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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简讯

●1月8日，召陵区青年小学
举办跳绳比赛。 张朝霞

●1月8日，许洼小学对学校
部分社团进行了期末综合考评。

田向阳
●1月8日，郾城区西南街小

学开展社团验收活动。 赵新科
●1 月 10 日，郾城三中开展

“慰问贫困生，情暖学子心”暖冬
行动，走访慰问该校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家庭。

刘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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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昆仑路小学开展读书节活动。图为校领导在看教师和学生的读书笔记和
读书心得。 王 丹 摄

■本报记者 李文姣
在刚刚结束的市第二届诗词大赛

上，郾城三中八年级学生王忆铭在众多
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青年组一等
奖。王忆铭不仅掌握的诗词量惊人，
而且赛场上沉着冷静，十分让人佩
服。在“飞花令”环节中她对答如
流，与对手的精彩对垒引得场下观众
直呼过瘾。

近日，记者采访了王忆铭，并向她
和家人及老师了解荣誉背后的故事。王
忆铭说，她对诗词产生兴趣主要是受妈
妈的影响。她的妈妈许丽娟热爱诗词，
为此还专门整理了一本厚厚的诗词笔
记，这是王忆铭最爱翻看的课外读物。
王忆铭五六岁时，许丽娟为提高她的背
诵能力，开始教她背诗，没想到小忆铭
很快就能背会妈妈所教的唐诗。于是，
《唐诗三百首》 就成了她的学前读物。

一开始，王忆铭年纪尚小，许丽娟只是
带着她简单地背诵，并没有为她解释诗
句的含义，但唐诗有着独特的韵律之
美，即便不解其中意，小忆铭依然能沉
浸在背诗的乐趣中。

王忆铭说：“小时候只是跟着妈妈
背，并不知道背诗有什么用。小学五年
级一次测试中，考了几首课本上没有的
诗，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来了。从那
时起，我知道背诗是有用的，也是从那
时候开始我不仅仅背诗，还开始背词。
我真正地爱上了诗词。”自此，王忆铭
对诗词的热爱便一发不可收拾，七年
级暑假，她把妈妈珍藏的一本 《毛泽
东诗词选》 全背了下来，并被诗词中
磅礴的气势所震撼。除了毛泽东的诗
词，王忆铭还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
她说这些诗词的情感特别豪放、有气
势，她能从诗词中感受到作者豁达的

胸襟。
许丽娟说，在她们家里，放假时主

要的休闲活动就是背诗、看书、练字、
写作业，没有人看电视。一家人在一起
读书写字，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王
忆铭在妈妈的教导下，一年级时就把小
学课本上所有的诗词背得滚瓜烂熟了。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王忆铭的性格也
有了很大的变化。许丽娟说，别看现在
王忆铭在赛场上沉着冷静，可她小时候
非常胆小、害羞，上课都不敢举手回答
问题。但是诗词让她丰富了内心，逐渐
有了自信，敢于突破、展现自我，学校
的老师也给了她正确的引导，让她成长
为一名自信大方的中学生。

丁亚芹是王忆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她所带班级里学习诗词的氛围非常
浓厚，她要求每个学生都要选一首自己
不会背的诗词，每天上课前轮流写在黑

板上，并负责上台为大家介绍、讲解。
王忆铭准备参加市第二届诗词大赛

时，全班同学和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都
为她收集诗词，并和她一起玩儿“飞花
令”游戏，帮她练胆量。王忆铭还听从
丁亚芹的建议，将自己背过的诗词都默
写了五六遍。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
准备充分的王忆铭一举夺得市第二届诗
词大赛青年组的一等奖。丁亚芹还告诉
记者，王忆铭不仅在诗词上有着不俗的
成绩，在学校里她也是个学霸，在刚结
束的月考中，王忆铭各科成绩都遥遥领
先。

这么多年来，诗词陪伴王忆铭成
长，即便在学习紧张时，她也会抽空背
诗词。她说诗词可以解压，还可以给自
己指明方向：“我喜欢‘不要人夸好颜
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句诗，它教会
我不随波逐流、不盲从。”

诗词伴我成长
——访市第二届诗词大赛青年组一等奖获得者王忆铭

近日，由河南省教育厅主
办、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承办的河
南省第十八届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在开封举
行。经过激烈比拼，漯河职业技
术学院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1
项、三等奖4项。

为迎接本次比赛，该校组织
音乐舞蹈系、许慎文化学院、艺
术设计系等相关院系开展多轮次
的校内选拔，结合实际教学活
动，专门联系我市幼儿园、小学
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让参赛选

手去借班试课，并不断进行研讨
改进，力求让学生试课收到更好
的效果。该校选送的参赛学生发
挥出色、表现优异，其中，音乐
舞蹈系学生孙志文获学前教育组
一等奖、孙梦佳获学前教育组三
等奖，许慎文化学院学生张楷弘
获小学组英语学科二等奖、陈瞻
仰获小学教育组三等奖、马贵月
获语文教育组三等奖，艺术设计
系学生李梦雨获美术教育组三等
奖。

谢海良 王 丹

省第十八届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获一等奖

■漯河二高 黄晓杰
活了半辈子，见过了各种各

样的人。我的经历中，有些人让
人景仰，有些人令人厌恶；有些
人只是匆匆的过客，有些人却给
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生活
中的一件小事也会激荡起涟
漪，让人有种别样的感觉。上
次坐 105 路公交车，我就遇到
了一件让人感觉很温暖的小事
儿。

2020年底，我市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全国文明城
市”这一金字招牌的背后，汇聚
的是全体漯河人的坚持与努力。
创文使得我市面貌焕然一新，居
民们切实感受到了创文带来的实
惠：居住环境改善了，人文素质
提高了，漯河变得更美了。

每次踏上洁净明亮的新能源
公交车，都能收到司机亲切的
问候：“您好！”那天早上坐公交
的人不多，车内也比较安静。我
刚找了个合适的位子坐下，就听
到司机在和前面坐着的一个小姑
娘讲话：“下次坐车时要记着带上

零钱。如果忘了，叔叔可以帮你
刷卡，但一定要告诉我实情。这
好像是你第二次坐叔叔的车忘带
钱了，对吧？是妈妈忘给你坐车
钱了，还是其他原因？下次你没
钱，叔叔还会替你刷卡，但是，
叔叔的领导也监督着叔叔呢，如
果大家都这样就不好了，叔叔可
能会因为这五角钱而被罚 500
元，咱们下次不这样了。”小姑娘
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好意思地点
点头。

司机的话语里充满了温情，
没有严厉的训斥和教导。我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没想到过了一会
儿，在一个站点停车时，又听到
司机说：“放学你怎么回去？给你
一块钱，回去坐车用。”说着，拿
了一元硬币递给小姑娘，小姑娘
推辞着不要。司机又问：“有人接
你吗？”小姑娘依然没有说话，害
羞地点点头。

我下车了，冬日的风虽然很
凛冽，但我的心里异常温暖，刚
刚车上发生的一幕让我感受到了
这个社会处处有着真、善、美。

公交车上暖心事

近段时间，两段有关孩子
参加体育运动的视频在网上火
了——一位是摔倒在起跑线上，
但奋起直追，最终夺得比赛冠军
的北京短道速滑小选手；另一位
是在5米跳台上踌躇了10分钟，
最终迈出勇敢的一步，以完美姿
态入水的上海跳水小女孩。体育
的力量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展现得
淋漓尽致，让每一位旁观者感
动，也让这两段视频引爆了网
络。

当前，体育受到前所未有的
关注，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成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但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
重视，也有人担心，提高体育的
中考分值、强化体育在教育评价
中的分量，会不会加重家长和学
生的负担，会不会催生新的体育
培训热。从现实来看，一些体育
培训项目火爆，几节跳绳课就要
上千元，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
风。

如何避免学校、家长以及学
生用功利化、应试化思维对待体
育，避免单纯追求体育考试或者
体育竞赛成绩，导致体育锻炼成
为一种负担？笔者认为，在不断
完善校园体育基础设施、加强体
育师资队伍建设、完善体育课程
体系、开齐开足开好体育课程的
同时，在进行体育理论知识讲
授、体育技能训练的同时，还应
该更加重视体育文化的塑造，让
学生真正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锤炼意志，真正发挥以体育
人的作用。

在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锻
炼、体育竞赛的过程中，要让学

生明白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既不
是单纯为了分数、为了通过考
试，也不是单纯为了赢得比赛、
为了奖杯名次，甚至也不仅仅是
为了强身健体，而是通过体育锻
炼，培育体育精神，在体育锻炼
中养成团结合作、尊重规则的品
质，培养拼搏精神和胆量勇气。
比如，校园足球是我们学校的特
色体育运动，在开展足球分层教
学的同时，老师们很重视足球文
化的渗透。一是转变思维认识，
努力让学生感受足球运动带来的
快乐和益处，从而改变对体育的
固有认识，把体育当成重要的生
活方式之一，进而带动家长和社
会上更多人参与足球运动；二是
滋养文化内涵，在足球教学、比
赛训练中，注重培养学生团结合
作、尊重规则的优秀品质；三是
发扬体育精神，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磨炼意志品质、弘扬拼搏
精神，在学习生活和成长中发扬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
精神。

对于所有体育项目的开展来
说，体育文化的渗透都是如此。
学校在开展体育文化教育的过程
中，要重视挖掘运动项目文化特
点，挖掘运动项目文化内涵，提
炼运动项目独特的精神实质；要
充分利用校园媒体，通过对群体
活动、运动健康知识、体育人物
等的宣传报道，营造浓郁的校园
体育文化氛围，让学生真切感受
到体育运动的魅力；要树立优秀
运动员和教练员典型，发挥体育
明星正能量的作用，引导青少年
以优秀运动员为榜样，了解他们
的事迹，学习他们的拼搏精神。

据《中国教育报》

重视体育锻炼
更要重视精神塑造

■临颍县黄龙学校四（2）班
邢尼仕博

每个人可能都有胡思乱想、
自己吓自己的时候，我也给大家
分享一个我走夜路的经历吧。

那年暑假我住在表哥家，一
个闷热的晚上，表哥给我两元
钱，让我去买两根雪糕。表哥问
我：“怕走夜路吗？”我拍了拍
胸脯，昂着头对表哥说：“我胆
子这么大，怎么会怕走夜路
呢？”

刚出门，我看到门前的杨树
叶子一动一动的，好像有个人在
上面，还在对我招手。我吓得撒
腿就跑，一个劲儿向小卖部方向
冲。快到小卖部时，我右边忽然
出现一个黑影，越拉越长……我
脑子里浮现出之前看过的恐怖片
里的妖怪，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

了。
快步走进小卖部，有了灯

光，我才敢扭头顺着黑影看去，
原来是一位来买东西的阿姨。我
长呼一口气，怦怦乱跳的心总算
平静下来了。

买过雪糕，我急急忙忙往家
走。快到家时，我忽然听到一个
声音：“拿雪糕来！”我吓了一
跳，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慌不
择路地掉头就跑。我跑得快，那
人追得也快。

忽然，我被一块石头绊倒
了。那人追上了我，喘着气说：

“跑啥跑，不就是给你要根儿雪糕
吗？”这时，我才听出是表哥的声
音，不好意思地揉着摔疼的屁
股，把雪糕给了表哥一根，俩人
吃着雪糕回家了。

辅导老师：李伟锋

走夜路

“跟你说过多少次”，这句话
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说
过第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一
句话循环往复听多了，就变成了
唠叨，孩子已经听烦了，父母还
浑然不觉。

之前看到一位妈妈们留言：
“三寸之舌，磨成了两寸，孩子却
一句没听进去。”为什么听不进
去？在心理学上，这叫作“妈妈
的聋子”。在《孩子：挑战》一书
中，有一个妈妈与孩子产生冲突
的案例。不管孩子在做什么，妈
妈总是在耳边喋喋不休：“跟你说
多少次了，跑的时候慢一点。”

“不许玩游戏了，你现在应该去睡
觉。”“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饭
前必须洗手。”孩子觉得这些交谈
很无聊，并且很快对妈妈的说教
产生了免疫，成了一个“妈妈的
聋子”。

很多父母和老师都说过孩子
“不听我的话”，而他们却继续采
用这个方式，其实都是在白费力
气。有时候即使孩子什么都不
说，他仍然在反抗，直接对着干
和恶作剧就是孩子最常用的方
法。这样的现象如果不及时调
整，孩子长大后会反感所有跟他
讲道理的人，变得没有耐心听别
人说话。

“跟你说过多少次”这句话一
开口，就带着深深的责备和不信
任。教育孩子的时候，说的人和
听的人，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

父母在提醒、责备孩子的时候，
心理基础是：你是我的孩子，我
再怎么说你都是为了你好，我心
里仍然是爱你的。所以潜意识
里，这些唠叨和指责都是舒服
的、理所应当的，是一种爱的表
达，生活的烟火气不就是这些琐
碎小事嘛。可是孩子不一样，他
们天然就是缺乏安全感的，需要
一遍遍通过父母的言行举止来确
认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当他总
是听到“跟你说过多少次”这类
责备的话，只会在心里强化一种
感受：妈妈不信任我，我什么都
做不好……

下一次，当孩子犯错或者没
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时，不妨从听
者的角度换一种表达方式。跟你
说过多少次了，睡觉前要刷牙！
改成：想要保护好牙齿，我们应
该怎么办呢？跟你说过多少次
了，把手机收起来，赶紧写作
业！改成：你想在七点前写完作
业，你打算怎么安排时间呢？
后者的感受就是：开心，有被
尊重的感觉。你会慢慢发现，
孩子变得听话了，每个问题都
认真在想怎么办，自信心会随
着独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
提高而增强，内心变强大。

没有人喜欢喋喋不休的责
备，一句肯定、赞赏、尊重的
话会像春风一般让孩子感到温
暖。

据深度育儿

别把说教当教育

1月11日，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分包贫困生送去慰
问品。 郑小红 摄

1月9日，漯河二中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基本功考核。 宋兆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