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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以身作则，因为我
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具有潜移
默化的影响。”7 月 15 日，经
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教师赛
晓瑞在学校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班主任管理一个班级需要
借助所有任课老师的力量和智
慧，形成一股合力，才能使班
集体蒸蒸日上。”赛晓瑞说，凡
是要求学生做到的她先做到，
让学生感受到班主任也是集体
的一员，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看到教室的桌子歪了，我
会马上摆正；看到教室地脏了，
我就扫一扫……”赛晓瑞说，这
种“无声胜有声”的教育方式让
学生学着老师的样子整理课桌、
擦拭讲台、捡纸屑，学生关心集
体的思想慢慢就形成了。

“学生年龄越小，对老师的
依赖越强。”赛晓瑞说。她心中

有一杆秤，如果偏爱一部分学
生，冷落另一部分学生，教育
就会大打折扣，老师在学生心
中的形象就树立不起来了。

作为班主任，赛晓瑞善于发

现每个学生身上的优点。在她的
班级，每个孩子都得到了公平对
待，不少家长都和她相处得如朋
友。“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老
师要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赛

晓瑞说。在教学中，她关心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肯定学生在成长
过程中取得的进步。

15年的教学生涯让赛晓瑞
感受到爱学生就要打开学生的
心门，让学生主动与你交流。
在规范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她
始终坚持容易的事情尽量让学
生去做，班干部能做好的班主
任不插手，学生能做好的班干
部不插手。

作为语文老师，她认为，
老师热爱阅读才能影响学生，
学生只有阅读更多的书籍才能
爱上语文课。

赛晓瑞充分发挥班级“乐
读吧”的作用，教室里处处可
见孩子们读书的身影。从2020
年 9 月开始，赛晓瑞除了带领
学生读教材推荐阅读的书籍，
还把自己读到的好书带进教
室，并且鼓励学生把好书带到
学校，充实“乐读吧”。

学生李皓宇在漯河市第 29

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
动演讲比赛中，荣获小学组三
等奖，被评为漯河市2022年第
四季度“新时代好少年”。学生
吕昱佳在学校举行的“讲许慎
故事 学汉字文化”活动中获一
等奖。

每天早晨，赛晓瑞都是第一
个到教室，在黑板的最左侧写上
名人名言、各种金句等，最后
再配上简笔画，这样学生每天
一进教室就能看到这些图文并
茂、正能量满满的句子。“班里
学生特别喜欢这种方式，他们
都有一个摘抄本，一学期下来
能积累不少好句好段。”赛晓瑞
说。

从教 15年来，赛晓瑞凭着
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情，在三尺
讲台上辛勤耕耘，赢得了学生、
家长以及同事的好评。赛晓瑞因
教学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
2022年漯河市思政课名师、漯
河市优秀社区教育志愿者等。

赛晓瑞：以身作则 引领成长

近日，2024 年“龙狮少
年”庆六一·全国少儿龙狮大
赛评审结果揭晓。郾城高中舞
狮社选送的《群狮闹春》《高三
送考伴童梦，六一舞狮庆欢
颜》 两个节目分别荣获一等
奖、二等奖。

郾城高中舞狮社作为河南
省首届优秀社团之一，一直秉
持特色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理
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群狮闹春》节目

以其独特的创意和精彩的表
演，赢得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
评。《高三送考伴童梦，六一舞
狮庆欢颜》节目以鲜明的主题
和感人的情节打动每一位观众
和评委。

郾城高中舞狮社作为该校
特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得
到学校的大力扶持。郾城高中
将不断探索和创新教育方式和
方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李松涛

郾城高中舞狮社

荣获全国大赛双奖

■谢迎莹
校园安全是新时代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保障，是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夯实和谐、文明校园建设
的基础，如何通过教育教学实践
增进学生对潜在危险的认知，增
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防
范能力呢？

建设校园文化
营造安全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是反映校风校
貌的窗口。校园文化作为环境育
人的重要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
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安全教育的
和谐氛围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
有效途径。学校通过张贴教育海
报、黑板报展示、橱窗宣传等方
式，增强学生对安全知识的视觉
记忆；通过校园广播电视台、校
园电子屏、“星”舞台等宣传，
增强学生对安全知识的听觉记
忆。

实践中，我发现学校建设的
“金桥”红领巾消防体验站在校
园安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消防角主题墙、常见消防
服装（器材）展示、消防安全知
识翻板游戏、消防安全知识快车
四个区域的展示，不仅美化校园

环境，还营造了浓厚的安全教育
氛围。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实物
展示上消防安全课、开展形式多
样的安全主题教育活动。每月消
防员到学校为学生上消防体验
课。消防员围绕校园火灾特点和
危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
讲解怎样发现和消除身边的火灾
隐患、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
话、如何正确逃生自救等消防安
全知识，并重点叮嘱日常生活中
安全用火、用电，避免火灾的发
生。两周一次的红领巾讲解员宣
讲活动，打造校门口的消防安全
宣传角，将消防安全知识融入师
生学习和生活，使大家在潜移默
化中学习，达到“小阵地大宣
传”的效果。

每天早上7点40分，班主任
带领学生将安全知识排练成小
品、快板、课本剧等，在学校

“星”舞台展演，既让学生了解
最新的安全信息，又在编排、展
演中创新了教育模式，增强了学
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了浓厚
的安全教育氛围。

构建课程体系
增强安全意识

将安全教育课程化有助于教
师系统性地整合安全知识，使学生
在不同的阶段学到连贯的安全知

识。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
构建了多个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1530”安全教育课程，针
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和
气候变化等，在不同年级设置不
同的安全教育内容，并将安全教
育内容通过“三时段”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每天放学前1分钟
进行安全提醒，每周放学前5分
钟进行安全小结，节假日放假前
30分钟举办专题安全讲座，从而
实现全过程安全教育，进一步增
强师生安全意识。

开设“3+N”安全教育课
程，能有效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一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
规律，在低、中、高三个阶段，
设置“N”个安全教育内容。如
防溺水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食品安全教育、科学用眼教
育、交通安全教育等数十项安全
教育内容。二是根据低、中、高
三个阶段的学生认知规律设置不
同程度的安全教育目标。如交通
安全教育。给低年级学生讲如何
安全过马路、识别交通信号灯和
交通标志；针对中年级学生，强
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注意哪
些事项；针对高年级学生，重在
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指导
学生在使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时
要注意哪些事项。总之，低年级
段重在对安全教育的理解和认

识；中年级段重在培养安全意
识；高年级段侧重安全行为的养
成、安全责任感的培养。

特色项目化实践
提升安全能力

项目化学习注重知行合一，
强调学习与生活的联系。在项目
化实践中先向学生提出和生活相
关、有挑战性、比较复杂的安全
问题，让学生去探究，利用所学
的知识和经验完成学习任务，最
终达到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在发
现问题中创造、在解决问题中提
升。如我们通过“项目设计、建
设管理、成果展示、评价反思”
四个环节，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
的安全隐患，梳理出安全隐患产
生的原因，制订解决问题的方案
进而操作实施。如“交通安全项
目化学习实践”：我校周边居民
楼较多，上下学时间段容易出现
交通拥堵，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
隐患。就这一问题，组织高年级
学生撰写一份针对学校周边交通
拥堵的调查报告，包括人流量、
车流量、事故起数和潜在风险点
等，随后基于调查结果，师生集
思广益提出解决方案，并发挥家
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在育人过程
中的协同作用，借助城管、交警
等力量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教

师带领学生设计交通安全宣传海
报，举办“星”舞台节目展演、

“小手拉大手”家校活动等，向
全校师生、家长宣传如何规范停
放车辆、怎样安全出行等，进而
消除校园周边交通拥堵造成的安
全隐患。诸如此类，多个安全项
目实践，多元教育方式融合，让
学生在理解中掌握安全知识，在
实践中增强安全意识，在项目化
学习合作中解决实际问题，从而
形成可迁移的思维方式，共同为
孩子营造安全成长的环境。

总之，随着社会多元化发
展，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提
升学生自我保护能力，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已成为学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探索与实
践发现：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身心发展需要，将安全教育与
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营造浓
厚的安全教育氛围；将安全教育
课程化，为学生构建系统的学习
框架和知识结构；将安全教育项
目化，开展实践活动……能增强
学生的安全意识，促使学生将知
识转化为能力，进而为学生的安
全健康成长助力赋能。

——本文系2023年漯河市
安全教育研究项目《学生安全意
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研究》
（LHKT2023008）成果

（作者单位：漯河市实验小学）

校园安全教育的探索实践

近日，市六院 （市心血管
病医院） 心内科团队成功为一
名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行心内
电生理检查及经导管心脏射频
消融术，帮助患者消除反复心
慌的症状，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心脏射频消融术现已在市

六院常规开展，让全市广大心
律失常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得
到及时有效救治，不必再舍近
求远，大大减轻了患者就医负
担。据该院心内科专家介绍，
房颤的患病率及发病率均随年
龄增长逐步增加，各年龄段男

性均高于女性。房颤对于患者
的生命健康有着重大的威胁，
研究显示房颤导致男性全因死
亡率增加 1.5 倍、女性增加 2
倍。房颤导致患者死亡主要原
因是进行性心力衰竭 （心衰）、
心脏骤停及脑卒中。

随着技术的进步，射频消
融术已经成为治疗房颤的主要
手段。你可能听说过治疗房颤
就是给心脏“电”一下，其实
这是射频消融的过程。射频消
融是通过血管穿刺，将电极导
管送到心脏腔内特定部位，寻
找心脏的异常传导路径或者异
位起搏点的位置，通过放电进
行消融。也可理解为，房颤就

是心房里多了很多混乱信号，
射频消融就是对这些混乱信号
进行修理的过程。

射频消融术后，患者必须
按照医嘱卧床静养，静脉穿刺
处沙袋压迫6小时，动脉穿刺处
沙袋压迫 8～12 小时，并限制
肢体活动，注意观察是否出
血；卧床期间给予易消化饮食。
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密切观察心率
和心律情况，如有不适及时向医
生汇报，必要时做心电图、心脏
超声和胸片等检查；如果术后有
心动过速再次发作的感觉，但并
未真正发作，不需要特殊治疗；
术后一般 1周后可恢复正常活
动；出院后如有复发，应及时就
近记录心电图，并与手术医生取
得联系，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射频消融术后需要抗凝治疗，一
般需要服用1～3个月的抗凝药
物，具体视患者的心律、年龄和
全身情况而定。其他辅助药物的
应用遵照医嘱。

市六院提供

了解心脏射频消融术

郏战涛，漯河市六院（市心血
管病医院） 心血管内科一病区主
任，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与康
复学会河南漯河联盟第一届委员。
他先后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进修，擅长冠心病和各
种原因所致的急慢性心力衰竭、心
肌炎、心肌病、心律失常、高血压
病、高脂血症及老年病的诊治，在
急危重症抢救、各种穿刺操作技
术、继发性高血压筛查、冠心病的
诊治及介入治疗、心律失常的诊治
及起搏器置入、射频消融术等方面
具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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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是一
种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主
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
不足，外周组织对胰岛素不敏感
引起的糖代谢紊乱以及脂肪、蛋
白质代谢紊乱。临床上以高血糖
为主要特点。

糖尿病的典型病例可以出
现“三多一减”症状 （多饮、
多食、多尿和体重减轻）。除此
以外，还可以出现皮肤干燥和瘙
痒、饥饿感、视力下降、视物不
清、经常感到疲倦等。糖尿病分
为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妊

娠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其
中2型糖尿病、1型糖尿病和妊
娠糖尿病是临床的常见类型。

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脂肪、
蛋白质代谢异常，长期高血糖
可引起多种器官，尤其是眼、
心、血管、肾、神经损害或器
官功能不全或衰竭，导致残废
或者过早死亡。糖尿病常见并
发症包括卒中、心肌梗死、视
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
病足等。

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
疾病的危险性较同年龄、同性

别的非糖尿病人群高出 2～4
倍，并使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年
龄提前，病情更严重；糖尿病
患者常伴有高血压和血脂异
常；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导致
成年人群失明的主要原因；糖
尿病肾病是造成肾
功能衰竭的常见原
因之一；糖尿病足
严重者可导致截肢。

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有助于控制血糖
水平、减少糖尿病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

1.定期监测血糖：开展自我
血糖监测有助于控制血糖，调整
治疗方案。应在医生建议下进行
监测。

2. 注重饮食调节：平衡膳
食，少量多餐；限制脂肪摄入
量；适量选择优质蛋白；减少单
糖和双糖食物；高膳食纤维饮
食。

3.足部检查和护理：糖尿病
足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和治疗费
用最高的慢性并发症之一，治

疗非常困难，患者除了定期复
诊时检查足部外，在家也应做
好足部护理。

4.科学服药：严格按照医嘱
规定的时间和剂量服用药物，随
意服用可能导致药物作用不能有
效发挥、低血糖或者不良反应增
加等。不得随意更换药物。

5.健康运动：规律运动可以
直接降低血糖值；增强体内胰岛
素的敏感性，改善血糖控制。

召陵区疾控中心提供

糖尿病防治的基本知识

7月 14日，由河南省医师
协会承办的2024年河南省医师
协会手外科医师分会年会在郑
州圆满落幕。市骨科医院（漯
河医专二附院、漯河市立医
院）手显微外科主任医师李俊
明在大会上作学术发言。

当天上午，李俊明以《改
良大多角骨切除关节成形治疗
中晚期拇指腕掌关节炎》 为
题，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

当天下午，在2024年河南

省医师协会手外科医师分会年
会科普大赛上，市骨科医院副
主任医师代彭威、护师李丹、
护士贾炜炜经过激烈角逐，荣
获二等奖。他们以《腕管综合
征》为题，对如何预防腕管综
合征等进行了讲解。

河南省医师协会手外科医
师分会是手外科专业技术交流
的平台，本次学术交流会邀请
国内著名专家教授莅临讲学。

刘 旭 袁锦钰

河南省医师协会手外科医师分会年会召开

市骨科医院作交流发言

小宝平时是个乖孩子，可
是最近妈妈发现他总是眨眼、
吸鼻、噘嘴、清嗓子、怪叫、
发 “ 吭 吭 ” 声 、 摇 头 、 仰
头……有的家长认为这是“毛
病”，自己控制一下就好了。时
间长了，她发现小宝这些怪异
行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
越严重。去医院就诊后才知道
这是病——抽动症。

抽动症是以不自主的、反
复的、快速的一个或多个部位
运动抽动、发声抽动为主要特
征的一种复杂型慢性神经精神
障碍，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
一种常见心理疾病。

抽动症的表现有哪些？
1. 起病年龄在 2 岁至 21

岁，以5岁至10岁最多见，10
岁至12岁最严重，男性明显多
于女性。

2.运动抽动症状：这类孩
子的头和面部、颈肩、躯干及
四肢肌肉出现不自主、突发、

快速收缩运动。表现为眨眼、
努嘴、口角抽动、点头、甩
头、皱眉、扮鬼脸、歪脖、缩
颈、伸颈、耸肩、抬臂、挺腹
等。

3.发声抽动症状：这类孩
子受累及的呼吸肌、咽肌、
喉 肌 、 口 腔 肌 和 鼻 肌 的 抽
动，肌肉收缩通过鼻、口腔
和咽喉的气流发声。表现为
清 嗓 子 、 干 咳 、 犬 吠 样 吼
叫 、 嗅 鼻 、 重 复 别 人 的 语
言、口出秽语等。

4. 部分伴有较多的行为和
精神异常：如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学习困难、强迫障碍、睡
眠障碍、情绪障碍、自伤行为
以及品行障碍等。

5.特征：所有形式的抽动
都可因应激、焦虑、疲劳、兴
奋、发热而加重，都可因放
松、全身心投入某事而减轻。
睡眠时可消失。

漯河市中心医院 王 楠

孩子“抽动”勿小觑
不是“毛病”而是病

教育教育快讯快讯

健康提醒提醒

健康资讯资讯

近期，不少地方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暑假期间，青少年儿童应
该如何科学运动？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曾赛珍说，青少年儿童在三伏时
节户外运动可选择早晚相对凉爽的时段，运动时间不宜过长，一般
以锻炼30分钟到1小时为宜，锻炼过程中保证水的摄入，以免出汗
过多、体温过高，引起脱水、中暑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