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姣
三尺讲台和黑板的方寸之间，记录

了张俊杰 17 年的教学生涯。17 年来，凭
着对教育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他把自
己的精力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凭着一
腔热情和矢志不渝的信念，不断提高自
己的教学水平。他曾被评为区级优秀教
师、区级优秀教育工作者、区级优秀班

主任、市级优秀班主任等，还曾获得区
五一劳动奖章。

爱一行才能钻一行。张俊杰始终坚
信扎实的业务基础是更好地完成本职工
作的必要保证，除了参加学校的业务学
习，参加学校组织的公开课外，他还利
用业余时间自学专业知识。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张俊杰更注重
师德师风。他作风严谨，一丝不苟，把
教书育人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中，让学
生在快乐、和谐的氛围中去学习，用自
己的热情去感染学生。张俊杰说：“首先
要让学生喜欢老师，进而让他们喜欢老
师的课堂。”有很多学生在毕业后给张俊
杰写留言——“您是一个令人喜欢的老
师，很幸运能成为您的学生，也很高兴认
识您，谢谢您带给我们的欢乐、温暖和
爱。您就是那个不一样的老师，您就是
您，不一样的烟花。”“幽默是您的代名
词，轻松是您上课的明信片，高中地理知
识因您的课而变得生动。总之，最喜欢上
您的课。”看这些留言是张俊杰最幸福的
事情。如今，他的教学风格已经深深地影
响了学生们，让他们爱上了学习、爱上了
课堂。

张俊杰说：“要想教好每一个学生，

带好每一个班。首先要去爱班内所有的
学生。爱是班级成功的前提，如果教育
没有了爱，就失去了意义。但是爱护学
生，并不代表对学生的放纵、偏袒，对
于学生的爱要建立在严格管理之上。”在
他看来，严，本身就是爱的一种体现。
当学生犯了错误时，作为班主任，应坚
持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让
犯错误的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才能
让其他学生意识到错误所在，让其他学
生引以为戒。同时，由于学生的年龄和
阅历的不完整性，张俊杰也认为应该允
许学生犯错误，但是一定要找个合适的时
候找学生谈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使学生真正体会到这样的处理并不是与他
过不去，而是为了他将来能够成才，为
了他走上社会能更好地走自己的人生道
路。这样，学生会真切地体会到老师的
良苦用心，心悦诚服地接受处理。更重
要的是，以后他们会更加努力地为班级
做贡献。

只有在教育中充满爱心，学生才会
接受教育，只有用一颗炽热的爱心去爱
抚学生，才能把师生的心紧紧地连在一
起。也只有付出无私的爱，教育才能获
得成功，班级管理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2014 年，学校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
会。出于对志愿工作的热爱，两年后，
张俊杰成了校志愿者协会的辅导老师，
开始带领学生一起做志愿工作。志愿者
协会根据学校发展需要，成立了“废品回
收中心”和“诚信超市”两个下辖机构。
废品回收中心不仅减少了学校的垃圾量，
还节约了资源、净化了环境，并且能培养
学生变废为宝、垃圾分类回收的意识；诚
信超市则是在校园里设置的无人看管的小
摊，学生自觉投币、各取所需，这是对学
校提出的“先成人，再成才，能成功”的
办学理念的解读，既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也可以用微薄的利润来做公益。

每个学期张俊杰都会带着学生到敬
老院慰问几次，用所赚利润买一些慰问
品，带上象棋陪老人杀两盘，在敬老院
打扫卫生，和老年人聊聊天，排解老人
的孤寂情绪，逢年过节时还会为老人们
表演节目。

在学校，张俊杰也经常带领志愿者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到高三毕业时，
志愿者们会为每个高三学生制作一枚学校
纪念章，让他们留作纪念。张俊杰说：

“随着我们队伍的发展壮大，我们会去做
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用爱与责任托起学生的明天

习作园地

教育视线

教育监督热线教育监督热线
5673776 13303958277

◆政策信息
◆教育视窗
◆投诉建议
◆违规举报

微信公众平台

教育教育时评时评

2019年2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谢明芮 5本版信箱：lhrbjx@163.com 教育视窗

——记召陵实验高中地理教师张俊杰

教育教育心得心得

2月20日，漯河小学举行法制安全教育报告会，邀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会员、沙澧法治使者邹林士律师到校为学生讲解法律常识，
结合真实案例从校园欺凌、聚众斗殴、交通事故、网络犯罪和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教学生如何自我保护、预防违法犯罪。最后，
校长张洁春向邹林士颁发聘书，聘请邹林士为漯河小学法治副校
长。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为全面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养，有效提升教研实效，2
月18 日，源汇区受降路小学对全体语文
教师进行了新学期校本培训。

老师们认真观摩学习了统编教材二年
级下册《我是一只小虫子》的精品课例。
观摩后，大家便结合自己的见解和实践进
行了评课，聆听了专家的点评，学习专
家们是如何看课、评课的。提高评课能
力能使教师在撰写教学设计时更加有的

放矢、收放有据。最后，该校领导介绍
了统编教材双线并行、学科特点突出、
训练设计具体等特点，特别强调了新学
期备课前一定要解读好年段目标、单元
目标，这样设计教学方案才能目标明
确、方法得当。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教
研培训扎实有效，为开学后教师们的教学
明确了目标、理清了思路、激活了思维、
找到了标杆。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来了，我在街
上见到卖灯笼的小贩时，迫不及待地
向妈妈提出要买一个灯笼挂家里的要
求。妈妈没有拒绝，笑着告诉我：“买
来的灯笼大多都是塑料的，既没有新
意又不环保。我们自己动手做一个纸
灯笼吧？那才有趣呢！”说完妈妈就开
始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她小时候的纸
灯笼，我一下就被妈妈所说的纸灯笼
迷住了。但我思考了一下，皱着眉
说：“哪里有卖做纸灯笼的材料呢？”
妈 妈 笑 着 从 包 里 掏 出 了 一 个 盒 子 ，
说：“嘻嘻，我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一
起来做吧。”

说干就干，做之前，我还在幻想
着做好的灯笼会是什么样子呢？当我
信心满满地打开材料包时，顿时傻眼
了。我原本以为的灯笼框架只是一堆
木条，需要自己拼接；我原本以为的
灯笼纸竟是一大张宣纸，需要自己裁
剪……我顿时泄了气，沮丧地说：“这
么难，要做到猴年马月呀！”妈妈安慰
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做嘛，
加油！”受到妈妈的鼓舞，我信心倍
增。

我先拿出木条，做灯笼框架。光
是这一步，就费了好长时间。因为木

条的接口太紧，我用了好大力气也没
能安装上，左试试，右试试，都不
行。最后还是妈妈想出了办法，说用
锤子使劲敲一敲，说不定就卡上了
呢。我试了试，果然可以，于是按这
样的方法把灯笼框架做好了。

接下来，要贴灯笼纸。我和妈妈
拿着一大张宣纸这样比比，那样量
量，裁出了四张灯笼纸，一个人贴双
面胶，一个人贴纸，不一会儿就把灯
笼上的纸贴好了。

最后一步是装饰，我们把精美的
十二生肖剪纸贴到灯笼纸上，挂上红
红的中国结、系上提手，一个漂亮的
纸灯笼就大功告成了。它像一个四方
形的宫灯，别提有多美了。看着自己
的杰作，我心里乐开了花。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挑着自己亲
手做的灯笼，在小区里赏月。灯笼在
夜晚中若隐若现，吸引了不少邻居的
目光。他们得知这是我亲手做的之
后，一个劲儿夸我的灯笼环保又精
美。这个元宵节既快乐又难忘！

2月21日，2019年全市基础教育暨人事督导工作会议举行，会
议总结了去年的工作，并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还表彰
了2018年全市教育系统的先进单位及个人。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张志锋
宣传扶贫政策，普及法律知识，

宣 讲 养 殖 经 验 ， 教 授 家 电 修 理 技
术……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全国各
地活跃着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把
课堂搬到村头巷尾，把知识送到村民
家门口，将科教技能运用到扶贫当
中。近年来，各行各业广泛参与扶贫
事业，教师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
书写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诗篇。

当下，精准脱贫到了攻坚阶段，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面临时间
紧、任务重的形势，一些地方的扶贫
工作却患上“急躁症”，在“谁来扶”

“怎么扶”的问题上，出现了“动作变
形”甚至跑偏。日前，一位农村老师
给媒体写信，反映当地教师扶贫的困
惑。信中提到，当地要求老师“利用
周末到贫困户家中帮助扫扫地、洗洗
衣服等”“即使学校的课不上也要完成
任务”……弃课扶贫是否合理，引来
关于农村教师该如何扶贫的思考。

对教师来说，帮扶身边的父老乡
亲脱贫，是一种赤子情怀，是人生的
一次升华，也为学生做出了榜样。教
师扶贫的主战场是三尺讲台，擅长的
是扶志治愚。在贫困地区，老师尽职
尽责讲好每一课，让每个适龄儿童接
受正常教育，教给学生知识和本领；
让农家子弟顺利地升学、就业，掌握
一技之长，开辟增收门路，有助于全
家脱贫。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把下
一代教育好，扶贫困学子的志气，扶
贫困家庭的希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才是教师对脱贫最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教师扶贫还在于驱散
乡土蒙昧、烛照文明。有位担任“第
一书记”的教师，回忆起一段扶贫经
历：村里土豆滞销，他联系了外地老

板来收购，结果有些村民把烂土豆混
在其中，导致老板亏损不少。他意识
到，即便村里有产业支撑，贫困户有
固定收入，但村民思想与素质不提
高，就无法做到持续脱贫。由此而
言，用乡村教师举起的文明灯火去除
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实现精神脱贫，
才能让落后乡村走上振兴之路。

古人说，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有的地方因为基层干部人手有限，就
找农村教师当“替补”，以行政命令督
促他们去完成力有不逮的物质扶贫。
让老师离开讲台，包户驻村，把精力
放在填写扶贫表格、走访拍照，甚至
帮贫困户洗衣扫地、放牛养猪，这是
用非所长。错把教育扶贫当做教师扶
贫，张冠李戴的效果只会与初衷南辕
北辙。

精准脱贫求的是实效，而非轰轰
烈烈的声势。强拉教师投入干不了也
干不好的领域，看似红红火火，扶贫
效果却不佳。这也提醒当地政府，扶
贫举措不唯实，就会出现资源错配现
象。如一些地方无视扶贫对象的声音
和意愿，一哄而上同质产业，最终落
得烂尾收场。又如，有的地方搞金融
扶贫，存在“拉郎配”现象，采取

“户贷企用企还”模式，反而造成债务
风险。精准扶贫，要在精准。离开精
准二字，只会浪费扶贫资源。

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防止拖延
病，又要防止急躁症。各级党政干
部，特别是同扶贫有关的部门应担负
起主体责任，在“怎么扶”上出实
招、下实功，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
花、大而化之。惟其如此，才能让各
种扶贫力量的心热起来，进而行动起
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
期实现。

2月21日，源汇区许慎小学举行“博雅少年 追梦2019”开学典
礼，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同学们展出了自己在寒假完成的年画和剪
纸，四 （6） 班学生代表齐声朗诵《博雅少年 追梦2019》，从懂规
矩、有礼仪、明责任、能孝顺、守诚信几方面告诉大家什么才是博
雅好少年。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举行新学期校本培训
受降路小学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快乐元宵节
■市实验小学六（4）班 齐若含

2月19日，教育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有关情况予以介绍。据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副司长黄伟介绍，
2018 年，我国职业院校专任教
师133.2万人，其中，中职专任
教师 83.4 万人，高职专任教师
49.8 万人。“双师型”教师总量
为45.56万人。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副司长黄伟表示，下一步“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将把以下几
点作为工作重点：

一是完善“双师型”特色教
师队伍建设制度。研制《深化新
时代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分层分类
的职教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明确
新时代“双师型”教师素养的国
家要求。优化职业技术师范院校
布局结构，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
体、综合性大学参与、产教融合
的职教师资培养新体系。建立

“双师型”教师资格准入、任用
管理制度。

二是建设引领教学模式改革
的教师创新团队。印发《国家级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方案》。聚焦战略重点领域，建
设一批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推动实施基于职业工

作过程的模块化课程、项目式教
学。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分级打造师德高尚、技艺
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青年骨干
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等
高层次人才队伍。

三是聚焦“1+X”证书制度
开展教师全员培训。对接“1+
X”证书制度试点和行动导向的
模块化教学改革，培育一批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培训教师。全面落
实教师 5 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
探索建立新教师为期1年的教育
见习和为期 3 年的企业实践制
度。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境外培训
计划，分年度、分批次选派职业
院校骨干教师校长赴德国研修，
学习借鉴“双元制”职业教育先
进经验。

四是建设校企人员双向交流
协作共同体。建立校企共建的
100 个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 100
个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
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每年至
少 1 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
训。完善“固定岗+流动岗”资
源配置新机制，支持中职、高
职、应用型本科高校聘请产业导
师到学校任教，遴选、建设兼职
教师资源库。 新华

将启动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

教育部

在《少年说》节目的舞台上，一位姐
姐对弟弟的喊话，让台下的妈妈泪流满
面。“我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
懂事，所以在住校期间，怕爸爸妈妈担
心，很少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懂事，
所以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因为怕
他们对我失望，把自己的小情绪、小任
性都藏了起来，所以，姐姐希望你可以做
一个单纯、快乐的孩子。”

记者联系到了节目中女孩杨栩楠的妈
妈张智燕。她告诉记者，孩子比较懂事，
可能跟“放手”教育有关。孩子学会自己
整理房间，即使衣服堆得很乱，妈妈也不
动手。

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心理咨
询师葛利利告诉记者，除了父母刻意培养
外，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别人家的孩
子”特别地懂事，已超乎同龄孩子的身心
发展阶段。其实，更应该关注这部分孩子
并深究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仅仅是因为二胎存在同胞竞
争，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同胞
兄弟姐妹，从而博得父母、他人对自己的
爱与认可。”在葛利利老师看来，事实
上，有些孩子懂事、乖巧的背后，可能
是被催熟的“小大人”。葛老师说：“有
可能成长经历中出现了一段或一些不合
乎孩子正常发育发展的经验，通常是些
负性的，让孩子不得不以懂事、乖巧等
来应对，从而孩子学习到为了生存下

来，必须要这样而为之，否则会被拒
绝、否定或抛弃。”

其实有的孩子会表现得特别懂事、乖
巧，特别懂礼貌，特别守规矩，甚至特别
会察言观色，周围人稍有不开心，马上就
会联想到自己，认为是自己哪儿没做好，
这些都是孩子心理脆弱的表现。还有些孩
子表现为：什么事都是以别人为中心，哪
怕自己不愿意也不敢说。

那么，如何帮孩子做回真正的自己？
1.自孩子幼小的时候，给予孩子足够

的爱、关注与认可 （既不是缩了水的溺
爱，也不是过度关注）。

2.对于家有二孩的父母，让孩子能感
受到父母发自内心的爱，并尽可能在孩子
需要的时候给予倾听、有效的陪伴。

3.孩子为了求生存、求关爱，可能会
发展出讨好的姿态，当父母意识到这个方
面的时候，要及时向孩子大声地说出你的
爱，让孩子从言语和行动两方面真正感受
到父母的爱，成就他/她们的自尊，这样
他/她们才能真正拥有自我，做回真正的自
己。

4.有些家庭可能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
倾向。所以父母尽可能先询问自己是否也
会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存在呢？如果有，
将如何调整？尽可能在养育孩子的过
程中，将影响降到最低，因为这可能
会影响孩子不认可自己的能力。

据《扬子晚报》

不能让孩子失去童真

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多认识到体
育对孩子成长的意义，家庭体育作业已渐
成潮流。在为孩子成长注入体育基因、塑
造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学校、家
庭、社会等环节缺一不可。

为了让家庭体育作业真正融入学生的
课余生活，进而帮助他们逐步找到自己喜
爱的运动，除了常规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项目之外，有些学校还创新了家庭体育作
业的内容。

体育作业是课堂的延伸，需要把更多
时间花在课后。学校之外，加强教育引
导、督促孩子进行体育锻炼、培养运动兴
趣是家长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想让孩子爱
上某项运动，家长共同参与至关重要。不
论是在学校体育馆还是户外，抖空竹也
好，健步走也行，家长和孩子一起运动才
能调动孩子的运动积极性。

如今，近视、肥胖等问题在青少年群
体中占比高的现象已经引发各方重视，增
强体育锻炼无疑是治本之策。在学校体育

资源尚有缺口的情况下，合理引入更多社会
力量，使孩子的体育生活有更多选择和更专
业的指导，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

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
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价值：既能让学生强
身健体，也能塑造学生性格，为学生生活
带来更多欢乐。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不但需
要家长参与，更需要社会的参与。未来，
家庭体育作业应该向社区体育作业转化。

“社区职能的发展和放大，是未来发展的
方向。”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
理想的发展模式是学生放学后以社区为单
位进行活动，这需要社区完善组织机构、
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并配备相应的管
理、组织人员及社会体育指导员。

“大家积极地走出家门、走向社区，
社会面貌就会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就会因
为孩子体育活动的开展而变成熟人社会，
由此将产生更强的家庭凝聚力，并推动形
成一个和谐友好的社会。”钟秉枢说。

新华

让运动融入孩子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