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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文化育人 点亮童心

●5月22日上午，郾城区东
街小学举办“童声讲中国 英语
传世界”英语演讲比赛。 赵世杰

●5月20日上午，源汇区许
慎小学举行第二届“博雅杯”辩
论赛。 刘 岩

●5月20日至21日，漯河五

高开展新进教师过关课展示活
动。 师安娜

●5月27日，市第二实验中
学举办以“科创筑梦新时代 艺
韵飞扬展青春”为主题的第四届
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暨社团展演
活动。 刘 岩

简 讯

习作园地

教育教育时评时评 让孩子享受快乐童年

洒满阳光的回忆

郾城小学开展实践活动

王芳近照。 学校提供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小友，这杨梅想必是你家

的果子吧？”“先生谬赞，我可没
听说孔雀是您家的鸟呀！”5月
22日，郾城区许洼小学五 （5）
班教室里传来阵阵笑声。语文老
师王芳带着学生演绎情景剧《杨
氏之子》，折扇轻摇间，文言文
里的智慧化为孩子们眼中的笑
意。这场跨越千年的课堂对话，
是王芳坚持“让文化从典籍走入
生活，让教育如晨光浸润童心”
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

王芳是语文老师、班主任、
教导主任，备课、上课、学籍管
理、招生安排……她的日程表总
是排得满满的。执教29年，她
兢兢业业、教学有法，对学生严
爱有加。

王芳的语文课总藏着“魔
法”。讲《父爱之舟》时，她用
低缓的嗓音把吴冠中笔下的父爱
具象成教室里萦绕的暖意。剖析
文言文时，她让学生们进行角色

扮演，把古文演绎成现代情景
剧。此外，她还经常组织学生进
行小组辩论，让孩子们在笑闹中
领悟“辩斗”的智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王芳为
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大门。“在我们班，《论
语》 不是背下来的，是演出来
的。”学生李怡心告诉记者，为
了让他们更好理解《论语》，王
老师举办论语故事会，每天带着
他们读《论语》，再指导他们把

“学而不思则罔”“三省吾身”等
寓意深远的名篇经典编成一个个
小故事在课堂上讲出来或者演绎
出来。

王芳还和学生约定每周背诵
一首古诗词。在她的带领下，学
生们时而漫步《诗经》的河畔，
时而在唐诗宋词的烽火里奔腾驰
骋。“今年，我跟着王老师背诵
了40多首古诗词，真正感受到
了日积月累的力量。”学生罗琪
轩告诉记者。

在班级管理中，王芳带领
学生共同制订“公约”。从“入
室即静如处子，出列有序似列
兵”的课间规范，到“错题三
问”（错哪儿了、为何错、怎么
改） 的学习准则，每一条都由
同学们讨论产生。同时，设立
轮值班长、节能小卫士等多个
岗位，让学生在服务中学会担
当。当每个学生都能在班级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成长的喜
悦与挑战都有人共享、共担，
班级便真正成了一棵枝繁叶茂
的“大树”。

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王
芳是一名暖心的引路人。课
间，她主动与学生谈心，倾听
他们的快乐与烦恼；对学习困
难的学生，她利用课余进行单
独辅导，并根据学生特点制订
个性化学习计划，一步步帮其
树立信心；发现学生情绪低落
时，她默默给予陪伴，用温柔
的话语抚慰其心灵。她常说，

每个孩子都需要被重视、被理
解。她愿做那束驱散阴霾的
光，守护学生成长。

王芳告诉记者，文化不仅是

课本上的铅字，更应该是能温暖
人心的光。她希望这束光从教室
出发，照亮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
天地。

■陈全义
无忧无虑的童年是每个人

最难忘的美好记忆。然而，在
“内卷”之风下，许多孩子的快
乐正在悄然消失。让孩子快乐
地度过童年不仅是家长与社会
的殷切期盼，更是一个重要的
时代命题。

当下，教育焦虑蔓延和就业
压力前移，家长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的急切心理在教育“内卷”
的浪潮中被无限放大。许多孩子
的日程表排满了兴趣班和补习

班。大部分家长把艺术培养异化
为技能考级，将启蒙教育简化为
知识灌输。在“双减”政策的新
形势下，有的培训班与监管部门

“躲猫猫”，有的特长班“挂羊头
卖狗肉”。课后延时服务结束
后，部分孩子又匆忙奔赴其他培
训班，负担不减反增。这种功利
性的培养方式看似让孩子掌握了
更多技能，实则剥夺了他们自由
探索、异想天开的创新精神，也
让他们失去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与
探索欲。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无拘
无束的玩耍、与自然的亲密接
触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不仅能制造快乐，还对儿
童的认知发展、情绪调节和健
康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快乐童年绝非任由孩子
沉迷于手机和游戏，而是要为
孩子提供自由生长的环境，让
他们在爱与尊重中培养健全的
人格。唯有如此，孩子才能拥
有抵御未来风雨的精神力量，
成为既有扎实学识又有鲜活生

命力的栋梁之材。
守护孩子的快乐童年需要

全社会形成合力。家庭是孩子
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应放下
焦 虑 ， 尊 重 孩 子 的 个 性 与 兴
趣，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适
度陪伴孩子阅读好书、走进自
然，在生活的点滴中滋养孩子
的心灵。学校要真正落实素质
教育，提高课堂教学质效，切
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开展多样化的文
体活动与社会实践，让孩子在

活动中锻炼能力、收获快乐。
社会各界则要营造良好文化环
境，加强对儿童文化产品的监
管，提供积极健康、富有教育
意义的精神食粮。

童年只有一次，快乐无可替
代。把快乐还给孩子，就是守护
他们的纯真梦想、呵护他们的创
造力和好奇心。当孩子们能够在
阳光下自由奔跑、在兴趣的海洋
里尽情畅游、在充满爱的环境中
茁壮成长，我们才算真正给予了
他们一个美好的童年。

5月 20日至21日，郾城小
学组织开展了“校园枇杷传心
意，社区慰问暖基层”联动实践
活动。活动分别在孟庙镇便民服
务中心及李村、中村、卓村、后
郑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此次活
动不仅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了社
会责任感与感恩意识，还促进了
教育资源与社区资源的融合共
享。

活动中，工作人员详细介绍
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使师生对基
层工作有了更多理解。随后，在
孟庙镇敬老院，同学们为老人送
上了提前采摘的新鲜枇杷，并为
社区工作者送上了精心制作的贺
卡。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
问，社区工作者认真解答，现场
氛围热烈。 王雅晴

■郾城中学 八（4）班
刘啸远

窗外，阳光明媚。我的眼前
浮现出舅爷微笑的面庞。记忆的
琴弦被轻轻拨动，带我回到那个
洒满阳光的童年……

儿时，每逢新春佳节，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总会
齐聚在舅爷家的大院，谈天说
地，其乐融融。舅爷那双布满老
茧的手会轻轻握住我的小手，引
领我走进屋里，在众人的欢声笑
语中悄悄地塞给我一把糖果和几
张压岁钱，说：“大宝儿，拿去
买好吃的、好玩的。”屋外的阳
光照在舅爷脸上，那些岁月刻下
的沟壑仿佛被阳光温柔地填满，

而那被风吹得粗糙的脸庞也仿佛
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舅爷的微笑伴随着糖果的甘甜，
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步入了
小学的校园。那座熟悉的大院依
旧充满欢笑，只是墙上的裂缝多
了几道，舅爷的脸上也留下了时
光的印记。那时，我迷上了拖拉
机。有一次，我跳上拖拉机想体

验一番。“大宝儿，你干什么
呢？”我耳边响起了舅爷那浑厚
的声音，扭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
脸庞。舅爷那双有力的大手小心
扶住我的身子，让我充满了安全
感。他见我对拖拉机如此着迷，
便决定带我体验驾驶的乐趣。在

“突突突”的轰鸣声中，舅爷的
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小手，阳光
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抬

头望去，舅爷那张历经岁月风霜
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显得
格外亲切。

年复一年，我的童年生活阳
光般温暖而美好，记忆中满是与
舅爷相处的快乐时光。记得那
天，我与舅爷一起摘下他为我们
栽种的石榴树上的果实。他特意
把最大最红的石榴留给了我。我
拿着石榴吃得津津有味，舅爷则

在一旁看着我，笑得合不拢嘴。
阳光洒在他身上，仿佛为他披上
了一层金色的光辉。然而，再看
向舅爷，那慈祥的脸上却已多了
几分病态的苍白……

随着学业的加重，我渐渐不
能经常回家看望舅爷了。每当电
话那头传来舅爷关切的问候，问
我何时回去，我的眼泪就止不住
滑落。

时光匆匆，在想念与担忧
中，不幸悄然降临。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声打破了我平静的学习生
活——舅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虽然舅爷已经离我而去，但他就
像那温暖的光，永远照亮我前行
的路。 辅导老师：张丽媛

5月28日下午，一场以“诗韵端午 传承经典”为主题的诗词朗诵会在郾城区第二实验中
学举行。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5月22日，源汇区受降路小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迎端午主题活动。 宋苗苗 摄
近日，市实验幼儿园开展“识艾草·传民俗”节气食育活动。

贾婉霞 摄

5月28日，市直幼儿园举行“迎六一”暨建园70周年汇
报演出。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5月23日，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第二特殊警务大队组
织人员到召陵区实验小学，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5月22日，源汇区科协携手市科协、市科技馆以及区教
育局走进空冢郭镇初级中学，举办了主题为“科普助双减、
点亮科学梦”的活动。 杜亚馨 摄

5月23日上午，郾城区实验小学开展一年级少先队知识
大闯关活动。 张 莹 摄

浓情端午
经典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