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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桃种李种春风
本报记者 王 红 赵文静 实习生 赵涵哲

又是丹桂含苞时，又是一年教师节。
当人们回望生命中应该感恩的人时，教师，往往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每一所幼儿园，在每一所中小学，在每一所特殊教育

学校，在每一所大学。
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得到特殊的“荣誉”，但他们，依然日复一日的坚

守，坚守一个学校，一个教室，一个班级，甚至一个孩子。
是他们，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脊背，扛起了一代又一代的希望。
人生一世，孰能无师！诲我教我，赠我以浓情、授我以博识。在第34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让我们轻轻在心里说：寸草春晖，意长情深，谢谢您，老师。

带着蜗牛去散步
2013 年，市教育局第一次将自闭症儿

童的入学工作纳入市区小学入学工作方案
之中，提出自闭症儿童可以随班就读。

2014 年，市教育局要求各区设立融合
教育试点学校。根据管城区教体局的部署
安排，管城区第二实验小学成为管城区第一
所融合教育试点小学，成立了资源中心，配
备了专职资源教师，开始接收自闭症、智力
发育迟缓等残疾儿童入学。

“五年来，学校共招收了 21 名特殊学
生，其中自闭症儿童占到一半以上。”管城区
第二实验小学资源教师时明告诉记者，特殊
学生入校之后，安排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
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随班第一个月，资源
教师会进班观察，并进行家访，尽快了解掌
握学生的情况。第二步，对学生的大运动、
精细运动、语言表达和理解、行为习惯以及
对学科的学习和理解等方面进行测评，根据
每个学生的情况，制定在资源中心的训练项
目和学习课程。

学校资源中心设有感觉统合游戏室、沙
盘游戏室、学科补救室、多感官游戏室等功能
室。除基本融合班级课程之外，资源教师在
资源中心为特殊需要学生进行个别化辅导。

在融合班级里，老师同样密切关注着特
殊学生的成长需求。“嘟嘟是一个患有轻度
自闭症的男孩，他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上课时会突然站起来报站牌。但是，他
的机械记忆力特别好，背古诗课文又好又
快，作业也交得特别及时。”开学之初，班主
任闫舒组织了一次以“我们不一样”为主题
的班会，让每一个学生找自己的缺点和闪光

点，也帮助嘟嘟建立自信心。
为持续推进融合教育，管城区第二实验

小学从 2014 年开始每年遴选一批融合教
师，邀请专家教授开展专业培训，每周定期
开展融合教研，帮助资源教师和融合教师提
升专业能力。同时，还对全体教师进行融合
教育通识培训，让他们掌握处理行为问题的
方法。目前，融合教师数量已经由最初的
10余人增加至现在的60多人。

“教育是门‘慢’艺术。”闫舒说，这就好
比带着蜗牛去散步，需要以等待的姿态倾情
投入。对于融合教育，更是如此。作为融合
教师，我们要尊重每个学生的差异，关注每
个学生的特殊需要，陪伴他们共同成长。

“不一样”的孩子
“俊俊刚入学时，对物的兴趣大于对人

的兴趣，不乐意看老师，跟他沟通也不搭理，
跟别人像是两条平行线。”初次接触自闭智
障的俊俊时，二七区大学路第二小学融合班
级班主任王玮玮有点不知所措。

在学校资源教师马春华帮助下，王玮玮
主动找俊俊说话，细心观察他，一遍遍跟他
沟通，并逐渐摸到了窍门。

俊俊闹脾气时，会说：“俊俊要出去，不
让俊俊出去，俊俊就躺地上，躺水里。”王玮

玮一开始会顺着他，后来发现这样形成了一
个恶性循环，下次他会变本加厉。王玮玮向
资源教师请教后，得出要转移注意力的结
论，此后，每当俊俊哭闹时，先平缓他的情
绪，再耐心教导。

“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他
会主动跟我说话，来表达诉求和情感，也有
了一定的规则意识。走在校园里，俊俊还会
主动跟熟识的老师打招呼，比起刚入学时，
沟通能力提升了很多。”看着俊俊一点一滴
的变化，王玮玮很是欣喜。

班里有着“不一样”的孩子，其他学生最
初也觉得怪异。在专家讲座和老师沟通讲
解下，学生们了解到了“什么是自闭症”，都
很乐意去关心和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

“融合教育对于特殊学生和普通学生来
说都是件好事。”王玮玮认为，对特殊学生来
说，他们学会跟同龄人相处、交流，这对他们
日后步入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对普通孩
子来说，跟特殊孩子相处，能教会他们直面
差异、了解差异、尊重差异，培养感恩、自信、
坚持的健康人格。

植根于爱的教育
一个新学期，金水区丰产路小学教师翟

珊珊接手了一个特殊的班级。一群叽叽喳

喳的六七岁孩子中间，坐了一个十来岁的少
年，他坐在轮椅上，头微微低着，有点拘谨，
又有点兴奋。

翟珊珊了解到，明明因为脑瘫，肢体机
能受到影响，说话语速慢，写字也很困难，下
肢受到的影响更大，没办法自主行走。

平日里，看着小朋友们在教室里欢快
地跑来跑去，坐在轮椅上的明明常常显得
落寞和无助。学习写字对于明明来说更是
个难题，翟珊珊得手把手一遍又一遍地
教。明明是个认真的孩子，越想写好每一
个字头就趴得越低，几个字下来便是一头
一脸的汗水。

“明明很珍惜在学校的学习机会，只
要不是病倒爬不起来，绝不会影响任何
一节课。”翟珊珊说，这个班她一带就是
六年。为方便照顾明明，他们的班级在
一楼整整六年，明明的座位也始终在最
靠近讲桌的第一排正中间。往前走一步
老师能靠近他，转过身来老师可以在黑
板上书写。

“翟老师，感谢你六年来对明明的照顾，
孩子喜欢咱们学校，也喜欢你，谢谢你。”拿
到小学毕业证书那天，明明妈妈特意向翟珊
珊致谢。

“六年的小学时光，2000 多个日子，
批评他时看着他哭，表扬他时陪着他笑。
我没有刻意把他当成一个残疾的孩子，
而 是 像 对 其 他 学 生 一 样 严 格 要 求 他 。”
翟珊珊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这种爱应
当是对学生的尊重，关心与帮助。每个
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肩负
着这样的重任，爱就毫无保留，教定全力
以赴。

“融合教师”：倾心呵护特殊儿童成长
本报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赵涵哲

管城区重奖
教育先进单位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管城区近日举行庆祝第 34个教师
节暨表彰大会。对 185名优秀教师、20名教育工作突出贡献
个人、29名社区教育先进个人予以表彰通报，颁发了荣誉证
书、奖牌。

为弘扬尊师重教优良传统，建设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上，该区还对 17个教育工作先进
单位和 9个社区教育先进单位分别给予每单位 10万元、5万
元奖励。

惠济区实施特色
学校创建工程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刘恒 刘娇）昨日，惠济区举
行 2018年庆祝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对该区名教师、优秀教
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最美教师、师德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下一步，该区将提高眼界、放大格局，积极引进公办、民办
教育资源；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为公办、民办教育的协调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加快优化学校布局，让当地群众和到当地
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能够就近有学上、上好学；要着力
发展特色教育，实施特色学校创建工程，力争在3年内，培育5
个以上省市有影响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和培养的
机制，重视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引进，提升教育质量。

全省有教职工
161.31 万 人

本报讯（记者 王红）在第 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记者昨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目前我省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职工总数达
161.31万人，他们为了教育事业默默耕耘、默默奉献。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机构）
5.58 万所，教育人口 2820.93 万人，其中，在校生 2659.62 万
人，教职工 161.31万人，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 26.15%。随着
全省教育规模扩大，专任教师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全省
已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 19.78万人，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
80.62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 14.45万人；中等职业学校专
任教师 6.38万人；特殊教育专任教师 0.38万；普通高等教育
专任教师10.84万人；成人高等学校专任教师0.11万人；成人
培训与扫盲教育专任教师1.09万人。

在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全省中小学教师高学历比
例也在不断提高。其中，全省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99%，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94.55%；普通初中专任教
师学历合格率 99.6%，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77.43%；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7.56%，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
生学历所占比例9.08%。

同时，全省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明显提升。普通
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3.69万人。
专任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5.95万人，硕士及以上学
位7.37万人。

教师节社区组织
开展感恩教育

本报讯 (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李新杰)管城区银莺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近日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晨曦细雨育桃李，金秋
硕果慰园丁”教师节活动。

活动开始后，社工首先以热身游戏——“我心中的老师”
打开场面，让青少年抢答，描述自己心中的老师，通过孩子们
的阐述，社工师了解学生对“教师”的认知。接着社工师为学
生们系统地介绍了教师角色及工作，引导学生学会换位思考，
让他们体会和感受老师的辛勤付出。

在“小小信封寄师情”环节，社工师和孩子一起为老师写封
信，孩子纷纷写下自己的“悄悄话”，以表达对老师的崇敬和感激。

据介绍，此次活动不仅引导学生树立尊师重道的观念，同
时，启发孩子将感悟落实在实际行动中，通过行动来表达对老
师的感恩，以成长回报教师的付出。

上街区峡窝镇金昌社区党支部近日组织党员志愿者和幼
儿园的小朋友，到共建单位上街实验高中开展“老师，节日快
乐”主题活动。志愿者和小朋友们为该校教师送上亲手制作
的礼物，并祝他们教师节快乐。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昨日，公交二公司四车队服务队和党员突击队志愿者来
到省体育中心公交站，开展“感恩老师，寄语志愿行”感恩活
动，用特别的方式共同感恩教师。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给“折翼天使”穿上“红舞鞋”

如果说学校是一座植物园，那么，不同
个性、不同特点的学生，成长需要不同的

“温度”“湿度”和“养分”，这更需要老师悉
心培育、躬耕呵护，方可生机勃勃。

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舞蹈教师
董晶晶就是这样一位躬耕者，她用真心付
出，带领一支聋人大学生舞蹈团在无声的
世界中跳出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舞步。

2009 年 9月，董晶晶第一次来到特殊
教育学院担任舞蹈教师，面对特殊的学生，
特殊的课堂，她一头扎进全新的教学领域。

“虽然教学不容易，可每次看到孩子们
眼中的渴求和憧憬，我就暗暗对自己说，只
要有信心、恒心、耐心、爱心，没有什么事是
做不到的。”就是凭着这股冲劲和韧性，董
晶晶开始想办法和听力残障学生进行交
流。刚开始，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
本，上面写满了她和每个孩子的对话。后
来，董晶晶开始自学手语，那阵子，她像着
了魔一样，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她强
迫自己时时刻刻用手语表达。

2009年 11月，特殊教育学院残疾人艺
术团成立。艺术团成立了，但团员来自不
同的年级和班级，白天有不同的课程，排练
只能放在晚上和休息日。此后，艺术团每
晚的排练几乎没有间断过，董晶晶更是没
在晚上9点前离开过学校。

对普通人来说，练习舞蹈都有一定难
度，对聋哑人而言更是一种挑战。听力有
障碍的学生听不到音乐伴奏，只能靠着老
师打出的节拍进行动作、队形的变换。每
次上课，每个动作她都不厌其烦地一遍遍
做示范、纠错误，学生们看着她打出的节
拍来掌握节奏，一堂课下来，师生们都汗
流浃背。

年复一年的爱与坚持，汗水与泪水，换
来的是学生们艺术水准和专业水平的大幅
提高，学校的残疾人艺术团多次参加全国
各类、各项专业舞蹈赛事，取得了一系列骄
人的成绩。2018年 4月，在她的带领下，郑
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成为首届“河南
最美大学生”中唯一一个团体奖获得者。

拿到 2018 年“河南省最美教师”荣誉
称号后，董晶晶却说：“是孩子们的努力鼓
舞着我，她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身为老师，我为学生们骄傲，也和她们一
起成长。”

任明杰，一名乡村小学的特岗教师，他乐
于借助互联网向更多的人分享美好支教生活
的“网红”，他用点点滴滴的图片、文字记录下
岁月，记录下一颗对待孩子的真心。

2014年，任明杰以特岗教师的身份来到封
丘县潘店镇大辛庄小学，正式成为一名乡村教
师。自从他来到这座村小，任明杰就喜欢用镜
头记录每个孩子的点滴，两万多张照片塞满了
硬盘，挂满了宿舍；近三年的生活趣事、教育感
悟也被他写进日记里，厚厚的积累了近 30万
字。这些，都将成为未来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今年2月，任明杰将其中一些照片和文字
整理成帖发到网上，以一篇《特岗教师生活记
录》作为自己的“年终总结”。短短几天，这位
能种菜、懂水电、会做饭、玩魔方、修手表样样
精通的“十项全能”型乡村教师，连同走心的
贺年礼一起在朋友圈迅速走红。

事实上，乡村教师的生活条件相对清苦，
虽然任明杰刚来时住着漏雨的土坯墙房子，

屋里是旧家具；可翻看他的朋友圈，人们却被
幸福感染：有阳光下和孩子的嬉戏欢闹，有夜
半时自娱自乐的剪纸手作……把别人看起来
艰苦的日子过成了一首美好的诗。

有的孩子学习用品不足，他自费给他们
买；有的孩子学习基础差，放学后他主动给学
生补；为改变学生经常迟到的不良习惯，他坚
持早上去家访；为和孩子打成一片，他自学踢
毽子、跳绳、打篮球，而通过和孩子们的游戏
和娱乐，他自然而然就把相关的知识技能、品
德教育、做人态度等理念分享给了学生，成为
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不仅如此，他一面教学、
一面总结反思，并在工作之余完成了一本3万
余字的教学经验总结——《和花朵一起绽
放》，涵盖了乡村教育学习、卫生、安全、纪律
等方面的理论和真实案例。

付出总有收获，任明杰的努力赢得了孩子
们的尊重和喜爱、收获了家长的理解和信任，
也捧得了沉甸甸的“河南省最美教师”荣誉。

在郑州经开区实验小学，有一支女子足
球队，别看队员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但是当她们踏上球场就是锐不可当的足球
健将。

从 2010年开始组队到现在，这只球队斩
获冠军奖杯无数。2013年至 2018年，连续五
年获得校园足球冠军；2013年至 2015年连续
获得郑州市校园足球冠军；2015年至 2018年
连续三年获得市长杯冠军、年度总冠军；2014
年代表河南参加第十二届省运会女子组“七
人制”获得郑州市体育突出贡献奖……

这些亮眼的成绩，是经开区实验小学的
足球教师林霞和足球队员用执着拼搏和辛勤
汗水写就的。

林霞曾经是河南省女足的一名职业足球
运动员，退役后，林霞依然割舍不下对足球的
眷恋，便积极投身到少年足球的事业中。

2010年，经开区实验小学准备组建足球
队，林霞因为有着足球运动员的经历，顺理成
章地成为这群孩子的教练。

“让女孩踢足球，当时很多家长都想不
通、不理解，觉得读书、画画、跳舞才是女孩该
干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林霞想尽办法，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说服家长。让很多家长开
始慢慢地接受这项运动。

“要想把这件事情做成，首先要把孩子的
兴趣培养起来，让孩子热爱足球，然后才能去
做家长的工作。”林霞说干就干，设计了一系
列有意思的足球游戏，每天带着孩子们一起
玩，并且定期召开家长会，给家长们讲解踢足
球的好处，与家长们沟通问题。

慢慢地，孩子们喜欢上了足球，家长也理
解了，经开区实验小学的校园足球也轰轰烈
烈地开展起来，而林霞也成为郑州校园足球
界的知名人物。2017年 9月，林霞和另外两
名校园足球教师一起飞赴法国，成为国家第
三批派往法国进行培训的足球教师。

“未来，我希望继续和千万校园足球教师
一样，不断地夯实中国足球的基础，助力中国
足球早日腾飞。”林霞说道。

爱心支教共圆读书梦

“白老师，我觉得自己特别
幸运，从小到大我都以为没有
人会在乎我、关心我，在我最无
助时遇到了您，让我对生活充
满了信心。长大了，我也一定
会像您一样，尽自己的能力去
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农村留守
儿童梅梅写给金水区优胜路小
学教师白珊的一封信。

2014 年 8月，在家人的全
力支持下，白珊将一岁多的儿
子留在家中，奔赴距离郑州
300公里外的周口沈丘大邢庄
乡中心小学，开始了难忘的支
教工作。

新学期伊始，白珊担任六
年级的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
作，班里 44 名学生，有一半孩
子都是留守儿童。班上有一个
腼腆的女孩子叫梅梅，学习成
绩优异。每天上学她都来的早
早地，匆匆忙忙把书包塞进桌
斗里，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白珊
发现原来她的书包破了一个
洞，书包里的课本文具都能从
这个洞中一览无余。

后来通过家访，白珊了解
到梅梅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
有精神疾病，没劳动能力。看
到老师来了，梅梅转身溜着墙
躲进了屋子不好意思出来，谈
话时始终低着头。“妞妞，你学
习成绩这么好，大家都很羡慕
你呢，你要自信一些，抬起头
来。”白珊鼓励梅梅说，并拿出
了 300元生活费连同带来的新
书包一起送给了她。

那次回到学校，白珊把家
访的心得发到朋友圈，立即得
到大家的支持，朋友们资助了
多名贫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孩
子。白珊自己也资助了 3个孩
子，每人每月 300元，3个孩子
900元，差不多占到工资的1/3。

到现在已是第五年，白珊
为贫困孩子捐出了 4 万多元
的工资。“如果孩子们继续上
学，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白
珊说。

如今，支教已经结束，爱心
一直在延续。得知白珊的支教
故事，郑州市的志愿者也纷纷
加入爱心队伍，组织爱心捐赠，
将温暖传递到贫困孩子手中。

“我做的这些微不足道，那
些常年坚持在农村教育一线的
老师付出得更多，我只想让孩
子们从社会中感受到更多关
爱。”白珊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关注农村教育，关注农村留
守儿童，用爱让孩子们同在一
片蓝天下，共圆读书梦。

给乡村教育加点诗意加点甜

绿茵场上的最美足球教师

今年小学招生季，郑州市内九区发布小学入学政策时，都提出要做好三类残
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做到“全覆盖、零拒绝”，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顺利入学、健
康成长。

从2014年设立首批融合教育试点学校，到现在的市内九区随班就读“全覆盖、
零拒绝”，随着郑州市积极探索融合教育路径，越来越多的老师从最初的不了解到
主动学习参与，逐渐成为倾心呵护特殊儿童成长的“融合教师”。

全国第三十四个教师节
2018.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