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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庭教育教育

■本报记者 李文姣
7 月 25 日，第 11 届“河南

最具成长力教师”名单揭晓，
全省共有10名教师入选，源汇
区第二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刘晓
巍是其中之一。

20 年前，刘晓巍读着汪国
真的 《热爱生命》 踏上了自己
梦想的三尺讲台，从此开始了
逐梦之旅。

作为一个刚刚踏上讲台的
教师，刘晓巍明白自己需要快
速成长，她刻苦钻研课堂教
学方法，广泛阅读教育杂志、
教学专著，写了一本又一本的
读书笔记。一桌一椅，一盏小
小的台灯，伴她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静读的夜晚。

凭着这股韧劲，上班仅半
年后，刘晓巍经过层层严格筛
选被评为“漯河市源汇区第三
批青年骨干教师”。2002年，她
开始代表学校多次参加区、市

级各项教学比赛。曾两次代表
我市参加河南省小学语文优质
课比赛，多次代表我市赴外地
进行课题交流并上展示课。她
讲授的公开课、撰写的论文 4
次获得国家级奖项，12次获得
省级奖项，多次获得市级、区
级奖项。

第一次登上赛课讲台时，20
岁的刘晓巍作为一号选手面对众
多优秀教师赢得了满堂彩。这次
比赛给了她无限的动力。在一节
又一节的教研课、公开课、示范
课的打磨中，她慢慢成熟起来，
教育理念也一点点提升，由最开
始的“得言”到“得意”再到

“得法”。刘晓巍在不断尝试、不
断失败、不断反思中提高自己的
教学水平。

2012 年，刘晓巍到源汇区
第二实验小学担任副校长，主
抓教育教学工作。为起到示
范、带动作用，每次学校优质

课，她都率先上示范课。在学
校实行的“一帮一”工程中，
她主动帮扶两位年轻语文教
师，从备课、上课、教学研究
各环节都手把手地帮助和指
导。在她的指导下，两位老师
用心总结教学中的得失，撰写
的论文分别获得了市级、区级
奖项。她们还代表学校登上了
区级乃至市级优质课评比的舞
台，取得了市级优质课一等奖
的好成绩。

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学习平
台，刘晓巍加入名师工作室、
参加河南教师成长学院的暑期
培训。带着在名师工作室和成
长学院收获的新能量，刘晓巍
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做
好统编教材的教学研究。她积
极参加全市教师技能大赛，获
得全市语文学科唯一的特等
奖，并获得市教学标兵称号。
2020 年 5 月，她被授予“漯河

市五一劳动奖章”。作为优秀班
主任，她承担了为全市家长和
学生录制教育台播放的 《家庭
教育讲座》 的任务，和源汇区
教研室人员一起编写了河南省

《课外阅读丛书》《同步拓展训
练》 及漯河市 《说文解字进课
堂》 丛书。她不仅在全区开设
统编教材口语交际教学讲座，
还到信阳固始县、息县为国培
项目做线下培训讲座。疫情期

间，她利用网络为市骨干教师
开展高年级阅读教学培训。一
年里，上交了3份高质量的教学
设计，写了50多篇两万多字随
感……

刘晓巍说：“我一直坚信，
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仅是燃烧
自己，还应该努力把自己活成
一束光，照亮自己，温暖别
人，这应该是教书育人最幸福
的样子。”

刘晓巍刘晓巍：：带着梦想前带着梦想前行行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8 年教龄，15 年班主任，

市实验中学教师宋清华自从教
以来，严谨治学、爱岗敬业，
是学生们心中的好老师、好朋
友、好姐姐。多年潜心教育，
宋清华获得了省级骨干教师、
市师德先进个人、市优秀教
师、市优秀班主任、市十佳师
德标兵等称号，还获得了省优
秀教学论文一等奖、市优质课

一等奖、市多媒体课例一等奖
等荣誉，所教的班级被评为省
级文明先进班。近日，记者走
近宋清华，倾听她的教育故事。

不断创新 寓教于乐

语文教学灵活多变，刚走
出学校的宋清华为给学生们创
造更优质的课堂，不断总结、
研究，常常到老教师的课堂听

课，学习他们的经验，并灵活
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教学中，针对阅读和写作
这两点，宋清华进行了深入研
究。她认为这两样都离不开生
活中的大量阅读和观察，她常
常教育学生要做一个有心人。
读书时，不仅要有量还要有
质，每次读书都要细细品味，
将好词、好句记录在阅读本
上，经常复习。生活中，要注
意观察身边的人、事、物，感
受生活中事物的百滋百味，为
写作积累素材。

有趣的课堂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宋清华在教学中
很注重寓教于乐。2019年，宋
清华在全班同学的寒假通知书
上，用藏头诗的方式写下了期
末评语，“卓然超群有实力，澎
湃激情要加强”“润泽书林儒雅
轩，野阔学海舟扬帆”……诗

句的前两个字暗藏学生的名
字，这样的评语受到了学生们
的好评，也激发了他们学习古
诗词的兴趣。

爱生如子 春风化雨

多年教学生涯，宋清华与
学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她
看来，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
用尊重、宽容、平等的心态对
待学生已经成为她的工作信
条。在宋清华的帮助下，学生
们茁壮成长，很多学生毕业后
都会回到母校找宋清华聊聊心
里话。

“老宋”“华姐”“老大”
“班妈”……在学生们口中，宋
清华有很多外号，这些外号不
仅代表着学生们对她的亲昵，
也代表着对她的信任。每次接
到新的班级，宋清华都会对学
生说这样三句话：“人心齐，泰

山移”“用真心换真诚”“不放
弃，不抛弃”。她告诉记者：

“一个班级要有凝聚力，不仅学
生要努力，老师更要努力，要
和学生打成一片，全班师生拧
成一股绳，一起前进。”

宋清华的班上曾有一位女
学生，性格倔强，比较叛逆，
和同学不能和睦相处。为了帮
助她，宋清华在课余时间专门
找她谈心，并且将写班级日志
的任务交给她。生活和学习
中，只要发现她有进步，当即
鼓励、表扬。多番努力下，这
个学生进步很快，和同学的关
系改善了，成绩也有所提升。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一个学
生都希望自己是成功者，都期
待收获肯定和赞誉。教师要充
分尊重、信任学生，让学生感
受到对他的重视和期待，无形
中就会给学生带去很多动力。”
宋清华说。

宋清华：爱生如子的“班妈”

临颍县北街学校特教部是帮
助残疾儿童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的专门学校。该校的特殊教育新
时代文明志愿者服务队于 2017
年初成立以来，承担为全县重度
和中度脑瘫、肢残、多重残障适
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工作，已
累计为全县7个乡镇、26个自然
村、22个孩子送教504人次，送
教行程累计90720公里。

每学期开学，该服务队为儿
童提供新课本和学习用品。针对
卧病在床的儿童，志愿者给家长
提供康复指导。同时，他们还利
用节假日给残疾儿童家庭送去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送教上门，送什么？谁来
送？如何送？临颍县北街学校特
教部出台了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
门工作方案，制订了具体的服务
原则、目标任务、工作内容等。
对每个服务对象，服务队每周送
教2次，每次3课时，每年不少于
216课时。送教上门服务遵循家庭
自愿、定期入户、免费教育的原
则，注重发展残疾儿童的教育潜
能，旨在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
适应生活、社会的能力。

孩子残疾，有的父母忧心忡
忡，总想藏着掖着，不让人知
道。这种情况成为志愿教师们送
教路上最大的障碍。送教教师段

兰兰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送教上
门？我孙女这个样子能接受教
育？”第一次见面，小清（化名）
的爷爷就把段兰兰挡在了门外。
小清已经8岁了，是先天性脑瘫
患者。家里为给他治病欠债不
少，其父母远赴新疆打工挣钱，
孩子暂由爷爷奶奶照看。面对孩
子家长不领情甚至有些反感的情
况，段兰兰没有气馁。一次不行
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
小清的爷爷接受了她的送教服
务。段兰兰与小清一起看书、画
画、做康复训练，使性格孤僻的
小清逐渐开朗活泼起来。

北街学校特教部校长陈鹏广

对送教上门也有着深刻的理解。
初次去小祯（化名）家，陈鹏广
就遇到了“突袭”——小祯突然
卡住他的脖子不松手，他几乎要
窒息。陈鹏广没有生气，轻轻地
抚摸小祯的头安抚他的情绪，直
到他平静下来。此后，每次去送
教，他都会先和小祯做游戏，稳
定住情绪后再拿出课本上课。

“孩子没办法选择过去，但
有权利选择将来。我们为人父
母，要尽力带孩子看看外面的世
界……”潘素敏的送教对象张某
是一个长期卧床的残疾患儿，大
小便不能自理，语言表达能力基
本缺失。潘素敏没有迟疑，风雨

无阻地给张某送教上门。3 年
来，潘素敏先后为韩某、张某和
晁某3名残疾儿童送教70余次，
并为3个孩子送去价值5000余元
的生活物品和学习用品。

“送教上门就是把课堂搬到
重度残疾儿童家里。这看似简单
的空间转换并非易事，它需要志
愿者们天长日久的坚持、付出和
陪伴。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壮大
特殊教育教师队伍，提升特殊教
育教师整体水平，让送教上门成
为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和少年享受
教育公平、感知多彩世界的暖心
课堂。”临颍县北街学校校长成
颍奇说。 李培扬

把课堂“搬”进残疾儿童家
——临颍县北街学校特教部“送教上门”志愿活动纪实

8月4日上午，郾城区教育局
在区实验小学举行了郾城区第二
届优秀学生评选活动。

本次参加评选的学生是各校
经过层层评选推荐的优秀学生，
分笔试、体育测试、音乐测试、
才艺测试 4 个项目进行，思想品
德测试贯穿全过程，每名参赛学
生必须完成 4 个测试项目。笔试

内容包括对应的年级国家规定所
有 课 程 、《中 小 学 生 守 则》 及

《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体育测
试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视力、
跑步，音乐加试为演唱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才艺展示包括
音乐、舞蹈、书法、劳技等艺术
特长。

褚银平 孟国芳

郾城区第二届
优秀学生评选活动举行

把“时间”具象化
应 该 说 ， 所 有 孩 子 对 于

“时间”的概念都是模糊的，“2
分 钟 ” 是 甜 的 咸 的 ？ 长 的 短
的？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
推荐大家买一个沙漏，用沙的
流逝给孩子一个具体明确的提
醒 。 我 和 孩 子 经 常 玩 一 个 游

戏 ， 叫 作 “5 分 钟 可 以 做 什
么”。女儿会说，可以收拾玩
具，可以喝两杯牛奶，可以读
完一本书等等。我就把这个沙
漏放在一旁，和她一起做她提
出来的这些事情，看看是不是
可以做完。也会什么都不做，
等待 5 分钟过去。这个过程中，
她真实体会到时间的流逝，更

加关键的是，她也体会到了两
者的差别——可以无所事事，
也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帮助孩
子 明 白 “ 珍 惜 时 间 ” 的 重 要
性，就相当于给了孩子一个选
择，她可以自己决定，在哪些
事情上珍惜时间。

“快进”的游戏

这段时间在家，我和女儿
经 常 表 演 “ 冰 雪 奇 缘 ” 的 故
事，她学会了用“快进”找到
某个场景，然后表演。我就借
鉴了“快进”的灵感，对于有
些她慢慢在做、拖拉着做的事
情，我就会说：“好，现在开始
快进。”看她快快地做完，我再
说：“慢放。”她就放慢速度

做 ， 当 然 ， 还 可 以 “ 正 常 播
放”。她也会指挥我来玩这个游
戏。这个游戏，并不是要控制
女儿啥都要执行力很高，而是
要让她不排斥地、更有效地做
完一些原本她懒懒散散完成的
事情，让她体会不同的方式，
她会更明白效率的含义。

做生活的“小主人”

我发现有一种散漫是孩子
故 意 的 ， 因 为 他 们 失 去 掌 控
感，觉得反正做和没做都要被
唠叨，干脆不做以示抗议。所
有的叛逆，都是没有被赋予长
大的权利。疫情期间，我们家
每天早上都开家庭会议，大家
一起讨论当天的日常安排。这

个方法对纠正女儿的散漫很有
帮助，因为她能在一定程度上
安排自己的生活，成了“小主
人”。另外，我们在每天的日程
里，会选择几个活动是“这件
事我想超级勤快”和“这件事
我就想做个懒人”。这件事极大
地激发了女儿的自我效能。她会
和爸爸眉飞色舞地快速做那些本
该是“超级懒人”的事，还互相
挤对说，你怎么不够懒，我们不
能让妈妈看扁了。这也让我意识
到，如果一个家庭环境只鼓励效
率、规矩，那么就会有人叛逆，
毕 竟 人 的 本 性 都 有 懒 散 的 一
面 。 而 当 环 境 允 许 两 面 都 出
现、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时，人
积极向上的那面就会被激发出
来。 据深度育儿

孩子做事散漫怎么办

8 月 4 日，郾城小学组织教师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家中开展
“心连心”暑期家访活动。 于素凯 赵舒珂 摄

8月5日，许洼小学党员教师到岷山社区开展“致敬英雄，敬
畏生命”主题教育活动，为孩子们讲述抗疫英雄故事。

田向阳 摄

8月5日，召陵区实验小学组织党员教师到铁新村社区开展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暑期教育活动。 宋 君 摄

8月4日，昆仑路小学党员教师到昆仑社区开展学习抗疫英雄
先进事迹活动。 王 丹 摄

日前，召陵区人民路小学组织党员教师到铁工房社区开设暑期
公益课堂。图为教师在上兴趣课《多姿多彩的贝壳家族》。 曹慧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