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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每当孩子们围在我身边分享自己的

喜怒哀乐，我就觉得选择做老师是非常
正确的决定。”6月13日，在召陵区实验
中学的校园里，九年级老师刘晓华向记
者展示学生制作的感恩卡片。从教19年
来，她不忘初心，用爱与责任浇灌教育
之花，在奉献坚守中让自己的人生熠熠
生辉。

“要说不辛苦那是假的。累并幸福
着。”面对记者的提问，作为班主任的刘
晓华带着幸福的微笑回答。

刘晓华告诉记者，教室就像家：
学生发烧时，她从储物柜翻出退烧
贴；考试前，课桌上有她手写的鼓励
小纸条；家长会后，她常和家长坐在
操场边的石凳上，一聊就是半小时。
对她来说，教育没有什么秘诀，不过
是用爱点燃心灯，温暖学生的心扉，
也滋润自己的心灵。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这个充满归属
感的集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刘晓华
说，她秉持“我的班级我做主”的教
育理念，带领学生布置图书角、绿植
区、荣誉墙，培养学生自主管理能
力。同时，她尤为重视家校共育——
在微信家长群分享学生成长瞬间；利
用休息时间家访，针对不同的学生采
取不同的沟通方式，耐心与家长交

流，在家校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这种双向奔赴的教育模式，让原本内
向的学生变得开朗、自信。

她的班上有一名性格内向的学生小
李（化名），由于偏科逐渐失去了学习信
心，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刘晓华发现后
没有急于批评或说教，而是经常悄悄在
他的课桌里放上一些写有鼓励话语的小
纸条，并在小李有进步时及时表扬。小
李变得越来越自信，遇到难题主动请教
老师，学习成绩稳步提升，弱势学科也
经常拿高分。

像小李这样的例子，在刘晓华的教
育生涯中还有很多。她力求走进每一名
学生的内心世界，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
的引路人。如今，虽然很多学生已经毕
业，但是他们与刘晓华的联系从未中
断，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依然会
向她咨询、求助。

“每当看到学生有进步或是家长感慨
‘把孩子交给刘老师我们放心’，我觉得
一切的付出都值了。”刘晓华说。

在教育的道路上，刘晓华追光而
行。她注重总结教学经验与研究成
果，努力从经验型教师向科研型教师
转变。她积极参加各类教研活动，探
索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并将研究成
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显著效果。
省级优秀教学案例、市级或区级公开

课展示、多篇论文发表……这些成绩
的背后，是刘晓华的辛勤付出与不懈
努力。

刘晓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不

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以心育心、静
待花开的坚守。她坚守教育初心，让
更多的孩子在知识的海洋中快乐遨
游、在梦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刘晓华：用心呵护学生成长

刘晓华在备课。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6月

11 日，说文解字国际文化传播
（北京）有限公司、中国训诂学会
汉字文化专业委员会、郑州大学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漯河市教育
局在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签
约，共同打造中华汉字文化教育
基地。

打造中华汉字文化教育基
地旨在扩大《说文解字》应用推
广实验学校师生的学习范围。该

基地集汉字文化研究、教育实
践、国际交流于一体，以汉字为
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开展汉字文化大讲堂、《说文解
字》研学旅行、汉字文化普及等
活动。

该基地的成立，对提升许慎
故里的知名度和中华汉字文化名
城的美誉度、进一步推动《说文
解字》在全社会的传播和普及具
有重大意义。

中华汉字文化教育基地
落户我市

别轻易批评孩子。影响考试成绩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智力与体力、考
试技能与技巧、学习与考试心态非常重
要。因此，这一时期看到孩子方方面面
的所谓“毛病”不要急于纠正，让孩子
保持平稳的心态很关键。家长可以适当
陪孩子聊聊学习以外有趣的事。对于还
在打“时间战”和“题海战”的孩子，
家长需要提醒，但不要批评。

别问“复习得怎么样了”。这个问
题过于笼统，孩子是无法回答的。事
实上，题目永远做不完书永远看不

完，没有人是“复习完了”才去参加
考试的，“有点儿不放心”“没把握”
很正常。一般问此类问题的家长内心
往往是焦虑的，他们试图通过孩子的
回答让自己安心。如果孩子实事求是
地回答“没复习好”，这个信息会增加
孩子的应考压力；如果孩子回答“复
习好了”，家长又会觉得孩子容易自
满，对自己要求太低，考不出理想的
成绩。

采取开放的沟通方式。孩子向你诉
说心中的压力时，家长不要说些人人都

知道的大道理。急于评价、过早劝慰都
是不可取的。比如孩子说“担心考不
好”，粗暴型的家长可能会说：“现在担
心有什么用？跟你讲多少遍你听了吗？
赶紧看书去！”温和型的家长可能会
说：“考不好没关系，爸妈也不怪你，
只要尽力就行。”孩子说自己压力大
时，家长可以用“三明治沟通法”帮孩
子疏导情绪：先肯定努力（“最近复习
很认真”），再理解困难 （“压力大是
正常的”），最后给予支持 （“需要帮
助时找我”）。

家长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
心态对孩子影响很大。建议家长每天安
排5分钟~10分钟的减压时间，挑选适
合自己的放松方式稳定情绪，如简单的
深呼吸、肌肉的渐进式放松训练、配合
图片和文字的想象放松法和积极暗示法
等，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向孩子展示积
极应对压力的态度。当家长自身情绪稳
定，就会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包容孩子的
情绪，做孩子的“情绪容器”，给孩子
足够的支持。

据《文摘报》

中考前与孩子交流该注意什么

教育教育快讯快讯

儿子小乐今年 10岁，性格活泼，
聪明伶俐，但有个让我头疼的毛病——
东西随手乱扔。每次推开他的房门，总
能看到龙卷风过境般的壮观景象。我和
妻子苦口婆心讲道理，但小乐总是左耳
朵进、右耳朵出。一天，我灵机一动，
决定换个方式教育他。

那天，小乐放学回家，和往常一样
把书包里的东西随意往沙发上一扔。晚
饭后，我主动提议：“小乐，今天爸爸
帮你收拾书包。”我把他乱扔的作业
本、水彩笔、尺子塞进了玩具堆里。

第二天早上，小乐着急去上学，翻
遍书包找不到作业本，急得直跺脚：

“爸爸，我的作业本呢？”我故作惊讶：
“昨天收拾的时候没有看到，是不是你
乱扔了？”他气得小脸通红，只好先去
学校。

当晚，小乐一脸委屈地说被老师批
评了，我趁热打铁对他说：“你看，乱
扔东西多误事。以后东西要放好，好不

好？”他耷拉着脑袋，小声应了句“好
的”，破天荒自己收拾了书包和房间里
的各种玩具，甚至提醒我：“爸爸，你
别乱动我的东西！”

看着他把物品归置得井井有条，我
既欣慰又忐忑。我意识到，这种“小心
机”虽然有效，但可能让孩子产生被欺
骗的感觉。于是，我决定坦诚相待。

一天晚上，我把之前藏起来的东
西摆在他面前，小乐先是一愣，随即
恍然大悟，扑过来捶我：“原来爸爸是
个大骗子！”我搂住他，说：“爸爸不
是故意欺骗你，是想让你明白乱扔东
西的后果。你看，现在你变得更细心
了，是不是？”他点点头，眼里满是自
豪。这堂“丢”出来的成长课也让我
明白：教育孩子有时需要“小心机”，
但更重要的是真诚和理解。家长需要
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摸索出最适合的
教育方式。

据《教育导报》

“丢”出来的成长

6月11日上午，郾城区中小
学教师“人人讲公开课”（小学数
学学科）活动在太行山路小学多
功能报告厅举行。

此次活动共分四项流程：从
与会学校随机抽取四名教师，
教师按顺序提前半个小时到备
课室抽取课题备课；由漯河小
学的刘洪远老师讲六年级示范

课 《 图 形 的 认 识 与 测 量
（一）》；四名教师依次授课，评
委现场进行点评；全体参会教师
进行教案展示、互评。

授课完毕后，评委从教学理
念到教学环节的设计、从师生互
动效果到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进
行了专业的评价。

郭果果

郾城区举行中小学教师
“人人讲公开课”活动

6月12日，市第一中专组织
学生到河南省第二强制戒毒所，
开展青少年禁毒警示教育活动。

在禁毒教育展厅，一幅幅触
目惊心的图片、一段段发人深省
的文字，向同学们全方位、多角
度展示了各种毒品的种类、特
征、危害。

戒毒所工作人员通过生动的
案例，讲解了毒品如何恶魔般侵
蚀人的身心健康、摧毁幸福的家

庭、扰乱社会的和谐稳定，并提
醒同学们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
食物，远离人员复杂的环境，谨
防沾染毒品，杜绝毒品侵害。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表示
对毒品有了更深了解和认识，
今后在确保自己远离毒品的同
时 也 要 争 做 拒 毒 防 毒 的 宣 传
员，向家人和朋友广泛宣传禁
毒防毒知识。

张 涛

市第一中专

开展禁毒警示教育

6月11日，召陵区召陵镇初
级中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保
障学生生命安全，构筑坚实防线。

各班主任老师利用班会引导
学生深入了解防溺水知识，深刻
认识溺水事件的危害性及严重后
果，了解防溺水“七不”“两会”

“四知道”，提升知险、识险、避
险和自救、自护能力，进一步掌
握相关救生与自救知识，增强安
全意识。

该校还在操场开展了溺水救
援演练，医护人员系统讲解心肺
复苏术 （CPR）操作流程，借助
人体模型演示胸外按压、开放气
道、人工呼吸等关键步骤，并通
过情景模拟与学生进行实践操作
和互动问答。

该校还通过悬挂防溺水警示
横幅、播放防溺水动画短片等方
式进行宣传。

付文涛

召陵镇初级中学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 6月
13日，市教育局联合中裕燃气，
在市第二实验中学海河路校区开
展校园燃气安全检查，并举办燃
气安全知识讲座。

当日，中裕燃气工作人员携
带专业检测设备走进该校食堂后
厨，用燃气泄漏检测仪对灶具连
接管、供气总阀等关键部位进行
扫描。

在随后举办的燃气安全知识
讲座上，中裕燃气工作人员结合
燃气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从燃气性质、正确使用方法
到日常安全注意事项与应急处置
措施，全方位为同学们普及燃气
安全知识。

同学们纷纷表示，听了讲座
后对燃气安全认识更深刻了，也
掌握了实用安全技能。

市教育局联合中裕燃气
开展校园燃气安全检查

轩轩是一名初中生，在最近的一次
数学测试中没考好。老师在讲评试卷时
说：“轩轩，要对基础知识加强巩固。”
这句话被同学们传开，甚至有同学叫他

“数菜”，还常常开他的玩笑，玩起了
“菜就多练”的梗。轩轩感到很委屈，他
一直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只是这次没
考好。被同学们这样“贴标签”后，他
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对数学产生
了畏惧感。

青少年时期是孩子自我认知和社交
认同的关键发展阶段，他们开始逐步对
自我形成稳定的看法，并且越来越重视

同伴和权威人士的评价。然而，这种对
外界评价的敏感性也使孩子更容易受到

“标签”的影响。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
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并突破这些“标签”，
唤醒其内在潜能？

第一步：重新定义自我

心理学家乔瑟夫和哈里从自我概念
的角度出发，通过“我知—我不知”和

“他知—他不知”两个维度，将“自我”
分为四个区域：公开区、盲点区、隐秘
区和未知区。这个理论被称为“乔哈里
窗”。“乔哈里窗”能让孩子更清晰地了
解自己，通过适当改变发掘自己的潜
能促进与他人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当孩
子被“贴标签”，家长可以这样建议孩
子：扩大公开区，主动分享自己的想
法、感受，建立良好的沟通基础；积极
展现自己，适度袒露一些隐藏信息，缩
小隐秘区；自省盲点区，主动寻求反
馈，全面了解自己；探索未知区，持续
学习，挖掘自我潜能，提升能力。

实例演练：轩轩通过记录每日学习
进展，总结数学学习方法，自省“盲点
区”。他每天在笔记本上写下数学学习中

出现的小问题，如“今天我在解答方程
时计算错误，缺少了验证步骤”，明确数
学学习上的弱点，以便改进。同时，轩
轩开始探索“未知区”，尝试参加学校的
各类活动，如科学小发明比赛等，发掘
自己在空间智能和动手能力方面的潜力。

第二步：改变他人评价

孩子为什么会重视他人的评价？社
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渴求在社会交往
中觅得归属与认同，而他人评价恰是个
体获取社会认同的关键渠道。“贴标
签”是别人对我们某个方面的评价。一
旦被贴上某种负面“标签”，我们的情
绪就会受到影响，在社会交往群体中的
价值感和幸福感也会减弱。当孩子听到

“你总是”“你永远”这类绝对化的评
价，家长要让孩子明白，如果这只是对
方的片面看法，就对自己说“做这样的
我也很好”；如果的确是自己做得不够
好，可以通过调整自身行为、主动与他
人沟通，展现自己的努力与能力，赢得
更多正面评价。

实例演练：轩轩利用课间主动向老
师表达了自己在数学学习上的思考：“老

师，最近我在解方程题有了很大进步。
这是我的纠错本，请您看看。”同时，轩
轩在数学小组讨论中积极发言，分享自
己的解题思路，让同学们看见他有“数
学脑”。

第三步：强化外部助力

社会支持系统指的是个人在社会关
系网络中获得来自他人的物质或精神帮
助。这就像一张大网，能帮助孩子减轻
压力，让他们有勇气面对挑战。当孩子
遇到“标签”困扰，帮助他们建立一个
强大的支持网络特别重要。家人的温
暖、老师的鼓励和朋友的理解，都会让
他们更有信心突破自我。

实例演练：轩轩与爸妈会定期交
流学习和生活，每周日晚上是他们的

“数学之夜”，一起回顾本周的数学学
习内容，解决尚有疑惑的问题。轩轩
加入了学校的数学学习小组，与同样
喜欢数学的小伙伴交流切磋，共同进
步。他们还会在小组活动中合作完成
数学项目，通过团队协作进一步提升
彼此的能力。

据《文摘报》

帮助孩子摆脱“标签”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六 （2） 班
张卓阳

天气突然热起来了，夏天风风火火
地来了。

夏天有些随性——正汗流浃背，忽
然一阵大风吹起来，不一会儿，黄豆大
的雨点就落了下来。夏天的雨来得快去
得也快，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夏天，很多人喜欢到树荫下、池塘
边乘凉。我家附近就是河堤公园，那里
的树郁郁葱葱，大人们在树下聊天、打
扑克、唱戏等，孩子们喜欢在树下做游
戏。公园里有一池荷花，还没走过去，
就能闻到一股清香。到了跟前，翠绿的
荷叶丛中，一朵朵粉色、白色的荷花像
仙子在风中摇曳，好看极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映在河面
上，远远望去好像铺了一层金色的毯
子，闪闪发光，特别好看。不一会儿，
太阳就不见了。孩子在大人的催促下上
了岸。回到家，饭已经做好了，一家人
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分享着开心事和烦

心事。吃完饭，大人收拾家务，孩子开
始写作业。

夏日的夜晚有时是宁静的，可以去
楼顶看璀璨的星空；有时是燥热的，连
知了都在不停“喊热”；有时是“恐怖”
的，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我
最喜欢夏天。

指导老师：胡松涛

夏 天

成长成长课堂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