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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察

加强党风建设 倡树清廉校风
——漯河高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纪实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文姣
2017年的高考，临颍一高无疑

是一匹黑马。不仅考出了省理科第
一名，还有很多成绩十分耀眼的高
分考生，姚霄就是其中之一。作为
一名理科生，在今年的高考中姚霄
考出了666分的高分。

报考专业有主见
中意核能源

8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临颍
一高见到了姚霄和他的母亲，此时
的姚霄手握清华大学能源类核工程
与核技术（定向中核）专业的录取
通知书。

能源类专业并不是热门专业，
而姚霄却对自己的选择十分笃定。
姚霄的妈妈谌女士对姚霄的专业选
择其实是有些担心的，谌女士说：

“从小到大他做什么我们都很支
持，唯独这个专业的选择我有些犹
豫。我总觉得这个专业有一定的危
险性，希望他能换一个别的专业。
但他非常有主见，我们也尊重他的
选择。”

一个高中生是如何对核专业产
生兴趣的呢？姚霄回答了记者的疑
问。高三下半学期姚霄参加了一些
自主招生的培训，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对核专业有了了解，并逐渐产生
了兴趣。姚霄说：“在这些培训
中，我了解到核能源，它对物理和
数学能力都有要求，我觉得我比较
适合这个专业。现在国家对核能源
的利用十分重视，我认为这个专业
很有前景，在综合考虑了自己的分
数和兴趣之后决定报考这个专业。”

入校成绩进步快
学习娱乐两不误

姚霄并不是只会读书的学霸，
他喜欢打篮球，偶尔也会玩游戏。
高一进校的时候他排在 20 多名，
高一下半学期分班后，姚霄就从20
多名考到了第2名。姚霄说他是又
学又玩的那种学生，高一、高二都
喜欢打篮球、玩游戏，但是进入高
三之后，他就没有再玩过游戏，但
是依然保持着体育锻炼。

高三一年，姚霄一直排在年级
前十名。姚霄说自己的文科不是很
好，语文一般就是跟着老师的节奏
走，英语则注重词汇和语法的积
累，多读多背。最初他的英语一直
在120左右徘徊，经过高三一年的
努力，高考英语终于取得了136分
的好成绩。姚霄认为学习理科要注
重总结思路，物理、化学两科要将
课本内容熟记于心，因为考试就是
从课本出题。姚霄说：“高三复
习，跟着老师的步骤走是很重要
的，毕竟老师的经验丰富。”

父母尊重理解
成长环境宽松

姚霄的爸爸常年在外务工，妈
妈在饭店打工，业余时间才能照顾
孩子。对于如何培养孩子，谌女士
非常直接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培
养他，他从小就很自觉，孩子就是
靠自己，作业写不完从来不出去
玩。以前家里跑车，我跟他爸爸早
上出去、晚上回来，他就跟奶奶吃
饭，学习全靠自觉。也就是上了高
中后，听别的家长说要多关心孩子
的学习，我们晚上也会跟他沟通一
下，多关注关注他。”高三一年，
姚霄的心态非常稳定，谌女士也没
有为孩子做过心理疏导，谌女士
说：“我们也就是管他吃饱穿暖，
真没有对他花太多心思，就是孩子
自己自觉。”

从小到大姚霄都在一个非常宽
松的环境中成长，父母虽然忙但是
却非常理解他，从来没有给过他任
何压力，姚霄做什么都会得到爸爸
妈妈的支持。尊重孩子的意见，也
许就是谌女士对孩子最好教育。从
小学到高中姚霄没有出过临颍县，
姚霄说：“我觉得在哪学习都是一
样的，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成绩源于努力
学习要靠自己

——记临颍一高优秀学生姚霄

教育时评

■见习记者 李文姣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新

时期对学校教育的新要求，也
是 建 设 校 园 新 风 貌 的 必 经 之
路。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离
不开党风廉政建设。漯河高中
领导班子始终把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漯河高中将精神文明建设
与 廉 政 建 设 相 结 合 ， 获 得 市
2016 年度高中教学工作先进单
位、市级文明单位、河南省平
安校园、省卫生先进单位、省

“最具品牌影响力十佳典范学
校”、省语言文字工作示范先进
单位、中国科技大学优质生源
基地、北京化工大学优质生源
基地、北京大学“博雅计划”
清华大学“领军计划”认定河

南省十大名校、“中国好教育”
联盟联合体中原联盟理事长单
位等多项荣誉。

开班办学
加强廉政思想教育

漯河高中领导班子严格学
习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认真履
行“一岗双责”，恪守“严以用
权”要求。

为 了 让 廉 政 教 育 深 入 人
心，学校开办了两期愚公移山
干 部 学 院 学 习 培 训 班 ， 让 党
员、干部深刻感受与体验愚公
移山的精神；开展党性教育、
大局观教育、“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开展党规党纪知识竞
赛等活动，增强领导干部的法
治思维；开展“远离庸俗 远离
铜臭 远离低级趣味 远离不正
之风”活动，加强依法执教、
廉洁从教的职业道德教育。

民主监督
履行廉政建设责任

学校领导班子切实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持集
体领导、民主集中执行，实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责任追究
制，凡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漯 河 高 中 坚 持 民 主 集 中
制，重要干部任免、重大事项
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

金使用等重大问题，均由集体
讨论决定；实行党务政务公开
制度，学校以设立党务政务公
开 栏 、 校 长 信 箱 、 召 开 座 谈
会 、 教 职 工 代 表 会 等 多 种 形
式，对“三重一大”事项以及
直接涉及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
事情，诸如评先晋级、职称评
定等均听取群众意见，办事公
开透明，程序合法规范，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

依法治校
增强师生法治意识

在 多 年 的 廉 政 建 设 工 作
中，漯河高中不断充实廉政教
育内容，今年，学校领导班子

将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到了新高
度。通过中心组学习、请市人
民检察院法治专家徐蓓到校开
讲座、专题交流、学习考试等
多种形式，深刻理解掌握依法
治 国 思 想 ， 切 实 增 强 法 治 意
识，树立法治思维，真正把法
治精神、道德意识渗透到工作
和学习中。

漯 河 高 中 严 格 按 党 章 办
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
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
求、严格教育、严格监督；在
党内生活中讲党性、原则，弘
扬正气，反对歪风；严格按照
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
肃处置不合格的党员教师；严
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
面前人人平等。

■见习记者 李文姣
精神文明建设在于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大至
社 会 。 教 师 是 学 校 教 育 的 主
体，也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
主力军，漯河五中旨在潜移默
化中提升师德文明素养。

提升教师文明素养
打造一流教师队伍

只有高尚的师德师风，才
能打造一流的教师队伍，才有
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从而
建设一流的学校。

漯河五中着力打造高尚师
风，着重从师德建设和教师专
业化发展两方面抓好落实。开

展了“诵读弟子规，争做有德
人”“道德讲堂和先进人物报告
会”“‘中国梦 劳动美’朗诵
比赛”“最美教师评选”“文明
教师评选”等系列活动，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教师典型。

师德建设成效显著
模范教师不断涌现

漯河五中教师张保东曾被
中 央 文 明 办 表 彰 为 “ 中 国 好
人”，是漯河教育界有名的德育
标兵。自从部队转业地方参加
工作以来，他热心公益事业，
积 极 参 加 漯 河 各 类 志 愿 者 行
动，先后被评为“河南省道德
模范”“感动漯河十大人物”等

荣誉称号。张保东不仅师德高
尚，而且深研专业。在 2017 年
河南省第三届航模大赛上，由
张保东率领的漯河团队荣获四
个冠军，漯河五中也因此荣获

“河南省科普教育示范基地”“漯
河市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不仅仅是张保东，漯河五
中还有一位师德模范——第八
届全国中小学英语园丁奖获得
者漯河五中教师崔韵晓。平日
里，崔韵晓就积极参加“志愿
者公益行动”，经常“送课下
乡”，她爱校如家、视生如子，
被同学们亲切称为“班妈”。她
集众多荣誉于一身，多次被评
为 “ 河 南 省 最 具 智 慧 力 班 主
任”“河南省教学标兵”“漯河
市最美教师”……

像张保东、崔韵晓这样的
师德先进典型，漯河五中还有
很多，被评为“河南省文明教
师”袁大千、“河南省教学标
兵”黄莹、“河南省中小学名
师”周红艳、“漯河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宋军玲、“漯河市
最美教师”徐晓燕等都是漯河
五中的师德模范代表。

大力开展名师工程
提升教育教学品质

创建文明校园，教师是根
本。为打造一流的教师队伍，漯
河五中秉持“名校孕育名师 名
师造就名校”的理念，大力开展
以“名师工程”为核心的教师队

伍建设，骨干教师上示范课、举
办“名师引领”讲座等活动，
发挥名师作用，变小智慧为大
智；开展“蓝青结对工程”，实
行 新 老 教 师 一 对 一 传 、 帮 、
带，老教师发挥传、帮、带的
作 用 ， 成 为 中 青 年 教 师 的 楷
模；为青年教师提供学习进修
的机会，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
水平和教学能力；开展“观摩
课”“过关课”“优质课”等一
系列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教学
质量。

名师工程，为文明加油。
目前，漯河五中拥有高级教师
64 名，省、市级学术技术带头
人、名师、骨干教师 69 名。一
大批名师的涌现，不断引领文
明校园创建迈向新的征程。

加强队伍建设 培育师德风范
——漯河五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纪实

■张 健
“所谓经典，就是大家都认

为应该读而没有读的东西。”这是
马克·吐温先生的话。这话说得
当然不算严谨，马克·吐温本来
就是一位幽默大师，但这话却又
说得深刻，像所有高级的幽默语
言一样，让人在一笑中有被“刺
破”的慌乱。

当下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
恐怕不幸为马克·吐温先生所言
中。除了以研究经典为业的专家
学者之外，一般的读者大众都知
道经典是好的，也乐意在言谈中
引经据典，然而，在大多时候，
又把品读经典视作畏途。

其中的原因，归纳起来，大
致有三点。第一是“忙”。大家都
是大忙人，忙工作，忙家务，影
院有大片，网上有网剧，根本看
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读经典？
第二是“隔”。经典常常是上了年
岁的东西，跟眼下的大千世界看
上去并不那么合拍；又因为经典
历来被谈得多，人人都略知一
二，自以为了解，就懒得再读。
第三是“用”。经典是日用而不
觉，不用更不觉，似乎不如柴米
油盐那样，为生活之所必需。那

么，读经典就等等再说。
说起来，这些原因也都是人

之常情。我们可以要求人们过马
路一定要走斑马线，但不能要求
人们过日子一定要读经典。读书
跟恋爱一样，是最没办法强求的
事情，要你情我愿，真心喜欢才
好。全民阅读要想真正深入、持
续地开展下去，其内在的动力，
一定是要唤醒人们对于读书的兴
趣，让人们真正发现图书的魅
力。如果请真正的行家，用生动
的、文学的语言，把经典的奥义
乃至他们阅读经典时的感悟，深
入浅出、妙趣横生地讲出来，就
容易让人感兴趣。史学领域里黄
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文化领域
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很
好的例证。

时下的出版物市场里，解读
经典的图书确实越来越多，很多
学者、专家都开始有意识地尝试
这项工作，这是应该给予点赞
的。但是，值得提出的是，这种

“文化布道”的工作，也不是人人
可以为之，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对
于经典的歪曲与误读——这就不
是在传播文化精华，而是在削弱
文化根基了。

有一年暑假，我家五口人
高高兴兴地去青岛旅游，可
是，我丢三落四的老妈又闹了
尴尬事。

那天，我们到达奥特莱斯
商城购物，这里的商品琳琅满
目，比家中的丹尼斯、新玛
特、昌建·广场……东西都要
全。我正看得眼花缭乱，忽然，
妈妈把我拉住，说：“儿子，快
看那家衣服，多好看呀！走，陪
妈妈进去看看！”进去后，我发
现，照妈妈这样挑衣服、试衣
服，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这家
店了。于是，妈妈继续挑衣服，
我玩起了柜台的电脑。

柜台的阿姨问我：“小朋
友，你的家长呢？”我出去一
看，原来妈妈已经到隔壁买包
了。我说：“妈妈，我在右边那
家店等你。”妈妈头也不顾得上
抬地答应了，我又跑回去继续

玩电脑，20 分钟过去了，我想
去看妈妈挑得怎么样了，然后
我惊奇地发现：妈妈不见了！

我赶紧折返回那家店，借
了柜台阿姨的手机给妈妈拨了
个电话，阿姨说：“您好！您的
儿子在我们店里呢，请您快点
来把您儿子带回去！”妈妈疑惑
不解地说：“我哪个儿子呀？三
个孩子都在我身边呢！晨光、
晨阳、晨希，一个都不少。”柜
台阿姨焦急地说：“就您8岁的
那个儿子，他说他是老二。”妈
妈痴痴地说：“老二是晨阳，他
在这里呀。哎，等会儿，他不
见了……好好好！我现在就过
去接他……”

哎，这就是我丢三落四的
老妈。不过，无论她怎样健
忘，我都永远爱她。

辅导老师：杨翠琴

让经典阅读成为常态

“你家孩子报了什么培训
班？”这样的问题在家长中可谓
司空见惯。“早教热”成为不容
忽视的社会现象。专家指出，
早期教育并不意味着“领跑”，
应摆正心态客观对待。

如果把孩子的成长看成一
场马拉松，那么上小学的那
天，则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真
正的起跑，而事实上，在“发
令枪”响起之前，你追我赶的

“抢跑”早已开始。此前，有媒
体晒出一个6岁孩子的“学习清
单”：英语词汇量4000左右，数
学心算1万以内加减法，语文会
背千字文，在家长群中掀起了

“惊涛骇浪”。被称为“抢跑妈
妈”的武汉一位女市民，其年
仅 5 岁的儿子，已接受过 17 项
培优，投入近 12 万元培优费。
类似的“抢跑”，已经演变成了
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对孩

子、对自己、对家庭，都是一
种伤害。

表面上看，“抢跑”教育或
许暂时解决了孩子的学习问
题，但孩子在“抢跑”的重压
下学习和生活，不仅会觉得没
有一点自由空间，心理也会变
得非常脆弱，从而害怕失败。
一旦他们学习成绩不好、学业
受挫或就业不利，将会承受巨
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教育部门应担负起
责任，坚决向“抢跑教育”说

“不”，加强对学校和培训机构
的监管，当好家长的参谋，引
导学校和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
情况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不
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根据
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生理
特点施教，让孩子们学得快
乐、学得有趣、学得有进步。

据《河南日报》

早教“抢跑”之风不可长

丢三落四的老妈
■市实验小学四（3）班 张晨阳

8月15日，近2000名新生陆续来到漯河技师学院报到，正式开启他们的职业技能学习阶
段。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深入实施，学习先进技能、成就大国工匠的梦想成为
不少学子的人生选择，一些品牌优势突出的职业院校受到青睐。图为新生报到场面。

本报记者 张俊霞 摄

工匠从这里起步

刚刚拼完高考，想知道那
些已经拿到名校通知书的学霸
们，在这个悠长的假期中都干
了些啥？

记者做了一个小调查，对
象是拿到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高考生。近9成学生选择用
毕业旅行来结束人生的这一阶
段，43%的学生利用这长达三
个月的假期去学车。

选择出门旅行

接 受 调 查 的 准 大 学 生 ，
88.24％的人在这个假期至少进
行了一次出省或出国旅行。最
受欢迎的旅伴是高中同学，选
择和同学一起出门旅行的学生
占到了82.35％。

小张刚从南京游玩回来，
这个暑假，她一共出门旅行 6
次，是调查中旅行次数最多的

学生。她说：“高考刚结束我
就跟同学去了普吉岛，还有零
散的几次短途旅行。”

小张觉得，通过这些旅
行，自己做事情和考虑问题更
周全，也更独立自主了。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
数（87.83％）的家长对于孩子
利用高考后的这个暑假出门旅
行长见识，是持支持态度的。

努力考驾照

调查中，43.24％的学生在
高考后把学习的阵地从学校转
移到了驾校。

记者联系上学生小梁时，
她还在38℃高温的练车场上苦
练倒车入库，准备科目二考
试。她说：“驾驶是一项重要
技能，反正迟早要学，不如利
用这个假期把驾照拿到手。”

提前学习大学课程

在接受调查的学生里，在
这个暑假提前预习大学课程的
学霸更多，占到60.81％。

即将赴沪上某高校就读的
小章得知大学课业紧张，就网
购了所在大学的高等数学和经
济学教材。“我读的是工科专
业，高数是以后肯定要学的，
所以打算先从基础开始自学，
也算是提前适应大学。”小章
说，“我并不算最用功的，我
有好几个同学在网上报了托
福、雅思课程。”

94.59％的家长对孩子在暑
假继续学习表示“强烈支持”
或“赞同”，看来学霸的家
长，也是一副要求孩子抓紧分
分秒秒学习的模样啊。

据《钱江晚报》

拼完高考 这个暑假学霸们都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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