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
身体代谢出现问题、发胖等，容易感染
疾病。这种长期熬夜的行为，是做父母
的严重失职，是做父母的不负责任。已
有研究表明：经常熬夜、睡眠不够的
人，脑细胞会衰退加速，再聪明的人也
会逐渐变糊涂、变笨。

对孩子用武力或语言暴力。有的父
母一遇到事就大声责问甚至动手打孩
子，孩子怯于家长愤怒、扭曲的面孔和
暴力言语的权威，只能选择沉默。时间
长了，孩子就会形成内向、封闭、少言
寡语得性格。

家长打骂孩子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的，打骂只会使孩子的身心受到更
大的伤害。孩子被打，情绪上容易出现
抑郁、焦虑等，严重的会导致神经系统
出问题。

只准学习、不准玩耍。有的父母，
一辈子没大出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娃
身上，只要看到娃手捧书学习就喜笑颜
开，一看到娃玩耍、游戏就大发雷霆。
也有的父母认为“孩子一玩，心就变野
了”，天天死盯着孩子的学习，从不给孩
子玩耍的时间和自由。

父母要做的不是阻止孩子玩，而是
帮助孩子一起制订有规律的作息时间，
不仅仅是学习计划，包括娱乐、玩耍和
游戏时间等，都要劳逸结合，给孩子释
放压力和排遣负面情绪的机会。只有让

压力和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孩子才能装
进去知识和教诲。

压制孩子的眼泪。家长听到孩子
哭，涌上头的是各种负面情绪：恼火、
不安、愤怒、焦虑，自责，特别是在公
众场合，简直就像人人都在盯着你说：
你这爸妈是咋当的？所以，当孩子哭泣
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恐吓孩子，心想
只要孩子不哭了，麻烦就过去了，事情
就解决了。事实上，哭泣是人类自我疗
愈的康复过程。尤其是对男孩，很多家
长会说，男孩子不许哭，男孩子哭没出
息等，以此阻止他哭泣。殊不知，让孩
子成为男子汉，并不是靠压抑他的情绪
就能实现，学会让他认识到必须坚强、
有担当才是最紧要的。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发泄，日积
月累，他怎么可能保持聪明伶俐、乖巧
懂事呢？

大量的负面暗示。很多父母有口头
禅或者是谦辞，经常有意无意在外人或
孩子面前说自己孩子笨、太笨、笨蛋
等。殊不知，父母对孩子的用语和措辞
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整天被高频率的
负面暗示淹没，孩子怎么能不相信自己

“很笨”？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美好未
来，父母应该多克制自己不好的情绪和
行为习惯，陪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生
活习惯，营造一个正面、健康、积极向
上的成长环境，为孩子变“聪明、有智
慧”做好充分准备。各位爸爸妈妈，相
信你们能做到。 魏 鑫

为什么孩子越来越笨

■王学明
近日 《中国诗词大会》 节

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 《诗
经》 到楚辞、汉魏六朝诗，再
到唐宋诗词、明清诗词，一直
延续到当代的毛泽东诗词，时
间跨数千年……传统文化节目火
爆荧屏，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
国学热，勾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向往，这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传承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个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意见，宣布将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
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
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的重
点。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春天，正向我们一步
一步走来。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是缔造中华文明
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茁壮成长。孔子的“敏
而好学，不耻下问”，老子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唐代李绅
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清代
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集中展
现，也为人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
精神食粮，尤其对于正处在成长
发育关键期的中小学生来说显得
极为重要。

让中小学生传承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学校
教育。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主要
场所，理应担起对学生传统文化
教育的重任。当前不容忽视的问
题是，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
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对学生古
诗词的教育教学，教师更多地把

精力放在如何让学生记住知识点
并考出高分，而忽视了对古诗词
中所蕴含思想的讲解。又比如，
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教师常
常让学生死记硬背传统文化必考
知识点，不仅让学生对传承传统
文化失去兴趣，也不利于学生自
身的健康成长。因此，只有让学
生充分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他们才能以更为自觉和积
极的姿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茁壮成长。

让学生传承好传统文化，笔
者认为应多方合力：对于学校来
说，一方面，要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可以建立校园文化长廊，或
开通校园传统文化广播站，或在
教室内悬挂经典诗文版画，不管
学生处在校园的哪个角落都能接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
学校要加强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
开发与实施，把弘扬传统文化纳
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在
考试中突出对学生传统文化掌握
情况的考察。对于教师来说，不
妨多开设一些传统文化教育课，
通过举办古诗词朗诵比赛、书法
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要充
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在社会
上广泛营造弘扬传统文化的浓郁
氛围，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活
动，为学生创造更多体验传统文
化魅力的机会。对于家长来说，
切莫把加强对孩子的传统文化教
育当做学校的事情或觉得与自己
无关，应该积极与学校搞好配
合，在家庭教育中增强对孩子的
传统文化教育。家长不妨带着孩
子诵读经典名著，也可以与孩子
一起看传统文化节目，或者是给
孩子讲一讲节日文化知识，让孩
子在诵读和聆听中感受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让传统文化
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从《中国诗词大会》引发关注想到的

科技作品吸引了孩子们。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摄开学典礼现场。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摄

学生将新学期心愿卡举在胸前学生将新学期心愿卡举在胸前。。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陈金旭陈金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