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光者：二七区漓江路小学 贾香丽

以智启智打开未来之门

育人心声：以智启
智，趣化数学课堂。

“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伴随着孩子们意犹未尽的学
习状态，贾香丽执教的《克和千克的认识》下课了。数学课
堂像超市一样，孩子们的课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物品，
羽毛、硬币、牙膏、零食、洗衣液、大米……这些物品，都成
了孩子们探索数学世界的奇妙工具。

课堂上，孩子们热情高涨，他们像小小的科学家一
样，用稚嫩的小手拿起不同质量的物品，亲身感受克与千
克的差别。通过这种直观的体验，抽象的质量单位变得
鲜活而具体，学生们于实践与趣味中顺利踏入数学世界
的大门。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思考、
探索，在操作中展现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每一次的
感知质量、比较质量和组内讨论，都是他们思维火花的绽
放，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锻炼与
提升。

贾香丽的课堂，是知识的乐园，亦是趣味温馨的摇
篮。学习平面图形周长与面积，便带学生丈量校园小菜
园；学习长度单位，则领孩子操场实测，跑上五圈，体悟 1
千米的漫长……她用独特、有趣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在
欢乐中探索数学的神秘，在动手实践中激活思维。在这
里，数学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乐趣和挑战。孩子们在
探索中学会了观察、分析和总结，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空

间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全面培养。
在同事和家长眼中，贾香丽是一位既严苛又亲和的

教育者。在学习上，她对学生要求严格，不容半点马虎；
在课下，她却如挚友般关爱每一个孩子，用温暖的心灵照
亮他们的成长之路。投身小学数学教育 30余年，她始终
坚守“用智启迪学生”的教学理念。她深知，对于小学生
来说，数学不应只是冰冷的数字和公式，培养兴趣才是开
启智慧之门的关键。因此，她精心筹备每一堂课，从孩子
们的视角出发，将细心、耐心与创新精神融入教学的每一
个环节。她深信，适宜的教学能够唤醒孩子们沉睡的思
考潜能。

在 贾 香 丽 的 努 力 下 ，孩 子 们 不 仅 学 会 了 数 学 知
识，更爱上了数学，学会了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
的基础。

未来几年，贾香丽将以磐石般的坚定信念，继续在小
学数学教学的广阔天地里勇敢探索。她要为孩子们铺就
一条通往数学智慧王国的缤纷大道，让每一颗智慧种子都
能在她的呵护下生根发芽、绽放花朵。

“最喜欢上贾老师的数学课了。”于贾香丽而言，这便
是学生给予的至高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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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孩子激发无限潜能
追光者：郑东新区永嘉第一幼儿园 王念

致敬追光者

走近那些向光而行的一线教师 栏目记者 李 杨 周 娟

在幼儿教育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田野里，王念始终
秉持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孩子的力量。

说起这句话，王念讲述了一件幼儿园里发生的小故
事。那是一个午后，阳光轻柔地照在幼儿园的操场上，户外
分散游戏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是属于孩子们自由探索与欢
乐玩耍的美好时光。希希开心地玩着轮胎车，不小心脚被
车上的绳子缠住了，她想要挣脱，却怎么也弄不出来。喆喆
第一个发现了希希的困境，他毫不犹豫地跑过去，反复尝
试。牛牛看到喆喆的努力没有成效，立刻转身向老师求
助。王念看到眼前的场景，转念一想：“孩子们会如何解决
这个突发状况呢？”她没有立刻上手去解绳子，而是大声说
道：“希希的脚被缠住了，大家快来想办法救希希！”

宸宸抬起自己的小手，模仿着拨打救援电话的样子，
大声地对着“电话”说：“喂，是救援队吗？这里有小朋友遇
到危险了，快来帮忙！”扬扬则快速蹲到希希身边，安慰道：

“希希别害怕，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希希原本有些紧张
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安心。

泽泽和梓恒也围了过来，两人齐心协力地解着绳子，
可是那打结的绳子实在顽固，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梓
恒没有气馁，他停下动作，仔细观察起来。然后，他和泽泽
相互配合，一个慢慢拨动绳子，一个托着希希的脚。在他
们的共同努力下，绳子慢慢地从希希的脚后跟滑落，希希
的脚成功地解脱了。那一刻，操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孩子们像是打了一场了不起的胜仗。
在这场小小的“救援行动”中，孩子们展现出了令人惊

叹的团结、智慧与勇气，每个孩子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去尝试、去协作，最终成功地
解决了问题。

从孩子们的笑容里，王念更感受到这次“救援行动”的
意义。从那以后，她更加留心观察，用心观察，及时回应他
们的心灵需求，同时，又给以他们探索的自主与放手的鼓
励。在教师的“教”与幼儿的“学”的恰切呼应中，孩子们跨
越胆怯、赢得自信、获得力量。

“孩子们在幼儿园成长的点点滴滴，汇成其生命成长
的绵绵细流，而在这背后，是幼儿教师的陪伴、呵护与支
持，是贴近并走进幼儿心灵与情感世界的关爱、耐心与细
致。”王念说，在老师的支持和引导下，给孩子们足够的空
间去探索、去尝试、去犯错、去成长，才能让他们在自主的
体验中激发更多潜能，向着未来的无限可能勇敢前行。

郑东新区托幼一体化试点工作优秀教师、郑州市中小
学环境教育优秀教案二等奖……这些年，王念多观摩、好
钻研、善总结、勤反思，不断为幼儿成长搭梯建桥，更在一
言一行中向幼儿传递做人的真谛。她细心观察每个幼儿，
抓住细节、捕捉亮点，耐心对待每个孩子。王念说，自己愿
做那个在背后默默为孩子们鼓掌加油，见证他们一路成长
的支持者和引路人。

育人心声：每一个孩
子都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他们就像羽翼渐丰的雏
鸟，只要给予机会与信
任，便能在广阔天空中自
由翱翔。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刚接任五二班语文老师兼副班主任时，我有点胆怯，

因为这个班学生问题多早已在学校出了名。经过进一步
了解，他们有一半来自外来务工子女家庭，家长忙于打工
无暇顾及孩子，学生欠缺家庭教育；一小部分学生娇惯成
性，软硬不吃。如何感化他们，形成良好班风是我一直努
力的方向。

一次午餐后的聊天机会让事情的进展突飞猛进。
那天午餐过后，小斐（化名）找我聊天。小斐是班上很有

个性的学生，特别情绪化。窥探他的内心，我发现这孩子希
望时刻得到老师的关注，属于求表扬型的易感儿童。在平
时，我总是先发现他的优点，再剖析他的问题，让他有所改
正。聊着家常，孩子突然两眼起泪对我说：“老师，我心里很
难受，压力特别大。”我一听，有戏，这孩子是把我当成亲人
了。细听原因，原来是他最爱的妈妈和姐姐最近因为姐姐的

恋爱问题起了争执。于是，我帮他分析这件事情，作为他应
该怎么看待，如何劝妈妈和姐姐，我们把事情推演了一遍之
后，他觉得没什么了，便开心起来。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又进了一步。

在我和小斐聊天的同时，其他同学也在观望，一部分同
学加入聊天，聊起自己和兄弟姐妹的相处，我感觉学生和我
之间的感情向前走了一大步。我又一次告诉他们：“在我心
中，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有问
题我帮你们分析、解决，有快乐大家分享。”

这次聊天，似乎让孩子们和我的心连在了一起。于是，
每次午餐后，我和学生就会有一次爱的聊天。这样相处下
来，我们的班风有了明显改善，孩子们的问题逐渐减少，优势
逐渐显现。

当体验到进步的快乐、成功的喜悦后，他们似乎也逐渐

养成了好的习惯。小斐同学脾气的暴发频次逐渐减少，他上
课会积极回答问题，放学后会主动留下关灯关门；在我的鼓
励下，小涵（化名）开始了小诗的创作和小说的编写，我也及
时给予肯定和指导；那个总是自我否定的女生，眼里渐渐出
现了光彩……好习惯也促进了学习能力的提升，我们班学生
的语文素养也在逐步提升。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
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作为
教师，我们要不时去感受、去贴近学生，经常说一句关爱
的话，给一个鼓励的眼神，多一次信任的微笑。这样做，
就能唤醒学生沉睡已久的意识和潜能，就能使学生天性中
最优美、最灵性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样不就达到教育的目
的了吗？

中原区须水镇中心小学 赵华

等风来待花开
一年级新生入校，排位置的时候，明明（化名）便给我来

了个下马威。
“一一班！”“到！”回答完毕之后，所有同学都到教室外面

排队了，没想到，教室里竟然还留下了一位同学，等我发现
时，明明正蹲在桌子底下，心无旁骛地玩凳子。我随口喊了
一句：“明明！”他如若无人，继续专心地玩着，我再喊：“明明，
快出来站队啦！”“干嘛！”明明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那声
音，把教室外的同学吓了一大跳。我看看门外，顿了一下，心
平气和地说：“出来站队，要排座位了。”结果明明捏紧了两个
拳头，瞪着双眼，持续发出怒吼的声音，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心里想：这孩子怎么回事？

心里害怕，但我依然决定张开双臂，迈开步子走向他。
走下讲台看他还在发怒，我便微扬嘴角，半蹲下来，轻轻抚摸
他的小拳头问：“你怎么了？”说着又抱了抱他，语气缓和了一

些，“没事，只是怕你没位置坐，走，出去站队。”当我抱着他的
那一刻，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不再像先前那样绷得那么紧。
跟我出去的那一刻，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出门前，还悄悄用
袖子擦了擦……那一刻，我心里一阵酸楚，想起来，这个孩子
从 5岁开始就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他爸爸特别忙，不上学的
时候也都是自己被留在家中。

从那以后，对这个学生，我便格外关注，因为我觉得，每
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都值得被爱。慢慢地，我发现
他桌子上从来没有干净整洁过，但却特别爱画画；上课从来
都是在看书、画画，但是知识点都掌握得很牢固；从来都没有
认真听讲过，可但凡举起手，回答问题都是一语中的，时不时
还会震惊全班同学……发现了这些，我觉得机会来了。于
是，我决定，他发言我极力肯定，大力表扬；他犯错误我指出
但不批评，正面引导积极鼓励，留出改正时间，给足他安全

感。即使和别的同学发生矛盾，我也引导他们各自找出自己
的问题，并说出解决方法，最后握手言和。就这样，他强我
弱，他气我爱，再加上班里同学的理解和配合，一个月后，明
明再也没有在班里大喊大叫过，更令人欣喜的是，他还交了
三个好朋友。到现在，这个孩子虽然还有一些坏习惯未完全
改掉，但却会经常赢得大家的掌声。

高尔基曾经说过：“谁不爱孩子，孩子就不爱他，只有爱
孩子的人，才能教育孩子。”刚上班时，我立下誓言，在教育
的大道上与学生同行。如今，倘若当时他喊我吵，吓怕了
他，也许这个孩子就会离我越来越远了，要想再好好教育必
定更难。所以，孩子犯错误并不可怕，改变对待问题孩子的
态度，用爱心等教育的契机，再待花开，孩子一定会给我们
惊喜。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席海珍

这就是“家”
孩子们踏入小学的第一天，我总会告诉他们，欢迎来

到一三班这个大家庭。每个孩子白天在学校的时间远比
在家长，所以，班级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

干净的教室，整齐的桌椅，61 个孩子，这就是我们
的“家”。

“家”是种下种子的地方。作为大家长的我，时时刻
刻要求自己做好孩子们的榜样。他们的小眼睛，会像摄
像机一样，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对知识的严谨、对
学习的认真、对他人的友善、对“家”里的热忱，深深地印
在我的心里，并引导每一个孩子在心中种下真诚、向上
的种子。

“家”是习惯养成的地方。孩子们年龄小，在“家”里
做什么，怎么做，他们总是记不住。把行为习惯编成三字
经儿歌，朗朗上口，方便理解。小印章鼓励习惯好的孩
子，绘本故事熏陶孩子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心中有戒。

“家”是允许犯错的地方。孩子的成长路上，会有各
种各样的小问题，排队时说话，上课时做小动作，作业没
完成，下课正玩着突然打起来…… 面对这些问题，不要急
躁，多一点儿耐心，再多一点儿理解，悉心引导，帮助孩子
从错误中走出来，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仅
能够让他们有面对挫折的能力，同时，也有正视错误、改
正错误的勇气，不会因为犯错而畏畏缩缩，也不会因为做
错了事情而自暴自弃。教育就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孩子
们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地犯错、改错、成长。我们应该给
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们勇敢地面对并克服每
一个困难。

“家”是共同守护的地方。入学初的卫生总是我来打
扫，慢慢地，孩子们发现教室每天都很整洁，就会积极参
与其中。扫地轮着来，我一个个指导如何使用笤帚扫地，
怎样把地面打扫干净。一天、一周、一个月，孩子们都会
打扫了。每个孩子做了“家”的小主人，相互检查督促，有
活儿总是抢着来，劳动让他们心中有责任。

“家”是共同进步的地方。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和缺
点。在每天的相处中，及时发现他们的长处，鼓励他们结
对帮助相对困难的孩子。瞧，下课时，果果正在教莹莹怎
样跳绳呢！看，课间，可可正在给洋洋纠正《寻隐者不遇》
的错字读音呢！放学路上，冉冉正一句一句教巍巍背诵
《池上》……互帮互学的情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中，有时还会帮上一把。互帮互助让他们心中有爱。

这就是“家”，温暖、有爱、向上……
二七区齐礼闫小学 闫瑞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