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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姣
爱与责任是师德之魂。自

从师 德 师 风 楷 模 张 玉 滚 的
事 迹 被 播 报 以 来 ， 漯 河 五
高 教 职 工 高 度 重 视 ， 在 校
领 导 班 子 的 号 召 和 带 领
下 ， 积 极 开 展 各 项 向 张 玉
滚 学 习 的 活 动 ， 加 强 师 德
师风建设。

《大学》 上说：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 至 善 。 古 人 把 达 到 “ 至
善”之境作为教育的终极目
标 ， 以 人 之 本 性 为 出 发 点 ，
培 养 适 应 社 会 发 展 的 人 才 。
漯河五高依据经典制订出校
训“健全人格、止于至善”，
并把这一校训目标制作标志

牌竖立在学校最引人注目的
地方，号召全体教师牢记校
训，心中怀大爱，肩负教育
重任，为国家培养拥有健全
人 格 、 至 善 之 德 的 有 用 人
才。在上级部门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精神的指引下，该校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宣传
栏、办公室、会议室张贴与
师德师风建设有关的宣传标
语、名人语录，引导教师树
立正确的师德观，确立“学
高为师 德高为范”的教育信
仰。

该校开展各项活动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专门成立教科
室，制订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
课题。每年开学，学校印发

《漯河五高师德师风承诺书》，
下发到各教研组、各处室，让
每位教职工签订承诺书，以此
促进教师自觉加强师德修养。
重申教师的职责，并制订违背
师德行为的处罚条例。建立
诫勉谈话制度，发现教师在
师德师风方面有不好的苗头
和倾向性问题时，年级负责
人 及 时 对 其 进 行 诫 勉 谈 话 。
对 于 体 罚 或 变 相 体 罚 学 生 、
开展有偿家教、违规收受学
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文明
从 教 、 不 廉 洁 从 教 的 问 题 ，
依 据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严 肃 查
处，公开曝光。

学校还积极树立“师德优
秀教师”典型，开展以“学习

时代楷模，成就出彩人生”为
主题的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先
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师德师风建
设宣讲”活动，表扬师德优秀
教师代表，并请师德优秀教师
发言。

为进一步增进家校之间联
系，促进学校与家庭、教师与
家长的交流沟通，更好地形成
教育合力，漯河五高成立了

“家长委员会”。“家委会”安
排专职人员定期与家长电话沟
通学生在校情况，邀请家长参
与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早读
督促活动、课间操督导活动
等，并确保每学期召开不少于
两次的家长会。每学期开展学

生和家长问卷调查，制订具体
的评价方案，让教师的师德师
风、教育教学质量及学校管理
的方方面面自觉接受社会和家
长的监督，以此引导教师增强
自律意识，形成师德高尚、富
有爱心与责任心的价值导向。

多年来，漯河五高先后获
得“省示范性学校”“市人民
最满意的学校”“市师德师风
建 设 标 兵 学 校 ” 等 荣 誉 称
号。

成绩属于过往，在未来
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漯河五
高将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主管
部 门 对 师 德 师 风 建 设 的 要
求 ， 培 养 富 有 爱 心 责 任 心 、
师德高尚的人民教师。

铸良好师德 育桃李芬芳
——漯河五高精神文明建设之师德师风篇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实 习 生 李博昊

石佳丽是郾城区城关镇初
级中学的一名教师，参加工作

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她曾先
后获得“郾城区中学英语竞赛
优秀辅导老师”“郾城区优秀教
师”的称号，她的优质课被评

为“区优质课一等奖”“郾城区
中小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近
日，记者见到石佳丽，听她讲
述这十一年教学工作中的心得
与体会。

见到石佳丽，对于记者问
到 是 什 么 让 她 坚 守 这 份 职 业
时，她告诉记者：“做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一直是我的梦想。
从踏上三尺讲台的第一天起，
我就明确知道自己从内心里喜
爱且愿意和孩子们打一辈子交
道。”石佳丽有一个信念，就是
要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努力
工作、不断进取，尽其所能让
每个学生成人、让每个家长放
心。“十几年如一日地从事教书
育人的事业，我发现我越来越
热爱这份职业。”石佳丽说，她
在真心付出的同时，不断享受
着来自学生的喜爱、家长的好

评。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对

事业的执着追求让石佳丽乐此
不疲地付出着。“为了把我的英
语课上得生动有趣，我在备课
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石佳丽告
诉记者，她在课堂上营造轻松
愉快的课堂氛围，注重培养学
生自主讨论意识，多多鼓励和
引导学生，让学生敢发言、爱
发言，让学生有参与感和成就
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石 佳 丽 从 不 轻 易 否 定 学
生 的 观 点 ， 总 是 循 循 善 诱 地
带 领 学 生 走 向 正 确 方 向 。 在
课 堂 上 ， 为 了 避 免 学 生 觉 得
英 语 枯 燥 和 乏 味 ， 她 特 地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多 次 运 用 多 媒 体
技 术 ， 大 量 精 彩 的 画 面 和 引
人 入 胜 的 小 故 事 深 深 地 吸 引
了 学 生 。 学 生 们 纷 纷 向 她 反

映 ， 这 样 的 教 学 方 式 非 常 活
泼 、 生 动 ， 这 种 身 临 其 境 的
体 验 ， 让 他 们 增 加 了 学 习 英
语的兴趣 。 在 教 学 生 们 知 识
的 同 时 ， 石 佳 丽 还 向 学 生
们 介 绍 英 美 国 家 的 文 化 习
俗 、 文 明 礼 仪 ， 以 此 帮 助
学 生 加 深 对 知 识 的 理 解 。
课 堂 上 ， 她 会 给 每 个 学 生
回 答 问 题 的 机 会 ， 让 大 家
都能发表意见。

师爱是激励学生无可取代
的教育力量。不管是刚参加工
作时天真活泼的她，还是教学
数十年后稳重严谨的她，都始
终拥有一颗童心和爱心。“我最
引以为傲的是能与学生融洽相
处，我问心无愧的是为孩子们
的真心付出。”她说，在今后的
教育事业中，她将一如既往地
静心教书、潜心育人。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
——记郾城区城关镇初级中学教师石佳丽

提到苦难，我会想到缺
吃少穿、忍饥受冻、农活繁
重……很多人说苦难是一笔
财富，我也清楚记得自己曾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发奋学习
的经历。当我觉得孩子不够
坚强、不愿拼搏时，总会有
把 他 们 领 回 老 家 “ 改 造 改
造”的念头。

那年“十一”放假，正是
收花生的季节，也是锻炼孩子
们的好时机。我把侄子和闺女
带到花生地里，想用太阳的暴
晒、拔花生的辛劳对他们进行

“苦难教育”。
来到花生地，父亲请的收

花生机器已经进地了，机器用
大铲子、大筛子、大拖斗，很

快就将几亩花生收拾完毕。花
生运到地头儿，早有收花生的
商户来称重算钱，不过两三个
小时，几亩花生已经变成了现
金。我想起小时候收花生的情
景：全家老少齐上阵，用手一
把一把地拔，起早贪黑、披星
戴月地把花生拔完，再把花生
秧子拉到家里，大概需要耗费
半个月时间，再一把一把甩上
一个月，整个过程下来要拖拉
一两个月。“妈妈，尝个花生
吧，带着泥土的香气，真好
吃！”闺女剥好花生塞进我嘴
里，“这收花生真有趣！哪像你
说的那么辛苦？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呀！”

我看今天的教育目的要泡

汤，试图再挣扎一番，就建议
孩子们和我一起捡拾机器漏掉
的花生。半个钟头后，孩子们
没了拾得花生的惊喜，开始

“造反”了。“妈妈，你看机器
根本没漏掉多少花生，半个小
时了我哥咱们仨就捡这一捧小
花生，你说这五亩地捡完得多
长时间？这种低效率、低产出
的活儿我是不想干了。我已经
知道了知识和科技在生活中的
作用，你不必再来‘劳我们的筋
骨、苦我们的体肤了’……”

“是啊，大姑，你低估了机器的
收割能力，你看人家几十亩的
花生地都不捡，咱三个跟没见
过 花 生 似 的 ……” 不 得 不 承
认，孩子们说的是实情，今天

的“苦难教育”看来是失败了。
回家后我开始思考，应该

给“零零后”“一零后”的孩子
们什么样的“苦难教育”？这种
把孩子带到农村锻炼的“苦难
教育”显然不合时宜了。很长
时间我都没有找到答案。

时间在我的困惑中进入11
月。闺女每晚学习到11点半后
才睡觉，我心疼了。她晚上写
作业时我一会儿嘘寒问暖、送
吃送喝，一会儿问她什么题不
会，要不要我给她讲讲。闺女
不胜其烦，多次吼我早点睡觉
别打扰她。躺在床上我想，我
一直寻找的“苦难教育”的目
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促其奋
斗、助其拼搏。她学习上的难

题不是苦难吗？她自己通过思
考、查资料多费点儿时间和精
力克服困难，不也是很好的

“苦难教育”吗？
原来刻舟求剑的人是我。

过去有过去的“苦难”，现在
有现在的“苦难”。我一直拘
泥于“苦难”的形式，没有考
虑到苦难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
化。孩子能积极主动去面对自
己学习生活中的“苦难”——
思考一道数学难题至深夜、早
上 6 点起床去上学，这未必不
是磨炼孩子意志的途径，我
大 可 安 然 入 睡 。 想 到 “ 十
一”假期那次失败的“苦难
教育”，我也释然了。

漯河二高 丁红梅

苦难教育

■漯河小学四（7）班
马睿骐

面对老师布置的作文——
《我和漯河小学的故事》，我认
真回忆了在漯河小学的四年学
习生涯，好像没有什么惊天动
地的大事，只有点点滴滴的小
事。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
事，让我成为具有优秀品质的
小学生。

四年前第一次踏进这花园
似的校园，宽阔的操场、整洁
的教室，还有老师温柔的笑
容、动听的声音，让我觉得，
小学生活一定会非常美好。

记得第一次站在讲台上，
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做自我
介绍时，看到同学们哄堂大
笑，我羞愧地想找个地缝钻进
去。四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能
站在主席台上面对全校学生，
落落大方，侃侃而谈，赢得同
学们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我
很骄傲，因为漯河小学让我学
会了自信。

当第一次在作业本上写下
我的名字，看着那歪歪扭扭的
字迹，我恨不得把作业本撕
掉，觉得学习真的太难了。如
今，我可以流利地对外国朋友
说“Welcome to China！Luo-
He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还可以底气十足地与
爸爸讨论“莫比乌斯环”作用
到底大不大。我很骄傲，因为
漯河小学让我学到了知识。

当我第一次参加“红领巾
想象力工程”，看着自己那惨不
忍睹的小发明，我沮丧极了。
如今，同学们在争先恐后地尝
试我的新发明“3D 全息投影
仪”。我骄傲极了，因为漯河小
学让我学会了拓展思维。

漯河小学还让我学会了帮
助、坚持、团结……这一件件
小事让我从懵懵懂懂的儿童，
成长为在知识海洋里遨游的少
年。我会更加努力，成长为更
优秀的自己。

辅导老师：王晓燕

漯河小学让我成为
更优秀的自己

■漯河小学六（6）班
李哲宇

我的小学学习生活就要结
束了，回 想 这 六 年 的 学 习 生
活，我觉得再美味的佳肴也
抵不过放学路上的一包干吃
面，再动听的旋律也抵不过
音乐课上大家伙儿五音不全
的歌声，再绚丽的画面也抵
不过下课后小伙伴们愉快的
玩闹……

我难忘张承浩的“鬼脸”。
他鼻子一皱、嘴巴一咧，就会
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有一
次我考试失误，正伤心地看着
试卷上的红叉，这时张承浩走
了过来，朝我做了一个“鬼
脸”。我猝不及防，眼眶里闪着
泪花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他
这一招，在同学间百试不爽。
虽是一个不经意间的“鬼脸”，
但张承浩这份心思，让身边的
每一位同学收获了快乐。

好朋友程鹤翔的笑声好朋友程鹤翔的笑声别具
一格。每当听到“咯咯咯”的
笑声，就知道一定是他来了。
这笑声，有时是他恶作剧得逞
的得意，有时是他比赛获胜的
自豪。他的笑声仿佛会传染，
只要听到他的笑声，大家都会
忍不住跟着大笑起来。

“故事大王”郑文博是一
个阳光男孩，聪明活泼、思维
敏捷。课间，他总是东走西
窜，把我们新学的课文加入自
己的想象编成故事，再用不同
的方言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
从他嘴里出来的那经典片段、
幽默语言，让我们的课文别具
一番味道。

这六年，我们一起奔跑、
一起欢笑；这六年，我们有福
同享、有难同当；这六年，我
们齐心协力、为班争光。忘不
了这六年，忘不了漯河小学。

辅导老师：安 童

忘不了这六年

■召陵区实验小学四（1）班
冯 硕

我的家乡漯河位于河南省中
部，那里有两条美丽的河流——
沙河与澧河。

春天，河岸边的树木抽出新
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小草
冒出了头，迎着微风摇晃着自
己的小脑袋。几只过冬回来的
白鹭路过这里休憩，它们站在
浅滩，有的低头喝水，有的斜
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
子。

夏天，树木长得郁郁葱葱。
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河堤封得严严
实实，遮住了耀眼的阳光，为
人们带来清凉。早晨，太阳升
起，晨练的人们来到河堤上，有
的在跑步，有的在练拳，有的在
跳广场舞，有的在打羽毛球……
河面上波光粼粼，映衬着岸边忙
碌的人们，真是热闹极了。

秋天，树木“变”得五彩缤
纷。银杏的叶子变黄了，金灿灿
的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
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红红的
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哇，飘
哇，寄来了秋天的凉爽……它们
倒映在河里的影子真像一幅绚烂
的画卷。

冬天，雪停后的河岸更是美
景如画。河水好像也在“冬眠”，
静悄悄的，偶有几只小野鸭出来
觅食。树上积满了雪，地上的雪
也没过了膝盖。零星的雪花悠悠
地飘落下来，落在那三两行人的
肩头。他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戴着帽子、围巾，就像一只只可
爱的企鹅。小孩子们在雪地上堆
雪人、打雪仗，玩得开心极了！

沙澧河一年四季景色诱人，
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
百去不厌的游乐场。

辅导老师：王秀巧

家乡的沙澧河
闺 蜜 的 女 儿 今 天 又 被 她

“惹”哭了，只因女儿擦了桌
子，闺蜜没夸她棒。闺蜜跟我
吐槽：“平时我常夸女儿‘你真
棒！’近来发现，女儿被我夸出
了‘毛病’。比如，她见不得我
夸别的孩子；常常为了被夸而
求夸奖；做不好某件事就表现
出很强的挫败感……”“打骂孩
子不行，难道我这天天夸孩子
棒也夸错了？”

夸孩子“你真棒”是不行的
斯坦福大学发展心理学教

授卡罗尔·德韦克率领团队，
耗时10年，对纽约20所学校的
400名学生开展了实验，研究表
扬对孩子的影响，得出的“成
长型思维”结论震惊学术界。

实验一开始，让孩子们完
成简单的拼图，所有孩子都能
出色完成。然后将孩子分成两
组给予不同的表扬。一组表扬
他们的智商，“你很聪明”；另
一组表扬他们的努力，“你非
常努力，所以表现得出色”。
第二轮测试很难，孩子们都测
试失败。只是他们对失败的反

应不同：被夸聪明的孩子认为
是自己不够聪明，很灰心；而
被夸努力的孩子则认为自己不
够努力，还要继续努力。最后
一轮测试的题和第一轮一样简
单。结果出人意料：被夸努力
的孩子的测试分数比第一次提
高了 30%；而被夸聪明的孩子
的得分相比第一次，却退步了
约20%。

德韦克解释说：“夸奖孩子
努力用功，会给孩子一个可以
自 己 掌 控 的 感 觉 。 孩 子 会 认
为，成功与否掌握在他们自己
手中。反之，夸奖孩子聪明，
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不在自己
的掌握之中。这样，当他们面
对失败时，往往会束手无策。”

德韦克得出结论，被夸聪
明的孩子容易陷入“固定型思
维”，而被夸努力的孩子则具有

“成长型思维”。两者对孩子的
成长影响巨大。德韦克教授的
实验告诉我们，赞美孩子的天
赋 而 非 他 的 努 力 、 策 略 和 选
择，会慢性地扼杀他的成长型
思维。

家长不妨试试这几种表扬
方式：

1.赞扬思考能力，鼓励动
脑。

电影 《银河补习班》 中，
马 皓 文 赞 扬 儿 子 马 飞 有 思 考
力，鼓励他多动脑。马飞被洪
水围困时，马皓文依然相信他
的思考力，举着喇叭喊：“动你
的脑子，你一定能出来！保持
脑子一直想，一直转，你就能
想出办法！”爸爸的话鼓舞马飞
用门板和床单做成木筏，成功
逃脱。后来马飞成了航天员，
飞行中遇到事故，他回想的还
是爸爸那些表扬和鼓励的话。
生命攸关之际激励他积极动脑
想出办法，平安着陆。

每个孩子身上还长着一个
神奇的感受器，能接收到父母
对他们的表扬和鼓励信号，激
励他们变得更好。

2.侧面表扬，激发自信。
见到邻居家的琦琦在玩轮

滑，我吃惊地问琦琦妈：“琦琦
终于学会轮滑了？”因为琦琦之
前 是 和 我 女 儿 一 起 买 的 轮 滑

鞋，结果琦琦摔了一跤后，再
也不愿意学轮滑了。琦琦妈笑
着神秘地说：“我发明了一个

‘侧面表扬法’……”
原来，琦琦妈不想琦琦因

一点挫折就放弃做一件事。她
想到从侧面入手：先表扬琦琦
选的这双轮滑鞋好看；然后又
鼓励她穿上玩玩，又夸奖琦琦
穿着轮滑鞋很酷。后来她又慢
慢地让琦琦穿着轮滑鞋在屋里
玩 。 渐 渐 地 ， 琦 琦 会 滑 一 点
了，就转战到楼下滑。很快，
琦琦就学会了滑轮滑。

孩 子 在 尝 试 新 事 物 的 时
候，遇到困难容易半途而废。
采用这种“侧面表扬法”，一点
点激励孩子克服困难，收获自
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3.表扬选择能力，培养自主
意识。

朋友家乔迁新居，我们去
贺 喜 ， 看 到 儿 童 房 被 刷 成 蓝
色，我好奇地问：“你家是女
孩，儿童房刷成粉色多好啊。”

朋友说：“我也想着儿童房
刷粉色漂亮。可是我这闺女偏

偏喜欢蓝色。她让刷蓝色就依
她了。反正这房子也是她住。”
我很佩服朋友对孩子的开明政
策。她一向尊重孩子的选择，
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而
她女儿也一向特别有主见，做
事稳重而独立。

4.表扬参与，鼓励勇敢。
女儿喜欢涂鸦，每次她画

完让我看，我都喜欢夸她：“你
画得真好啊！”直到有一次，我
看到她画的小兔子眼睛特别传
神，就专门指出：“哇！你画的
眼睛好生动啊，像活的一样有
神。”女儿就记住了。后来她每
次画眼睛都特别仔细，画得不
满意就反复擦掉重画。现在，
她画的眼睛总是最生动。表扬
细节，让孩子知道自己棒在什
么地方。细化表扬，才更具表
扬效果。

父母恰当、智慧的表扬方
式，会帮孩子打开更宽广的成
长型思维模式，这就好比给孩
子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带领
孩子飞得更远更高。

据深度育儿

学会这样表扬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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