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丽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孩子

出生那一刻起，父母就被赋予了教育的
神圣使命，促使他们不断学习、进步。
如何教育、培养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重
要的课题。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说：“每天都可以
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总有你不知道的。
所以说生命不止，学习不止，成长不
止。”有的家长会认为，自己这么大岁数
了，还要和孩子一起成长吗？是的，虽
然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中年期，但心灵

仍 然 需 要 不 断 成
长。物理学上有个
声学规律叫“同频
共振”。我认为，只
有父母和孩子处在
同一个频道上，双
方才能更好地沟通
和交流，分享成长
的快乐。

营造良好的书
香家庭氛围是一个
重要基础。家里应
有 一 个 书 架 ， 茶
几、床头、沙发上
最好也有随时可读
的书，让孩子的目
光 所 及 都 能 看 到

书。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会在无形中给
孩子一种读书的渴望与激励。一有空闲
时间，孩子就能随手拿起书翻一翻。一
位名校长曾在一所中学做过一项调查：
学生读书与语文、数学和英语学习有什
么关系？结果如下：读书多的学生三科
成绩高出不读书学生11％，其中数学和
英语成绩表现最明显。于是，他得出一
个结论：大量的阅读是提高学习成绩的
有效途径。

如何成为孩子的知心朋友，是家长
面临的一项新课题。一位教育专家曾用
16年的时间观察了很多家庭，发现很
多父母愿意花钱让别人来解决孩子的问
题，也不愿意通过自身学习来影响孩
子，进而解决孩子的问题。这位教育专
家还说到快和慢的问题。一方面，有的
家长喜欢揠苗助长，而孩子的成长需要
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家长发现需要调整
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在孩子身上积累
了很久。当家长想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时，孩子就会在无形中产生很大压力。
这种压力会让家长和孩子撕扯在一

起，进而两败俱伤。另一方面，有的
家长又太慢，觉得心理素质的培养、
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等都无关紧要，
总觉得到了初中，语文、数学和英语
等主要学科的学习最重要。初中阶
段，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正在形成，家长要主动与孩子谈心，
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快乐和烦恼，
以知心朋友的身份与孩子沟通。这样
做，教育效果会持久些。换位思考、
以心换心，是教育孩子屡试不爽的

“秘密武器”。
好的家庭，要做孩子最强劲的加油

站；好的父母，要做孩子最重要的能量
源泉。一个孩子的能量状态就是他的生
命状态。也有人说：“父母好好学习，孩
子才能天天向上。”父母要努力做好自
己，把自己活成一道光。这样，孩子就
会在成长道路上爆发出“洪荒之力”，勇
毅前行。作为父母，要知道自己永远都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和孩子一起成长是
父母的必修课。

据《山东教育报》

和孩子一起成长是父母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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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文博
多年来，她坚守教学一线，把教书

育人当作热爱的事业，在教学路上深耕

不辍；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
托举学生成才梦想；她用辛勤和汗水、
奉献与付出收获了诸多荣誉。她就是源

汇区实验学校语文教师黄瑞华。1月 6
日，记者对黄瑞华进行了采访。

爱学生是教师必备的美德，爱学
生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黄瑞华从
当老师的第一天起就遵循这样的原
则：一切为了学生，尊重学生，全面
依靠学生。作为语文教师，教学中她
总是采取多种方式，打造多彩课堂，
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
课堂互动，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能
力。

在黄瑞华的课堂上，记者看到，
她运用图片、视频等，组织学生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引导他们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师生互动频繁，
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成了课堂真正的主
角。

课堂受欢迎的背后，是黄瑞华对教
学工作的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每一堂
课前，她都认真备课，精心设计每一个
环节，预测学生会提出哪些问题，并寻
找解答方法。无论是教案撰写，还是教
具准备，黄瑞华总是反复琢磨，从不含
糊，只希望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收获更
多知识。

黄瑞华在教学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
格，收获累累硕果。2024年，在河南省

优质课教学评选活动中，她荣获小学语
文组一等奖；她执教的《守株待兔》在
漯河市第四届“说文解字进课堂”优质
课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她先后被评为省
级、市级骨干教师，漯河名师，漯河市
首届教坛新秀，漯河市教学标兵等。

“语文离不开阅读，培养学生终身阅
读、自主阅读的习惯特别重要。”黄瑞
华说，作为语文教师，培养学生良好的
阅读习惯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和育人
手段。

近年来，黄瑞华一直在探索多文本阅
读课堂教学模式，以此拓宽学生视野，提
升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她把《说文解
字》引入课堂，通过对字词的探索，提高
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组织
开展晒书单活动，向学生推荐课外阅读
书目；组织学生共读一本书，分享阅读
心得……黄瑞华的阅读课深受学生喜
爱，所带班级被评为省级书香班级。

多年来，黄瑞华阅读了大量的教育
教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同时广泛涉猎
文学、科学、心理学、家庭教育等方面
的书籍，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同时，
把从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教学中，不断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黄瑞华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理论
文章并获省级、市级奖项。

黄瑞华：坚守三尺讲台 潜心教书育人

黄瑞华在给学生上课。 源汇区实验学校供图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河南省
中小学技术设计与创新成果大赛
上，郾城区第二实验中学参赛作
品获奖。

郾城区第二实验中学以小平
科创室和科技类社团为依托，携

手理化类教师，利用大气压原
理、太阳能、化学反应等，制作
了参赛作品“无碳小车”。经过反
复调试、多次改进，三件作品全
部进入决赛，并分获一、二、三
等奖。 高晓磊

郾城区第二实验中学
获省赛多项大奖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通讯
员 田向阳） 1月6日，郾城区太
行山路小学举行中原名师陈静小
语工作室太行山路小学孵化基地
揭牌仪式。

该工作室成立后，将由中原
名师陈静小语工作室主持人、市
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静主持工
作。太行山路小学全体语文教师

分批参加活动。
该工作室将聚焦小学语文

教学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探索，
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
分享先进的教学理念。同时，
该工作室还将持续开发优质语
文教学资源，为小学语文教师
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案例和参
考材料。

中原名师陈静小语工作室
太行山路小学孵化基地揭牌

1月6日，市直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迎新年主题活动。
师 豫 摄

■陈广江
近日，针对网友反映的“学校课间

户外自由活动时间过少”问题，吉林省
长春市有关部门回复称，经调查，发现
极个别班级存在网友所反映的问题。同
时，相关部门已对涉事教师进行了严肃
批评，确保类似事情不再发生，充分保
证学生每日的室外活动时间。

课间10分钟，时间虽短，但分量很
重。它不仅是学生身心转换的缓冲带，
还是他们释放个性、情感交流的“小
舞台”。充分保证每日室外活动时间，
让学生动起来、玩起来，对学生身心
成长和全面发展极为重要。梳理相关
新闻报道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学校
想方设法让课间“沸腾”起来，创设
条件让学生在课间走向操场。然而，
现实中仍然有个别学校和教师不把课
间时间的自主权交给孩子。

难点究竟哪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究其原因，是一个

“怕”字：学校首先怕孩子出事，进而怕
家长“闹事”，最后怕给自己找事。客观
地讲，学校这种“怕”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因噎废食绝非良策，更非教育之
道。

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还是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 明确要求，学校不得对学生在课间
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走出教
室活动等设置不必要的条件。今年5月，
教育部部署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
年”行动，列出12项基础教育规范管理
负面清单，其中就包括“以各种方式挤
占学生‘课间十分钟’”。面对学生数量
多等现实挑战，学校应当想方设法化解
风险，而不是逃避困难，以牺牲孩子的
天性为代价，去换取“绝对安全”。

课间应该成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
“加油站”。事实上，只要学校与家长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共识、形
成合力，就可以降低安全事故风险，让
孩子在课间自由呼吸、大声欢笑、畅快
奔跑、勇敢探索。据媒体报道，2024 年
秋季新学期伊始，不少地方已将课间10
分钟延长至15分钟甚至20分钟，孩子有
了更充裕的时间走出教室。同时，很多
学校还采取各种措施，让孩子玩得开
心、家长放心。

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学校必须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充分尊重孩子的
天性与发展规律，多一些责任意识和担
当精神，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提
高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学校可以通过
加强安全教育、完善安全设施、制订应
急预案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一个既安全
又自由的室外活动环境。

把课间打造成学生成长的“加油
站”，离不开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学校及
教师应加强家校沟通、建立合作机制，共
同把学生的安全教育等各项工作做细做
实。要让家长认识到，无论在家还是在学
校，孩子成长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当孩
子在课间活动中意外受伤，要理性客观对
待，积极与学校沟通协商解决问题，而不
是指责与抱怨。

相关部门也应提供制度机制上的支
持，比如通过划清学校安全责任界限，明
确轻微伤害免责范围，建立健全安全救助
体系；多方协同联动，引导家长理性维
权，从而解除学校及教师的后顾之忧。

短暂的课间承载着学生健康成长的
空间，检验着学校育人的理念和态度。
共同拿出切实行动，让每一个校园的课
间都热闹起来，学生健康成长路上将能
汲取更多的能量，拥有更多美好的回忆。

把课间的自主权交还给孩子
教育教育评论评论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 田茉璇
我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妹妹，

今年5岁了。她有一双炯炯有神
的大眼睛和一张樱桃小嘴，笑起
来非常可爱，全家人都很喜欢
她。只要她在，就会发生有趣的
事情。

有一次，我没有考好。妈妈
说：“你看，你的肚里一点儿‘墨
水’也没有，以后怎么上初中。”
妹妹一听，跑到爸爸的书房，拿
起一大瓶墨水，二话不说倒进嘴
里，然后跑出来对妈妈说：“妈
妈，我刚才喝了一大瓶墨水，肚
子里有墨水了。”说完她还抹了抹
黑乎乎的小嘴。

妈妈吓得拉着妹妹冲向医院。
还有一次，妹妹不小心把盐

洒在了地上。她怕妈妈生气，跑
到我的房间，摇着我的胳膊说：

“姐姐，我把一样东西弄脏了，怎
么办？”我说：“那就把它洗干
净。”妹妹一听，跑到厨房，把地

上的盐全部放进盆里，还加了洗
洁精。过了一会儿，妹妹把手往
全是泡泡的盆子里一摸，什么都
没有了。原来盐化了。

妈妈看见后问妹妹：“你在干
什么呢？”妹妹说：“我把盐弄脏
了，想把盐洗干净。”妈妈听后，
笑得前仰后合。

这就是我活泼可爱的妹妹，
在她身上还有好多有趣的事。

指导老师：刘 君

可爱的妹妹

习作习作园地园地

■袁 昊
在幼儿园小班的日常生活

中，餐后清理桌面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环节，对幼儿来说，这是一
次培养责任感、增强环保意识的
机会。为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用餐
习惯，我设计了一项“小小餐桌
守护者 餐后清理大作战”的活
动。

我先展示一组图片，向孩子
们介绍不同种类的食物和可能留
下的残渣。随后，我邀请他们加
入“餐后清理大作战”，共同保持
餐桌的洁净。

活动开始了，孩子们换上围
裙、戴上小帽子，变身为餐桌

“守护者”。在我的带领下，他们
学习如何使用工具、如何正确处
理食物残渣。通过角色扮演，孩
子们不仅掌握了工具的使用方

法，还掌握了清理餐桌的步骤。
真正的挑战在午餐后。孩子

们分组参加“餐后清理大作战”。
他们用工具清理桌面和地面，将
食物残渣收集到垃圾桶里，体验
劳动的辛苦。

放学前，我举办了分享会。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在

“餐后清理大作战”的感受和学到
的东西。有的孩子述说自己是如
何清理桌面的，有的孩子介绍了
自己对清理食物残渣的思考，有
的孩子提出了改进工具的建议。

在这个活动中，我深刻认识
到“生活即教育”，尤其幼儿园阶
段，教育往往贯穿于日常生活
中。通过生活实践，孩子们积累
了生活经验，学会了如何解决问
题，获得了快乐和成长，也增强
了责任感。

劳动教育 从娃娃抓起

1月7日下午，郾城小学举行优秀社团成果展评活动。图为学生表演花式篮球。
王雅晴 摄

教师教师随笔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