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已至，经过一学期紧
张学习的孩子们开始享受快乐
假期。但暑期“快乐放松时
光 ” 往 往 是 “ 意 外 高 发 时
段”。家庭、学校、社会要多
方紧密联手，为孩子们织好安
全网、绑牢“安全带”。

孩子在社交领域面临新的
安全风险。通过交友软件结交网
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与志
同道合的“驴友”一起探秘小众

“野景区”、参加一场刺激的主题
聚会……这些对涉世不深的青
少年充满了诱惑，也可能使孩子
在这些活动中遭受侵害。家长必
须高度警惕、清晰判断，有效
应对。 新华社发

警惕暑期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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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7月
13日上午，漯河小学解放路校区
揭牌成立。

为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让
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与优质的教
育环境中茁壮成长，市第四实验
小学加入漯河小学教育集团（紧
密型），正式挂牌成为漯河小学解
放路校区。

漯河小学解放路校区位于市
区解放路与双汇路交叉口北20米

路西，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45
名学生。一年级计划招生两个标
准班，二至六年级计划每个年级
招生一个标准班。面向漯河市域
自主招生，不受户籍和片区限
制。

两校区实施教师轮岗交流机
制，通过文化共育、资源共育、
师资共培、教研共融打通界限，
协同发展，实现一年打基础、两
年树品牌、三年成名校的目标。

漯河小学
解放路校区揭牌成立

7月8日至15日，漯河实验
高中举办2024年党员干部素质
能力提升培训班，重温红色历
史，系统学习党的纪律，加强党
性修养。

培训期间举办了三场课堂专

题讲座。学员们深入学习了南水
北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及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大家还前往彭雪枫将军纪念
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展览馆、

内乡县衙、花洲书院、“编外雷
锋团”红色教育基地等参观学
习，共同追寻先贤精神足迹，追
忆革命先辈的红色岁月，进一步
领悟南水北调精神内涵。

董亚辉

漯河实验高中举办
党员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

7月12日上午，市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杨利红一行13人走进市实
验小学，开展第五期“书香漯河·委员伴读”活动。

李娜娜 摄

■郾城区实验小学 三 （6）
班 林园果

“1234567”是 7 个小音符。
它们组合在一起不仅能演奏出美
妙的乐曲，还经常参加全国各地
的演奏比赛，获得过很多奖项。

放暑假了，看着身边的小朋
友一个一个地在父母的陪同下开
心旅行去了，“1”心想：世界这
么大，我也去看看。于是它偷偷
离开了6个小伙伴，来了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刚来到森林里，它就听到了
一阵阵悦耳的演奏声。循声而
去，原来是森林里正在举行一年
一度的演奏比赛。它来到现场
时，小猴正在全神贯注地演奏
《大香蕉》，优美动听的乐曲在森
林里回荡。“1”听得入了迷，心
想我曾获得过很多荣誉，去参加
演奏比赛说不定能拿冠军呢！于
是它便来到了主持人狮子的身
边，要求参加比赛。狮子拿起话
筒大声说：“下面有请我们的新朋

友‘1’带来的《上春山》。”狮子
话音刚落，“1”就开始深情地演
奏。“1”“1”“1”“1”……还没
演奏一会儿，下面就骚动了起
来。小羊说：“这什么曲子？就一
个音，难听死了！”山雀说：“快
让他停吧，听得我想吐……”老
虎也大吼一声：“哪来的怪物？别
在这发出噪音了，赶快走吧！”

“1”红着脸，愣在了那里。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说？有这么
难听吗？以前我和其他6个小伙
伴一起演奏还获得过国际大奖
呢！”“1”纳闷地说。这时，百
灵鸟走了过来，问了“1”的情
况后，笑着拍了拍“1”的肩膀
说：“你和其他6个小伙伴不能分
开。只有你们7个在一起才能演
奏出优美动听的旋律。你赶快回
去吧，估计你的小伙伴正着急地
找你呢。”

“1”听了百灵鸟的话，赶紧
又回到了小伙伴的身边。

指导老师：赵灵歌

音符“1”的旅行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她是老师，也像妈妈，更像

是学生的“心灵导师”。从教二
十余年，她坚守心理健康教育一
线，开发了 《愉快接纳别人》
《开启生涯之旅》 等校本课程，
致力培养青少年积极向上的心理
品质。她就是漯河五高心理健康
教师闫无非。

闫无非全面负责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每学年带一个年级的心
理健康课程。策划具有不同意义
的心理团体活动是她的日常工作
之一。闫无非经常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心理团体活动，如心理专
题讲座、心理游园会、心理知识
辩论赛等，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及时化解部分学生困惑，愉悦学
生的身心，从而预防学生心理问
题的发生。

对待学生的诉求，无论何
时，闫无非总能及时回应。一
天晚上10点，一名有自残行为
的学生通过学校线上心理辅导
系统联系了闫无非。在交谈
中，闫无非深入了解了这名学

生的成长经历。应学生要求，
闫无非制订了心理辅导和行为
训练方案，每周进行一次线上
辅导。经过几次辅导后，该学
生的状况明显好转，没有再发
生自残行为。

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具有针
对性、多样性和实用性。2004
年，漯河五高成立心理辅导中
心。为了胜任心理健康教育这份
工作，闫无非边工作边学习。
2008年至2018年，她先后到北

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深造，不
断增强业务能力。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闫无非围绕德、智、体、
美、劳融合统领课程育人目标，
将大思政理念贯穿到心理健康教
育全过程，把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提
高学生对理想信念、人生价值、
生命意义、豁达胸怀、高尚情操
的认识。

闫无非还带领团队攻坚克
难，主动探索建立学生分层实施
心理干预机制。根据心理测评和
多方访谈结果，她对纳入心理危
机预警库的学生按照严重程度分
别采取三级干预措施，建立动态
心理档案——对有一般心理危机
的学生，联合班主任通过一定
的心理支持与辅导，基本上能
正常学习和生活；对有严重心
理危机的学生，经过学校心理
评估小组的评估，认为其存在
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后，及时
联系家长到校进行沟通；对有
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分裂症并
已确诊及自杀未遂或有自杀倾

向的学生高度关注，及时采取
针对性更强的干预措施。

2017年，闫无非被市妇联
聘为家庭教育讲师。她多次到舞
阳、郾城等地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用专业知识为迷茫中的孩子
解决心理问题。多年来，她还在
学校、社区、乡镇举办心理健康
知识公益讲座二十余场。闫无非
带领的漯河五高心理辅导中心
先后获得“漯河市优秀巾帼志
愿服务集体”“漯河市最美巾帼
文明岗”等荣誉。她本人也被
评为漯河市文明创建优秀教师
志愿者、漯河市家庭教育优秀
讲师。她讲授的 《愉快接纳别
人》《开启生涯之旅》等课程获
得市一等奖，编导的心理剧《镜
面人生》《恰似阳光遇暖阳》获
得省一等奖。

“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
如果有心理健康老师和他们并肩
前行，随时给予帮助，他们会更
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挑战。我愿意
像一束光，照亮学生前行的
路。”闫无非说。

倾听心语 守护成长
——记漯河五高心理健康教师闫无非

■王广玲
中小学班主任既教课又管理

班级，工作很忙，每学期对所有
学生都家访一遍确实很难。说心
里话，每次家访，我总是重点关
注班里的学优生和学困生，最后
才是中等生。

周五放学时，当我在班级内
公布了本周家访名单后，中等生
小红的脸上满是失望的表情。

放学后，她悄悄地来办公室
找我，试探着说：“老师，您也
去我家家访吧！”我听后没有多
想，只是随口答道：“好呀，那
就下一次吧！”可是，小红得到

我的回答后没有马上离开办公
室，仍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我
意识到小红可能有心事，就蹲下
来问：“你想让老师什么时候去
你家？”她答：“我想让您这个周
末就去。”望着这个默默无闻的
女孩子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我读
到了她满满的期待。“好吧。”我
答应了。

第二天，我重新规划了家访
路线和时间。通过与小红的深度
交流，我对她了解得更全面了，
也看到了她在学校外的另一面。
从此，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

事后，我思考了很多。每个

学生都是班级中的一员，教师应
该家访每个班级成员。这涉及教
师是否在践行平等、公正的教育
原则。“老师也去我家吧。”这个

“也”字道出了多少学生心中的
渴望呀。班主任必须思考：家访
的目的是什么？家访谁？怎样家
访？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好老师
的标准是什么？

那些“小太阳”固然令人喜
爱，但我们更要把特别的爱献给
那些被忽视的“小星星”，用爱
的眼光发现他们身上的潜能，让
他们也变得“亮晶晶”的。我们
要多些耐心，用多把尺子来衡量

学生，善于发掘每名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并且因材施教；我们要
把爱心献给每名学生，让每片云
彩都下雨，让每朵花都有盛开的
机会。

教师要善于倾听。小红期
待得到教师的关注，就找到了
我，并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尽
管那个声音弱弱的，但是我听
出了她的渴盼。每个人心中都
有获得他人认可的需求，特别
是表面文静而内心波涛汹涌的
学生。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理
解，这种需求是一个人对群体
归属的追求、对被群体抛弃的

恐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中，尊重的需求就很好地说明
了人对于群体认可的需求。

教师关注的眼神如柔柔的春
风温暖着学生的心灵，能够在学
生心中激起感情的涟漪。有时也
许是教师一个期待的眼神、一个
会心的微笑，即使“无声”也会
带来“胜有声”的效果。情感的
弦需要轻轻地拨。学生的家庭情
况不同，性格特点有差异，但他
们对爱和归属感的需求是一样
的。他们不仅需要别人的爱，而
且要学会爱别人，把自己的爱分
享给别人。接纳、理解、尊重和
沟通是学生的内心需求，我们要
研究、要倾听，进而帮助他们变
得更优秀。

有一种眼神叫期待，那是中
等生内心对公平教育的最大渴
望。

把爱献给每个学生

就事论事
不要否定孩子的价值

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
要区分对待，不能因为孩子犯
了一个错误而去否定他的价
值、羞辱他的自尊心。假如孩
子主动去欺负人、打人，我们
千万不要跟孩子吼：“你干嘛打
人？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做
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会
伤害到别人。”人格辱骂不仅不
能让孩子知道错在哪里，还会
伤害孩子的自尊，让孩子变得
自卑或暴力。

不要威胁孩子
爱是教育的前提

“ 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
了！”这句话相信很多父母都
说过，也是很多父母常用的教
育手段。其实，威胁不能使孩
子内心真正信服，可能还会破
坏孩子的安全感，让孩子觉得

“爸爸妈妈不爱我了”。久而久
之，孩子反而会变得胆小怯
懦，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所以

在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时，一
定要以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和安
全感为前提。你可以跟孩子
说：“妈妈爱你，而妈妈很生
气是因为你做了会伤害到别人
的事，这是不对的。”当孩子
确定你生气也是爱他的，他才
有勇气面对错误、接受批评。

不要想当然地指责
给孩子解释的机会

有时候孩子的“错”并不
是有意为之，可能是一时疏
忽，比如不小心碰倒了东西；
可能是能力不足，比如力气不
够，东西拿不稳掉地上了；也
可能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
比如孩子想跟你说话而你却忽
略了他。我们可以先问问孩子:

“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你这样做
是什么原因？”耐心听听孩子的
解释，了解前因后果，避免冤
枉孩子。弄清楚事情原委，了
解孩子真正的想法，才能让批
评教育更有针对性。作为父
母，不仅要教育孩子如何成
长，更要教会他们如何面对和
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情。

谷雨妈妈

忍不住想吼孩子
的时候怎么办

7月11日，河南省教育厅公
布了2023年度市县学生资助工作
绩效评价结果，我市在学前、义
教、中职、普高四个学段分评中
获得三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的
优异成绩，并以绝对高分再次斩
获全省综合评价第一名。自2020
年以来，我市已连续4年获得全
省前两名的佳绩。

近年来，市教育局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人民
至上、高位谋划、创新驱动、上
下联动，积极打造“漯河资助”
品牌，构建集多层次的资助主
体、多样化的资助形式以及多元
化的资助内容于一体的资助体
系，形成了“物质帮扶＋道德浸
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全链
条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完善了
资助宣传精心、资助对象精准、
资助流程精细、资金发放精确的

“四精”工作模式，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精
准资助、发展型资助和资助育人
深度融合，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
子人生出彩，积极融入漯河现代

化“三城”建设，为推动漯河教
育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2023年，我市共落实学生资
助补助资金1.31亿元，惠及学生
18.51万人次，为170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发放临时救助金 32万
元，为973名大学新生发放路费
60.75万元，为13568名大学生办
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4732亿
元，以优异成绩践行了“不让一
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的承诺。我市先后参与教育部
《国家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编制工作和全国学生资助中
心《中职学生资助政策评价》重
点课题，受到表扬；学生资助工
作在全省培训会议上作典型发
言；工作案例《漯河市建立资助
资金发放结果核查长效机制 把好
精准资助最后关》入选全省学生
资助工作创新案例 （全省共 6
篇）；两名中职学生资助案例被教
育部选定，其中一人的事迹在
《人民日报》刊登；省教育厅发来
贺信，对我市学生资助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杜 鑫

全省2023年度市县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
价结果公布

我市再次荣获第一名

学
员
们
在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展
览
馆
参
观
学
习
。

董
亚
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