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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姣
分数，对于学生、家长和老师来

说都是颇有压力的硬性指标，但张卫军
始终认为，分数是表面现象，培养学生
的学习能力才能真正让其终身受益。张
卫军说：“我的教育理念是——让跟着我
的孩子，不仅走过今天，更要为明天做
准备，扎实地掌握人生的方向，学会处
事的方法，有着清晰的解决问题思路。
成长的基础打牢了，分数自然而然就高
了。”

让课堂趣味化

张卫军不仅是一名物理老师，还担
任班主任和学校办公室主任工作。虽然
身兼数职，但他的课堂质量并没有被

“稀释”。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物理课是枯燥

乏味的，但教学首先需要激发学生的兴
趣。张卫军努力将课堂与生活联系在一
起，经常自己动手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来制作教育道具，让枯燥难懂的物理知
识生活化，让课堂贴近学生的生活。他
讲流体压强时，用吹风机和乒乓球来演
示，当吹风机吹起乒乓球时，无形的压

强就变得有形了；光学课上，他将一片
染了红、黄、蓝三色的小纸片迅速转
动，抽象的光学课立刻变得生动起来；
为了给学生讲明白电与磁，他用磁铁、
电池、铜丝、钥匙、木块自制了一个电
动机，有趣又通俗易懂。

重视能力培养

教育是一门科学，这是张卫军坚信

的育人之道。他说：“教育不是喊喊口
号，不是一场励志报告、一次感恩行
动、一个微笑和眼神就能够解决的问
题、难题。如果把教育当作是科学，那
教育的过程就是一种研究。有研究的心
态，教育就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少了很
多急功近利。”

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在张卫军的帮
助下，生活发生着改变。2018 年，张
卫 军 班 里 有 一 个 心 浮 气 躁 、 做 事 毛
糙、物理成绩只有 30 多分、还爱和人
动手的男生。当时，孩子的家长已经对
这个男孩失去了信心。张卫军敏锐地抓
住了这个孩子喜欢表现的特点，一点点
地耐心引导。他想当班长，张卫军就
让他当个体育委员，还让他坐在讲台
旁边，时刻提醒他、指导他、鼓励他、
教育他，帮他认识到问题根本，深刻反
思 反 省 ， 直 到 这 个 学 生 改 掉 自 身 毛
病。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顺利考上了
理想的高中。张卫军说：“他现在很自
信，分析问题也成熟了很多。这就是
我对学生的要求，成绩好和学习能力
强，我更看重后者。成绩是一时的，有
了学习能力，孩子的人生路才能走得
更远。”

虽然张卫军更重视成绩之外的能
力，但他的学生成绩都十分优异。他用
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打好成长
基础，分数自然会高。

善用网络教学

张卫军的课堂不只在教室里。他还
为学生录制了500多节微课视频，内容紧
扣课本，方便学生在假期学习。多年
来，张卫军坚持更新博客和个人微信公
众号，撰写文章500余篇，不断反思和总
结自己的教育方法。

为了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反思自我，
张卫军要求每位学生每周都要写反思日
记，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什么内容都
可以。刚开始，很多学生敷衍了事。但
张卫军对待学生日记中记录的问题非常
认真。慢慢地，很多学生习惯了每周写
日记，甚至有学生毕业后也保持着每周
一次的反思。张卫军说：“反思日记的目
的就是让学生从向外看变为向内看，发
现问题，体验到学习和成长的乐趣。我
认为，作为老师，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考
试能力，更要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

——记郾城第二实验中学物理教师张卫军

本报讯 （记者 李文姣） 为
进一步培养中小学生的安全与文
明意识，近日，我市部分学校组
织学生到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
地，参加市教育局、市人防办、
市消防支队依托我市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联合举办的2019全市中
小学“安全与文明”主题教育冬
令营启动仪式。据了解，本次冬
令营从 1 月 19 日开始，2 月 20 日
结束，将开展6期。

活动中，学生们来到市示范
性综合实践基地安全教育中心的
国防人防地震避震体验馆、消防
安全馆、公共安全馆，进行了不
同的安全模拟体验。在教官的讲
解下，学生们通过高科技影像系
统、体验式实景模拟等学习方
法，体验到安全教育的核心内

涵，学到消防、人防、心肺复
苏、应急自救等安全教育内容，
收获到很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
识。最后，学生们走进社区进行
了安全教育宣传和文明创建宣
传，学以致用，为居民普及知
识。

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根据
我市实际情况，科学规划，从体
验认知公共出行安全到开展人
防、国防、消防、信息安全、食
品安全教育、文明志愿者培训、
自救安全教育等，让孩子们掌握
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文明礼仪知
识，有针对性的提高我市中小学
生的安全与文明意识，提升他们
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让他们学
会自我保护、远离危险，做新时
代美德少年。

我市举办“安全与文明”
主题教育冬令营

学生参观公共安全馆。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寒假期间是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
人高发期。近日，源汇区以“净化社
会文化环境、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
障文化市场安全”为目标，开展了网
吧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孩子们度过一
个安全、健康的假期。

源汇区文化旅游局把网吧场所整
治作为工作重点，采取不定期检查
的 方 法 ， 对 全 区 网 吧 进 行 突 击 抽
查 ， 仔 细 检 查 网 吧 上 网 者 身 份 证
件，并按规定如实核对登记上网人
员的有效身份证件。在检查中，向
经营业主宣传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及其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提

醒业主自觉守法经营，进一步提高
了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守法经营
意识。督促网吧经营者对各自场所
安全工作自查自纠，检查网吧安全
防 范 措 施 、 安 全 管 理 责 任 是 否 到
位。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网吧，要
求其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源汇区文化旅游局共
出动执法人员 20 多人次，检查网吧
60 余家，其中有 2 家未按规定核对、
登记消费者上网信息；4 家存在安全
隐患；个别网吧存在吸烟现象，执
法人员当即责令其整改。

王红杰 李 婷

寒假在即，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安
全用电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减少
安全事故的发生，近日，郾城区许
洼小学邀请国网郾城区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为学生普及寒假安全用电
知识。

“同学们，大家对电都不陌生，
但你们知道怎样才能安全用电吗？”讲
解员以抛出问题的方式开始了讲座。

“家里的电器不能用湿抹布擦、电线下

面不能钓鱼、插拔插头前一定要把手
擦干哦……”服务队的讲解员从生活
中用电的方方面面向学生进行了详
细讲解。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并
提出了相关问题，讲解员都一一进
行了解答。最后，服务队为学生们发
放了精心准备的安全用电知识手册和
圆珠笔等礼品，并留下了咨询热线，
方便学生在生活中遇到问题进行咨询。

栗学军

▲1月28日至29日，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在校门外举行了“迎新年 献爱心 义写春联”活动，该校
教师中的党员志愿者和书法社团的孩子们现场为市民义写春联。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1月28日，郾城区城关镇东街小学党员志愿者到城关镇敬
老院开展“迎新春 送春联”活动。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摄

1月27日，漯河民盟书画院院长、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顾翔和漯河市民盟盟员、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走进舞阳县莲花镇大赵村，参加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送春联下乡文化扶贫活动。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摄

▲

挥毫泼墨书盛世 义写对联贺新春

1月27日，“清华大学2018年生源基地”授牌仪式在临颍一高举
行。图为清华大学河南招生组副组长丁青青（右）代表清华大学向临
颍一高校长巩海生（左）颁授“清华大学2018年生源中学”牌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摄

1月27日，西城区阴阳赵镇中心小学开展“冬日暖阳 爱润贫困
生”慰问活动，为该校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送上书籍、手套、围脖
等物品和节日问候。 王艳芳 摄

近日，召陵区老窝镇果园小学开展了离退休教师走访慰问活
动，校领导向老教师介绍了学校2018年的工作、发展情况，并送上
了慰问品。 张 帆 摄

开展网吧专项整治
源汇区

普及寒假安全用电知识
许洼小学

■杨三喜
四川绵阳一名班主任两学期砸了学

生 22 部手机的新闻，前段时间在网上引
起不小争议。学校承认班主任的做法不
妥，公众也普遍认为，班主任的教育管
理方式过于粗暴，而且手机是私人财
产，砸毁手机的行为是对私人财产的侵
害，但部分学生家长却纷纷表态“砸得
好”。

“砸手机”的故事频繁上演，背后
其 实 是 一 场 手 机 争 夺 战 。 寒 假 到 了 ，
争夺战的主战场很快转移到家庭，一
大半的家长将面临考验。比较常见的
现象是，一到寒暑假，年纪大点儿的
孩子便玩起了较为复杂的游戏，年纪
小的孩子则玩容易上手的游戏。一项
调查显示，87.1%的受访者坦言，身边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现象严重。尤

其是在农村地区，网络游戏玩家低龄
化趋势明显。

过去的一年，各平台纷纷出台健康
防护措施，希望用实名认证、面部识别
等手段为青少年沉迷网游打造一道技术
防线。家庭是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最重要
的场所，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离
不开家长的配合和引导。否则，很难排
除未成年人通过借用验证资格、更换账
号等方式“攻破”防沉迷系统。

现实中，有些家长对孩子严防死
守，有些家长则放任不管，实际上都源
于家长对正确引导孩子使用手机的能力
缺失。孩子们之所以对手机爱不释手，
根源在于网络世界为孩子提供了现实世
界所没有的乐趣和精神满足。尤其对农
村留守儿童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家长的

“不在场”，是一个缺乏管教和关爱的环
境。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庭，砸手机都
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更不可能抵达
孩子的内心。手机争夺战说到底是眼球
争夺战，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有趣、有
爱的家庭生活，把他们的目光和心思吸
引到现实生活中来。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国已经明
确禁止在幼儿园、小学、初中校园内使
用手机。我国已开始出台相关举措，寻
找有效解决手机问题的途径。孩子终究
要长大，终究要独立面对一个充满诱惑
与陷阱的互联网空间，今天可以逃避，
未来却无法逃避。正确引导未成年人用
好手机，才是对他们真正负责。

“砸手机”折射教育管理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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