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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见习记者 张 赢

“用爱和真诚对待学生，让他们相信
读书的力量，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从
教30多年，杨克真始终坚守这样的育人
初心。课堂上，她热情洋溢地传授知识，
用生动的语言引导学生探索未知的世界；

课堂外，她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带着微
笑和耐心倾听他们的每一个故事。在她的
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
得被珍视和悉心培养。

1993 年，杨克真从师范院校毕业
后，被分配到舞阳县莲花镇中心小学，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2022年5月，先后在舞

阳多所学校任教的她，到郾城区太行山路
小学任教。如今，她是太行山路小学三年
级的语文老师。教学地点不断在变，但杨
克真始终坚守潜心研学、匠心执教、倾心
育人的初心。

对待学生，杨克真严中有爱、爱中有
严，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家长喜欢的老
师。近日，杨克真收到一张手写的贺卡，
是她曾经教的学生星星寄来的。多年前，
因为家庭原因，星星情绪低落，经常独来
独往。杨克真不断地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给予她学习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心，引
导她正确看待外部环境变化，保持积极、
乐观心态。如今，星星已经小学毕业，经
常和杨克真进行沟通交流。

杨克真关爱学生的故事还有很多。她
始终用爱心滋润学生，尽自己最大所能帮
助学生。天气变化时，她提醒学生添减衣
物；学生遇到难题时，她不厌其烦地一遍
又一遍地讲解；学生考试成绩不好，她鼓
励、开导，缓解其焦虑情绪。她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全面成长，所执教的班级班风
正、学风浓。

教学上，杨克真倾力打造让学生喜欢
的语文课，力求启迪学生智慧，让学生掌
握学习语文的方法，让学生的听说读写能
力不断提升，获得较高的语文素养。杨克
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研究活动，申报了

《小学高年级语文“测读导写”教学模式
探究》《小学生习作素材积累策略的探
究》等多项省级课题研究。她的“小学语
文‘测读导写’教学模式”获得漯河市教
学教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作为优秀教学
模式进行推广。

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杨克真师
从全国特级教师武凤霞并跟班学习半年，
到“中原名师陈静工作室”学习。此外，
近年来，她还到周口、洛阳、南阳等地学
习。

杨克真还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在她的
指导下，多名青年教师获得漯河市优质课
一等奖。她还经常为其他小学的语文教师
讲观摩课，带动小学语文教学水平不断提
升。

杨克真深深懂得：阅读、反思、写
作、研究可以助推教师不断成长。数十年
的读讲研写中，她不仅记下了几十本读书
笔记，还写下了近百篇教学感悟、教学论
文、教学设计等。她还参编了校本课程
《特别的日子》和教学理论书籍《新课程
方法导读》。

近年来，杨克真先后获得河南省名
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学术带头
人、河南省最具成长力教师等荣誉，多次
获得漯河市优质课一等奖。2015年，《教
育时报》对她的教学事迹进行了报道。

从教30年 倾心育桃李
——记河南省名师、郾城区太行山路小学教师杨克真

杨克真。 太行山路小学供图

7月22日上午，源汇区受降路小学的师生走进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开展阅读分享
活动。 孙焕玲 摄

7月29日，漯河小学组织开展2024年双拥共建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图为学生在
漯河军分区国防教育展厅参观。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
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7
月22日早上，晨光微露，市实验
小学雅趣园内已经书声琅琅。该
校60多名孩子齐聚雅趣园下沉书
吧，和老师一起朗读国学经典
《大学》。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洁
春十分重视晨读活动，一大早就
来到校园。张洁春在活动启动仪
式上说：“孩子们，我们要始终保
持克服困难、向上向善的热情和
信心。经典书籍是我们汲取成长
力量的‘半亩方塘’。我们既要多
读经典书籍，传承文化、涵养品

格，也要读现代美文，面向未
来、启迪智慧。”

张洁春勉励孩子们与经典为
伴，健康成长。张丽娜老师带领
学生诵读《大学》第一篇。孩子
们声音洪亮、兴趣盎然。还有不
少家长跟着孩子一起认真诵读。

该校还为学生精选了10篇现
代美文。

据了解，市实验小学的暑期
公益晨读活动已经开展了两年，
都是在校园雅趣园内的下沉书吧
里进行，寓意孩子们要沉下心，
享受诵读经典的过程，让书香浸
润孩子心灵，让经典启迪人生智
慧。

李娜娜

市实验小学

组织开展暑期公益晨读

■源汇区柳江路小学
三（2）班 张怡博

有一天，妈妈带我去超市购
物。我非常开心，心想一定要把
喜欢的东西都买回来。

我和妈妈来到超市，看到货
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

我迅速跑到了玩具区。哇！
这里有我喜欢的儿童无人机、遥
控汽车以及各种样式的玩具枪。
我拿起遥控汽车，又拿起玩具
枪，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真想
把它们都带回家。

这时，妈妈走了过来。看我
抱了一堆玩具，她笑着说：“今天
允许你支配的零花钱是50元。”

什么？50元！这么“奢侈”！
我激动地跳了起来，心里开始算
账：遥控汽车35元，玩具枪30
元，加在一起超过了50元，呜呜
呜……最终，我选了玩具枪，剩
下20元打算买零食。

我拿着玩具枪来到零食区。
这里的零食琳琅满目，馋得我直
流口水。我选了一包 3 元的辣
条、一包6元的番茄味薯片和一
包11元的洽洽香瓜子。

我抱着“战利品”去找妈
妈：“妈妈，50 元全部分配完
毕。”妈妈算了一下，直夸我计划
得好。

指导老师：郭艳艳

■召陵区实验小学
二（2）班 孟思宇

夜晚，月亮挂在天空，星星
调皮地眨着眼睛。一间房子里，
断断续续地传出争吵的声音，原
来是摆在桌子上的文具在比谁的
功劳大。

又细又长的铅笔骄傲地说：
“我的功劳最大！主人每天拿着我
把字写得工工整整。如果没有
我，主人就不会得到老师的表
扬。”

橡皮摸着自己脏兮兮的脸，
小声嘀咕：“主人如果写错字了，
是我奋不顾身地把错字擦掉。虽
然我脏兮兮的，可是我的功劳可
不小。”

直尺挺了挺它又长又直的身
子，说：“语文老师让画自然段，

主人先把我拿出来。数学课上，
老师让同学们画圆形、画长方
形，主人还要把我拿出来，我的
功劳也很大！”

五颜六色的彩笔不服气地
说：“我的功劳不大吗？我可以画
出绿油油的草坪、蓝色的天空，
还可以画出红红的太阳。每次主
人拿我画画时都笑容满面，我的
功劳才大呢！”

这时，稳重的文具盒和颜悦
色地说：“每件文具都有自己的
特点。我们要齐心协力、互相配
合，共同帮助主人取得优异的成
绩。”其他文具听了，都点头称
赞，觉得文具盒说得有道理。

月亮越升越高。夜深了，这
些文具都进入了梦乡。

指导老师：王秀巧

■漯河小学四（9）班
赵宇轩

童年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
就是一件事。在我心里，很多叶
子已经枯萎，但有一片一直在发
着光，让我记忆犹新……

记得那是冬天。一天放学
后，妈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接我，
让我自己回家。当时，天已经黑
了。我想快点回家，于是选择了
抄近道——走一条窄窄的小巷
子。那条路很少有人走，刚走进
去没几步我就后悔、害怕了。

“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呢？算
了，还是赶快回家吧！”我边走边
想。

突然，一阵风刮过，几片树
叶飞起，沙沙作响，我脑海里浮
现出一个个电视中的恐怖镜头。
我更害怕了，后悔莫及。

突然，暗处传来一声猫叫，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循声看去，
那是一双发着绿光的眼睛。

“妈呀！”我大叫一声，什么
也顾不上了，飞快地跑回了家，
锁上了门。

后来，我坐在沙发上回想了
一下：“有什么可怕的呢？只不过
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自那以后，我就敢一个人走
夜路回家了。

指导老师：靳淑娜

一个人回家

谁的功劳大

生活中的数学

容易引发畏难行为的赞美，一种是赞
美的语言太笼统，即动不动就夸孩子“你
真棒”，而非具体地赞美孩子的某个行
为。在这样的赞美声中长大的孩子，很容
易习惯追求外部的认可，并为了保持自己

“你真棒”的形象而拒绝面对困难。另一
种赞美的误区，是孩子取得一些成绩后，
赞美孩子天赋聪明而非孩子付出的努力。
在这样的赞美声中长大的孩子，可能为了
维护自身的聪明形象而拒绝尝试可能引起
失败的事情。

家长平时在赞美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技巧，千万不要太笼统、不要太夸张，
尽量不要用评价性的语言，直接描述看到
的进步即可。比如，孩子玩完玩具后把玩
具都收起来了，妈妈想赞美这个行为，与
其泛泛地说“你真棒”，不如更具体地
说：“妈妈发现地上的玩具都不见了，感
觉真清爽。”这样的赞美可以让孩子看到
自己的点滴进步，进而积累自信。

有的家长很爱孩子，却对孩子缺乏包
容心。孩子表现得好了，就对孩子各种夸
奖和疼爱；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就忍
不住批评甚至讽刺、责骂，还动不动拿孩

子的短处跟其他孩子的长处比。这样的教
育行为很容易让孩子认为：“爸爸妈妈爱
的是表现很棒、做事成功的我，一旦我有
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们就不爱我了。”

日常教育过程中，家长一定要充分接
纳孩子，不要动不动就拿孩子跟别人比
较，孩子才能确信无论自己是什么样子，
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贝。这样，孩子才
有信心、勇气去面对困难、敢于尝试，因
为孩子知道即使自己失败了，爸爸妈妈依
然会爱自己、支持自己。

有时候孩子遇到困难就退缩，是因为

家长在养育过程中包办、代替过多：孩子
一遇到困难，家长就赶紧冲上来帮忙解决
了。如果孩子平时没有锻炼的机会，临阵
就容易望而却步。板子不能只打在孩子身
上，家长应该从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

家长要注意逐步放手，让孩子独立做
事。其实，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些自然的行
为技能学习过程，都是发展其独立自主能
力的机会，是孩子不断学习、独立面对成
长挑战的过程。这样的过程经历得越多，
孩子的抗挫折力就越强，应对困难的本领
也就积累得越多。 本报综合

孩子遇到困难就退缩怎么办

■冯 刚
细细算来，从任班主任到现在，我已

经和学生们朝夕相处了3个多月。
点点滴滴的记忆中，学生们是那么可

爱、那么调皮，让我喜忧参半。活泼好动
的学生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随身
带一支红笔。

只要一下课，总会有几名学生把我团
团围住，小鸟一般争先恐后、叽叽喳喳地
让我给他们圈圈点点。有时，学生让我检

查作业并写个“优”字；有时，学生练字
了，让我圈出写得好看的字。一次，我忘
记带红笔了，他们就自己找来红笔，让我
写一写、圈一圈。时间长了，每次我跟学
生说没有带红笔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眼
神就会暗淡下来。学生满怀希望地和我交
流、沟通，憧憬着我的鼓励与赞扬，哪怕
是一言一语、一勾一画。我不能让学生失
望。于是，我就将一支红笔放在口袋里，
随时随地拿出来用。

自从口袋里多了一支红笔，我的身旁
就再也没有清静过。给学生画一画、圈一
圈，给学生些许赞美，他们的小脸上就会
露出幸福的笑容。

“看！我的作业老师给我写了‘优’
字！今天回家可以吃汉堡了。”“看，我练
的字中，老师给我圈了三个。这些都是我
写得最漂亮的字。老师还夸我是小小书法
家呢！”“这是我办的手抄报，老师给我写
了个‘棒’字。下一次我还会积极参

加。”听着学生们的议论，我豁然开朗：
一支红笔竟能给学生带来这么多的惊喜。

于我而言，小小的红笔只是我完成任
务的工具；对孩子们来说，却是他们心中
的标杆，是他们对知识的向往、对荣誉的
渴望以及对老师的信任。

红笔一圈一点，是关注、是提醒、是
鼓舞，是在学生心中升起的火红太阳，照
亮了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脸庞，也温暖了持
笔人的心。

随身带一支红笔

■张俊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立

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
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
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我们要充分认识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
性，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地听
党话、跟党走。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重中之重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
基。青少年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迫切需要思政课在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
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
上，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吸引力，真正起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各个学校和
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措施，不
断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铸根塑魂奠定坚实基础。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要强化思
政课教师配备，着力解决教师兼职比例过

高、专职教师较少的问题。要落实中小学
思政课特聘教师制度，鼓励支持优秀党政
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英雄人物、
校外辅导员等，定期上讲台作专题报告。
要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将思政课教师尤其
是青年教师纳入专项培训计划，聚焦教育
教学能力提升和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每年
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思政教师培训。要优
化教师激励机制，完善教师地位和待遇保
障机制，大力选树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

讲好思政课，要创新方式方法。通过

讲道理与讲故事相结合、抽象概念与生动
案例相结合等，不断打造精品课、示范
课，形成一大批较高水平教研成果。要坚
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以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思政课活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从中汲取营
养。要充分利用漯河文化资源，丰富思政
课教学内容，引导广大青少年到贾湖遗址
博物馆、许慎文化园、市烈士陵园等接受
精神洗礼。

加强学校思政课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