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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源汇区实验小学
召开师德师风专题会议。

卢 静

●7月7日，召陵区老窝镇第
二初级中学开展教师培训。

黄京京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

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
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人在一
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
力。敬业精神是人们基于对一件事情、
一种职业的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心投
入的精神，是社会对人们工作态度的一
种道德要求。

张莹莹就是我市众多践行核心价值
观的代表之一。

■见习记者 党梦琦
疫情期间，在教育部“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郾城小学
青年教师张莹莹勇于担当，克服困难，
用心为学生上好每一节网课。

平时虽然接触网络较多，但网上授
课对于张莹莹来说仍是一个新的挑战。

“刚接到通知时确实有点懵，但还是立
马着手准备。”张莹莹说，手里没有教
材、没有备课资料，她就积极从网上搜
索、下载可用的学习资料，并分享给同
事们。

为了让网课质量更高，张莹莹利用
闲暇时间，观摩线上优秀教学视频，并
经常与其他英语老师一起在群里探讨网
上授课和检查学习效果的办法，逐渐摸
索、制订出了一套针对这个特殊时期的
教学方法。每次课后，她都会给学生布
置读书任务，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读书
习惯。“除了讲课，我们还要利用钉钉
群的打卡、连麦功能及时检查学生的学
习情况。对于他们不懂的问题，再直播
讲解。”张莹莹说。

张莹莹带的是四、五、六年级的英
语课，三个年级段、五个班，本就繁重

的教学工作因空间的阻隔显得更加困
难。备课教研、直播答疑、布置作业、
批改反馈，她每天从早忙到晚，在教学
过程中不断探究、创新，力求让学生学
得轻松愉快。

线上教学有别于课堂教学，无法准
确掌握每位同学的学习情况，即使在批
改作业时，张莹莹心里仍很忐忑，既担
心学生不能独立自主完成，又担心学生
的背诵读音不准确，还担心自律性不强
的学生因家长无暇监督而学习退步。

“线上教学是一场硬仗，必须使出浑身
解数去努力才可能取得胜利。”张莹莹
说，针对这些情况，张莹莹变身“谈判
专家”，通过微信留言等方式适时与家
长沟通，督促学生按时完成英语作业。
对于学习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她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地减少作业量或调整标
准，让学生慢慢重获自信。每节课开始
之前，张莹莹都会播放一首英文歌曲作
为课前“热身活动”，学生也因学唱英
语歌曲，了解到更多的外国文化。对平
时表现好的学生，张莹莹都会给他们的
本子上印一个印章，积够10个印章就可
以兑换一个奖品，这大大激发了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
对学生而言，这位张老师更像一位

大姐姐，善于用幽默的语言使枯燥无味
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活泼。活跃的课堂
气氛、耐心细致的讲解、有针对性的教
学，使学生即使不在校园，成绩也没有
落下。“有次我给五年级的学生布置了
一个作业，用过去时态来描述昨天的事
情，句子可长可短。对他们来说有些
难，但许多同学完成得非常好，很有想
法，超乎我的想象。”张莹莹说。

“对老师来说，课堂就是舞台，既
然学生们来听我这个‘主播’的课，我
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喜欢听，每节课听下
来都能有收获。”张莹莹说，“给学生们
上网课，我觉得自己为抗疫做了件有价
值、有意义的事，我也得到了锻炼和成
长。”

课堂就是我的舞台
——记郾城小学英语教师张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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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姣
7月8日，漯河小学组织师生

到市农科院农业科研基地开展
“农业小专家 致敬劳动者”综合
实践活动。

当天一大早，师生们乘坐大
巴车来到占地425亩的科研基地，
农科院的老师为大家介绍，这里
主要分设施设备区和中心试验
区。学生们在这里认识紫薯的特
征，畅游向日葵金色花海，观察
微花胡麻，上了一堂生动的农作
物自然课。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劳
动技能，基地还安排学生学习农
业养护、清除田间杂草、体验架
子车、解锁捕虫“神器”等。每
一项活动学生们都兴致勃勃地参
与，并向老师提出许多问题：“玉

米现在能吃吗？”“这个向日葵咋
和其他的不太一样？”“胡麻都有啥
用处啊？”……对于学生们的问
题，农科院的老师们一一详细解
答。

活动临近结束，学生们手中
的“农业小专家作业单”也都打卡
完成，大家都圆满完成了劳动实践
课的任务。“通过这次活动，我体
验到了劳动的快乐，也明白了粮食
的来之不易，我以后会更加热爱
劳动，更加珍惜粮食。”四年级学
生母靖之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7月7
日和 7 月 8 日两天。7 月 7 日，漯
河小学邀请市农科院的专家为学
生们进行农业知识讲座，为7月8
日的现场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堂生动的农作物自然课

每年一进入中考冲刺阶段，我都
会一门心思“守”在班上，直到学生
们考完离校。这一举动不免让人觉得
有点儿“笨”，可多年的实践下来，
我却发现这个“笨”办法还是很有效
的。

清晨，我会和学生一起进教室。
看他们勤奋读书，记录迟到人员，提
醒个别没清醒的学生抓紧时间学习。
学生读书时，我不会打扰他们，就静
静地看着，或在琅琅读书声中穿梭。
到我上课的时候，我会提前到教室，
和学生们简单聊聊这节课要讲的内
容，问他们在这个知识点上最想要我
讲什么……然后就是精细地讲解、真
诚地交流、激烈地辩论和针对性训
练。不知不觉到了下课时间，我会在
走廊里和追出来的学生继续探讨课堂
未尽的话题、解答他们的疑问或是接
受他们的质疑……直到上课铃声响
起。

别的老师上课时，我会在教室外
的桌子上备课、批改试卷和作业。我
和他们仅一墙之隔，彼此看不见，但
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课堂
的气氛。他们也知道我就在墙的另一
边，想到老师在勤奋地工作，他们也

会更加努力。
自习课时，我会悄悄走进教室，

坐在空位置上观察他们学习。一旦发
现哪个学生学习状态有异常，我会悄
悄记在心间，“计划”在某时某地和
他进行一番轻松愉快的交流，希望他
能扬帆再起航。

晚上放学时，我会来到教室门
口，听他们一个个对我说：“老师再
见！”

当他们满怀自信走上考场时，我
会静静地守在场外。他们虽然看不见
我，但他们一定能感知我的关切和期
待。我希望这样的守候能让他们少一
些紧张和不安。虽然有些累，可这么
多年细细回想起来，我发现这不仅是
学生的需要，更是我自己的需要。学
生即将离校，我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与
他们告别。

“守”着他们，特别是在关键的
时候。守到他们展开翅膀，守到他们
云开见月明。 郾城实验中学 王振宇

守得云开见月明守得云开见月明

暑 假 到 来 ， 如 何 培 养 孩 子 良 好
的 阅 读 习 惯 让 不 少 家 长 犯 难 。 通 过
细 致 观 察 和 实 践 探 索 ， 我 发 现 只 要
积 极 转 变 观 念 、 用 心 投 入 ， 掌 握 孩
子 的 个 性 特 点 ， 在 生 活 中 的 一 些 关
键 环 节 精 准 发 力 ， 不 仅 家 庭 阅 读 不
再 困 难 ， 对 增 进 亲 子 关 系 也 大 有 裨
益。

阅读观：远离实用主义观念

父母都希望孩子多读课外书，多读
学校推荐 的 书 ， 更 要 读 经 典 名 著 ，
应 该 说 家 庭 阅 读 的 思 路 是 非 常 清 晰
和 规 范 的 ， 但 实 际 的 效 果 却 不 甚 理
想。

我家 书 架 上 都 是 按 规 定 买 的 书 ，
理想中的阅读场景却总是难觅踪影。

后来我发现，我们提供的书不是封皮
没拆就是拆封后基本没动，而孩子想
读的书我们几乎不提供。究其原因，
是我们秉持的实用主义读书“三问”
在作祟——读了有什么用？对考试有
用吗？对将来找工作有用吗？

一次孩子邀约同学来家里玩，几
个孩子游戏之余，突然谈到科幻小说

《三体》 的情节。大家各抒己见，儿子
讲 述 了 对 主 人 翁 智 慧 多 能 、 崇 尚 正
义、攻坚克难的赞许，关注了主人翁
的 蜕 变 、 责 任 、 担 当 与 情 感 变 化 过
程，显然凭借他对书中内容的熟悉迎
来伙伴的惊羡。从他侃侃而谈的自信
和这套书上被翻阅多遍的痕迹，我们
恍然大悟——孩子读什么书确实很重
要，培养孩子能够主动读起来，更加
重要。

示范观：做孩子的阅读榜样

科学研究表明，父母喜欢阅读，对
孩子的阅读能力和习惯有积极影响，在幼
儿园阶段会表现在孩子的认读能力、理解
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小学中高年级特
别是进入初中以后，孩子在阅读兴趣和习
惯等方面的优势会更加明显。

儿子 3 岁左右即开始经常跑到我身
边，伸头察看我在用电脑做什么，看到
我时而翻阅书籍，时而敲击键盘，驻足
观察一会儿就跑到一边玩儿去了。起初
我以为他是好奇或检查我是否在玩游
戏，后来我发现他在多次检查以后开始
了模仿，不仅模仿我使用电子产品，也
模仿我阅读。

在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中长大，儿

子也对课外阅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较
早学会使用电脑进行图文操作，而且从
未用“你们怎么玩游戏”“你们怎么不读
书”之类的话语回应我们对他的督促，
现在对电子产品使用管理上也比较合作。

孩子上小学后，已经开始逐渐使用
社会比较 （主要是同伴比较） 的方法来
提升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作为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榜样示范是帮助孩
子保持自尊、提升自信，平稳度过社会
比较心理阶段的重要资源。在社会交往
中，孩子经常使用父母的观点来表述，
言行、举止、性格、气质通常透露出父
母的形象，会从父母阅读书籍中挑选感
兴趣的书籍来读，学习成绩以外的亲子
交流话题逐渐增多，终身学习的氛围在
家庭中悄然形成。

据《中国教育报》

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
家庭家庭教育教育

7 月 8 日，郾城区龙塔街道东街小学联合金百合豫剧团开展
“戏曲进校园”活动。图为该校戏曲社团学生表演豫剧《穆桂英挂
帅》选段。 孟 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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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壹晨
“9岁女童打赏主播花光家里10万元

彩礼”“护士的 10 岁儿子打赏主播 10 万
元”“孙女玩手机游戏花光奶奶救命
钱”……一些未成年人因游戏充值和为
主播打赏花费家长“巨款”的新闻屡见
不鲜。钱该不该退？退多少？近日，最
高法给出明确意见，为治理未成年人打
赏乱象加设法律屏障。

最高法出台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 （二）》 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
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
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特定情况
下，最高法明确给出了支持未成年人充
值无效的意见，既为解决该类纠纷在法
律层面提出实际指导意见，也为线上娱

乐行业的发展及时摆正“航向”。
应该说，纠纷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

于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失察，《意见》为平
台“提了醒”。据《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
未成年网民已达 1.75 亿，而作为网络服
务提供方，配套的技术服务与制度支持
应及时跟上，例如限制未成年人注册、
加强用户身份验证等举措，既降低了自
身风险，避免引发退费纠纷，又承担了

社会责任，遏制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乱象。
纠纷的产生也源于家长监管的缺

位，《意见》的出台不代表家长可以做甩
手掌柜。“熊孩子”打赏不菲，问题也出
在家长身上。对于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判定其消费有效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能够
证明充值行为是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
发生。未成年人也有长大的一天，培养
良好的消费习惯是家长的责任，若一味
放任，家长最终还是要自己“买单”。

未成年人网络打赏乱象该治了

市农科院的老师给学生们介绍花籽。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7月7日，2020年“戏曲进校园”活动走进市实验小学。市豫
剧团的演员们为师生献上精彩演出，并通过画脸谱等互动方式普
及戏曲知识。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戏曲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