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2023 年 12 月 28 日，人
民路小学开展“铁路沿线冬季
防火”宣传教育。 陈昱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郾
城区龙湖学校举办书法艺术节
暨“多彩社团”成果展。刘 岩

●2023 年 12 月 29 日，郾
城区西南街小学组织教师举行
读书分享交流活动。 马 冲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召
陵区实验小学幼儿园小班举行
小剧场汇演活动。 李文姣

●2023 年 12 月 29 日，郾
城区许洼小学举办教职工趣味
运动会。 于江珊

●2023 年 12 月 28 日，太
行山路小学举行第二届“悦

动”体育节。 田向阳
●近日，郾城区东街小学

举办经典诵读活动。 赵世杰
●近日，源汇区受降路小

学开展珠心算展示评比活动。
宛 军

●近日，郾城三中举行精
彩大课间展示与评比活动。

张甜甜
●近日，市第二实验小学

举行教职工体育比赛。 蔡贺蝶
●近日，漯河实验高中组

织教师开展“暖心家访”活
动。 董亚辉

●近日，源汇区空冢郭镇
中组织各班召开安全教育主题
班会。 刘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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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2023 年河南省普通中小学优

质课教学比赛结果揭晓。郾城区初级实
验中学教师李芷娴执教的 《倡导低碳生
活》 巧妙地将思维方法训练与创意表达
相融合，获得河南省普通中小学初中语
文优质课一等奖。

2014年，李芷娴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2016年进入郾城区初级实验中学工作。她
把“脚踏实地，大胆创新”作为座右铭，
以做一名优秀教师为终身奋斗目标，在勤
于学习、读写不辍中苦练内功，在教学中
不断超越自我，多次荣获市级优质课一等
奖，逐渐成长为河南省骨干教师。

作为青年教师，李芷娴善于自我反
思、总结经验，在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的同
时，还努力向反思型教师、研究型教师发

展。她重视提高自己的教育科研能力，积
极参加学校教研室组织的每一次教研活
动，把握教学重难点，思考如何激发学生
兴趣。为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直观的认
识，备课时，她认真研究、积极查阅资料，
以学生为中心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在
课堂上动起来，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教育教学中，李芷娴坚持用爱做教
育，听学生的心声，做他们的知音，从多
个角度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进步点，并适
时进行鼓励、督促。对知识接受较慢的学
生，她适当调整任务完成时间，让他们既
能挑战自我，又培养了学习兴趣。授课
时，她重思维、讲方法、强调习惯养
成。对语文教学中的重点——作文写作的
教学，她注重读写结合，在培养学生表
达能力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

批改和讲评时，她对学生在习作中流露
出来的闪光点给予表扬，鼓励他们追求
更高的思想境界；对学生在作文中表现
出来的不正确的观点和不健康的情趣，
及时通过评语、当面批改等方式予以纠
正。

除了日常教学，李芷娴还和学校几名
老师一起成立了扬帆文学社团，创办校
报，引导学生抒发真情实感、关注自我成
长。平时，她留心观察学生的生活与思
想，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恰当地设计训
练题，让他们写出心中所思所想，充分表
达自己的感情，不断提升写作水平。

李芷娴表示，她将始终怀着一颗初
心，保持教师本色，不断探索、不断总
结、不断充实提高自我，用爱奏响学生心
灵的乐章。

躬耕不辍 匠心育人
——记河南省骨干教师、郾城区初级实验中学教师李芷娴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慧
莹） 2023 年 12 月 27 日晚，

“我和书的故事”征文活动颁
奖晚会在郾城中学举行。

这次征文活动历时 8 个
月，全市有近 200 名女性参
加。经初筛、初评、复评和终
评后，专家评审组最终评选出
获奖作品39篇。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漯河

市巾帼志愿者协会联袂郾城区
作家协会举办，旨在强化女
性读书对构建书香家庭的积
极引领作用，鼓励全市女性
终身与书为伴，养成爱读
书、勤动笔的良好习惯，激
励女性用文字记录多姿多彩
生活、讲好身边感人故事，
提高女性综合文化素养，让
书香赋能漯河。

“我和书的故事”
征文活动颁奖晚会举行

■市实验小学三（2）班
张子涛

姥姥家的小院是一个“百
花园”，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
花草树木，有牡丹、月季、铁
线莲、百合、茉莉、菊花、金
银花，还有桂花树、石榴树、
葡萄树，好不热闹。

春天，经历了寒冬，花草
树木都开始舒展自己的身
体。树木抽出新枝芽，长出
嫩绿的叶子。牡丹花绽放出
娇嫩欲滴的花朵，美得不可
方物。

夏天，院子里就像开派对
一样热闹。月季开出了五颜六
色的花朵，红的像小灯笼，粉
的像小姑娘的脸蛋，黄的像金
灿灿的小太阳。金银花墨绿色
的叶子爬满院墙，开出的花朵
像一个个小喇叭，神气极了。
金银花还是一种药材，泡水喝
对身体有益处。这些花朵散发
出来的香味，吸引了几只辛勤

的小蜜蜂来采花蜜。妈妈说，
蜜蜂采蜜，不仅能够帮助植物
繁衍后代，还能保持植物多样
性。到了晚上，知了在树上开始
歌唱。听着听着，我就进入了梦
乡。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串
串晶莹剔透、像紫水晶一样的
葡萄，引得我口水直流；一个
个笑开嘴的石榴挂在枝头等着
我们去采摘。我和姥姥会把摘
下来的葡萄、石榴送给邻居和朋
友们品尝。

到了冬天，小院里一下子
安静了许多，很多植物掉光了
身上的叶子，小昆虫也不见
了，它们是不是都睡觉了？一
场大雪，让小院里的花草树木
都穿上了白色的棉袄。雪后的
小院成了我和哥哥玩雪的快乐
天地，我们打雪仗、堆雪人，
玩得不亦乐乎。

姥姥家的小院真美啊！
指导老师：王向丽

姥姥家的小院

■ 市第二实验小学四
（1）班 郑琪武

早就听说套大鹅很好玩，
临颍的霜降会上就有很多这样
的摊位。

这天一大早，我和爸爸就
来到了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
会场。只见摊位上琳琅满目的
商品“一”字摆开，看得我眼
花缭乱。我们随着人群边走边
看，来到了套大鹅的摊位前。

“嘎嘎、嘎嘎”的叫声让我不
由 得 想 起 骆 宾 王 写 的 诗 ：

“ 鹅 ， 鹅 ， 鹅 ， 曲 项 向 天
歌……”你瞧，大鹅们雄赳
赳、气昂昂，好像大腹便便的

“将军”大摇大摆地在铁围栏
里踱着步子。旁边一个大叔瞄
好一只大白鹅，扔出手中的
圈。真可惜，他没套中。鹅们
一点儿都不惊慌，依旧悠闲地
在围栏里转来转去。一个哥哥
动作迅速，左手递圈，右手出
圈，一个圈落到了鹅的背部，
一个圈碰到了鹅的颈部，一个
圈和鹅头来了个擦边……眼看
圈就要丢完了，忽地，一只鹅
光荣地被戴上了项圈，他套中
了！人群一阵欢腾，大家向他
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我已经急不可待。爸爸买
来了圈，让我先套。我心里激
动极了，可再看看围栏中的鹅
一点儿没有“束手就擒”的意
思，突然又紧张起来。我右手
握住圈，探出身子，把胳膊尽
量伸长，瞄准一只鹅，出圈。
可圈却像不听话的孩子，从鹅
的翅膀滑落下去。没关系，继
续套。圈从我手中一个一个飞
出，而鹅们似乎已身经百战，
一缩脖，一偏头，轻松躲过一
个个圈。

最终我一无所获，只能悻
悻而归。

指导老师：胡 丹

套大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岁月无声的
轮回中，我担任班主任已经二十几个春
秋。回望这么多年的时光，点点滴滴纠结
于心，其中有收获与成功的喜悦，也有失
意与受挫的沮丧，但更多的是孩子们带给
我的感动与自豪。我教给孩子们知识与做
人的道理，他们也让我懂得了爱才是教育
的灵魂。

师爱是催生百花的春风，是抚慰心灵
的阳光，是滋长希望的土壤。作为一名班

主任，如何用心去爱学生，并孕育出教育
的累累硕果，需要班主任在实践中进行更
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我的班上有几个小男孩上课爱做小动
作、说悄悄话。一次上课，我像往常一
样让大家课前朗读课文，而他们却一直
在做小动作。为了不让他们影响其他同
学，我站到了他们的身边。其中一个调
皮的学生没有带课本，于是我便将我的
课本放在了他的面前，同时用手指着课

文跟他一起朗读。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他试图跟着我读，但因为之前没有认真
听讲所以无法跟上其他同学的节奏。我
明白他已经尽力，朗读结束便立即点名
表扬了他。我发现他的神情中露出了少
有的羞涩，也看得出他心里是十分高兴
的。一整节课，他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听
讲，让我感触颇深。

这件事以后，他的每一点进步我都会
给予表扬，并给他展示的机会。他渐渐改

掉了以前的毛病，成为一个遵守纪律、认
真听讲的学生。我让全班同学向他学习，
同学们都心悦诚服地为他鼓掌。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表扬，每一个孩子
都渴望得到肯定与鼓励。也许你一句微不
足道的表扬、一个肯定的眼神就会成为照
亮他内心的阳光！让我们用无微不至的师
爱呵护着他们生命中的光，那些光总有一
天会变成满天的星星。

市实验小学 王 慧

让每个孩子都发光

大人也会犯错，承认犯错是被原谅的
开始。

有位网友分享：小时候奶奶放柜子里
的100块钱丢了，我爸非说是我偷的，让
我在石子上跪着，拿柳条抽我。后来我奶
在衣服兜里找到了那100块钱，但也没人
给我道歉。那年我七岁，感觉我可以记很
久很久……

底下的评论有一条很戳人心：就算现
在你跟父亲说这件事，父亲也会说：这么
点儿小事你记这么久啊？我就是做错了，
你还能打回来呀？所以，遇到这样的家
长，我们只能告诫自己，长大以后别成为

这样的家长。
这类父母强势，也不把孩子当作独立

的个体。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绝不
承认自己做错了，反而会指责孩子得理不
饶人，跟自己的父母斤斤计较。这反倒让
孩子不知所措，并自我攻击起来：“一定是
我 哪 里 不 够 好 ， 一 定 是 我 哪 里 做 错
了……”道歉并不等于“我不好”，而是

“不要害怕犯错”。犯错没关系，认识到错
误改过来就好。

就事论事，不“贴标签”。
“贴标签”是一种变相的暴力。“笨死

了”“不长记性”“你怎么总是这样”，负面

评价传递出来的意思是：你总是这样，你
就没做对过，你好不了了……这让犯错的
人看不到事情的本质，而是一而再再而三
被标签内容所针对，人格受到攻击，让人
产生自卑心理。当孩子犯错误时，家长应
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引导孩子思考：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

承担责任，积极解决，用行动改变。
正如《正面管教》里提到的：在没有

指责或羞辱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承担起自
己的责任之后，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容
易多了。

孩子把花盆摔碎了：“我去搬花盆，可
是我力气没那么大……”“花盆下面有
水，我不想让水滴到地板上，只顾看花盆
没看路……”确保孩子没受伤，一起收拾
一下残局，再结伴去逛个市场重新买一个
就好。

遇事不指责，有事一起扛，拥有松弛
感，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相处模式。

允许自己犯错，也允许自己的孩子
犯错，提高家庭的容错率。让家成为一
个充满爱的地方，才更有利于孩子成
长。

据深度育儿

允许孩子犯错

1月1日上午，2024漯河市“贺岁·体彩杯”小学足球邀请赛在宇华实验学校举
行。本次比赛由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联合主办，市实验小学承办，漯河体彩冠名
支持，有周口市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足球队、临颍县南街小学足球队、市实验小学
足球队等11支队伍参赛。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2023年12月28日，市第二实验小学举办“诵经典”节
目展演。 孟丽平 摄

2023 年 12 月 28 日，郾城区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志愿者走进郾城小
学，开展“小手拉大手 垃圾分类进校园”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近日，源汇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第二届“水滴币”兑换活动。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教师教师随笔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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