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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郑市教育体育事业
紧紧围绕“以改革创新求发展，用特
色内涵铸辉煌”的工作思路，坚持
“让每一位学生公平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的总目标，通过进一步调整学
校布局、完善招生制度、深化课堂教
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区域内教育
资源配置得以不断优化，教育均衡
发展水平逐步提升，特色建设初见

成效，已基本形成了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和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协调发
展，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相互补充，
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相互
衔接的大教育格局。

为推动新郑市教育体育工作在
均衡发展、特色建设等方面创造出
更加辉煌的成绩，促进新郑市教育
体育事业进一步谱写新篇章，本报
从本期开始，与新郑市教育体育局

联手，定期推出《新郑教育》专版。
《新郑教育》专版每月出版一期，立
足新郑教育事业，时时关注校园动
态，设置有教育动态、校园新闻、名
师解疑、创作园地、政策解读等多个
栏目，以多方位的思考和多角度的
视野，为各级教育部门、各学校及广
大师生和各界人士搭建起一个交流
互动平台，让读者了解和领略新郑
教育。

“中国少儿版画华艺馆”，是新郑市新华
路小学的一座特色教学楼。5月11日的这里，
百花争艳，墨彩成春，以“郑韩大地展新姿，绘
就家乡新变化”为主题的新郑市少儿版画新
作展在华艺馆隆重开幕，一幅幅精美绚丽的
版画作品、一个个火热的制作场景，让人仿佛
进入到艺术的殿堂，《五环光芒耀七洲》、《最
可爱的人》、《同心》等一张张版画作品，使人
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新华路小学的儿童版画教育，是沐浴在
全国少儿版画之乡的新郑儿童版画发展的阳光
下，绽放出的一株出类拔萃、茁壮成长的儿童版
画绚丽之花。一所学校的优势所在，往往是这
所学校的特色所在。对于学校发展而言，特色
就是生命。长期以来，该校始终把版画教育放

在学生特长培养、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特色办学
的重中之重，探索着，发展着，收获着……

据了解，在实施少儿版画特色教育方面，
新华路小学按照“确立版画教育方向，全面普
及版画教育，建设版画特色品牌，探索版画综
合育人”的特色教育策略，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学校一方面邀请全国知名的美术版画专
家，请他们作版画教学的专题报告，并现场刻
制版画、现场指导学生，实现学生与专家面对
面的交流；另一方面要求美术教师认真准备
版画大课堂教学模式研讨课，和专家共同研
讨版画课堂教学，实现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
撞。另外，学校还要求美术教师做好面向全
体学生的版画普及教学，全校所有学生统一
使用学校的版画校本教材，美术教师通过美

术课，向学生传授版画知识，教给学生制作方
法，形成“人人都了解版画，个个会制作版画”
的良好局面。

同时，新华路小学“课堂抓普及——激发
兴趣，发现特长；活动抓质量——强化兴趣，
培养特长；参加促发展——激活兴趣，展示特
长”，充分利用每周二、周三、周四下午的课外
活动时间，组织对版画制作有兴趣的特长生，
固定辅导教师，常年坚持辅导，培养了大批的
版画制作小能手。如今，版画已成为新华路
小学特色教育的一张名片。

版画教育香四溢，特色建设结硕果。
2007年 2月该校学生版画作品《和谐》获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生文艺展演活动
一等奖；2008年5月成功承办了新郑市少儿版

画 20年回顾展暨日本少儿版画交流展活动，
该校学生巨幅版画《和谐盛典祈福奥运》在展览
中获得与会专家的广泛好评；同年6月，该校参
加了全国抗震救灾少儿美术作品展，其中该校
的专题版画100余张，有120多人获奖，受到与
会领导、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2009年7月在
江苏东海全国首届版画双年展上，在340幅入
选版画和84幅获奖作品中，该校学生版画作品
就有五幅入选、一幅获奖……在对版画教育多
年的坚持和探索中，新华路小学厚积薄发，享受
着成功和希望，版画创作已成为孩子们表现旺
盛生命力的重要舞台！

新华路小学

走在少儿版画特色教育的大道上
本报记者 高凯孙丽萍刘栓阳 通讯员 王华红吕永红 文/图

一个孩子只要爱读书、愿读书，并切
切实实地读了一些有意义的书，他终究也
会是一个幸福和快乐的人。

孩子读书的习惯，应该是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养成了吧：牙牙学语的时候，一位
怀揣着对孩子无限憧憬的妈妈，在每日忙
碌完上床睡觉前，会给孩子读一些经典的
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

《一千零一夜》等，小小的人儿在懵懵懂懂
中享受到一些“文化大餐”；时间久了也给
了孩子一个比较积极的暗示，读书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孩子上学了，学会了简单的拼音、认
识一些简单的字，会自己“读书”了，他很
兴奋，对读书充满着渴望，一些简单的儿
歌、儿童小故事，在他的嗑嗑巴巴中，饶有
兴趣地每天读着。我的偶尔参与，更是给
了孩子莫大的鼓励，他会像小时候我给他
读书一样，笨拙地读给我听：《三只小猪的
故事》、《两只羊过桥》等，虽然他未必会从
故事中懂得什么做人的大道理，但他从中
感受到快乐，这些故事给他带来了无穷的
想象力。

后来，儿子开始在家中的藏书中，翻
阅《三国演义》、《西游记》、《堂吉诃德》等
书，甚至有一天他和我谈论起了《围城》，
并且说他读了三遍。我心灵上稍微获得
了一些慰藉：读书的孩子差不到哪里去，
即便他现在不爱学校的教育，但他依然会
从优秀的书籍中学到很多有意义的知识，
会给他的心灵带来一些有意义的享受，这
就可以了吧。

现在，儿子仍然会让我每周从学校给
他借一些书籍，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幻世
界》、《科学之谜》等，我知道他也许成不了
一位科学家，但他从读书中收获的幸福和
快乐，也足以让我倍感欣慰。

当然，要想使孩子成为一个读书人，
首先是父母的引领作用。假如我们父母
有时间陪孩子阅读，和孩子一起快乐阅
读，考虑孩子年龄特征，尊重孩子意愿，让
孩子自主地阅读，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成为快乐的读书人。

让天下的孩子成为快乐的读书人，让
天下的父母梦想成真！

让孩子
成为读书人

新郑一中 贾俊平

漫 谈

2010年高考录取新规
近日，记者从新郑市教育体育局高招

办获悉，今年我省的高招录取政策出现了
一些新变化：

一、志愿实行网上填报，共分 3 次进
行。

今年，我省高考考生志愿实行网上填
报，并实行知分报志愿。填报志愿时间分
3次进行：第一次在 6月 10日~28日，填报
提前批和专升本志愿；第二次在 6月 30日
~7月4日，填报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和对口
生志愿；第三次在 7月 6日~10日，填报本
科三批，高职高专一批、高职高专二批志
愿。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志愿填
报，并于填报时间截止前完成网上提交。
志愿一经网上提交即是正式志愿，将无法
更改。网上提交志愿后，考生还需履行书
面签字确认手续。

二、本科一批平行志愿最多可报 9所
高校。今年我省本科一批实行平行志愿，
本科一批的志愿填报方式如下：

1.自主招生考试志愿：已取得自主考
生资格的考生可填报1个相应自主招生高
校志愿（1~5个专业）；

2.“211 工程”高校志愿：高考考生可
填报1~4个高校志愿（1~5个专业）；

3.其他高校志愿：考生可填报 1~4个
“211工程”高校之外的一本高校志愿（1~5
个专业）。

三、对生源不足的高校，将进行网上
征集志愿。

今年我省将对生源不足的高校进行
网上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重新在
网上填报 1~4个平行的高校志愿，每个高
校可填报 1~5个专业（艺术类征集志愿除
外）。

详细信息考生和家长可到新郑市教
育体育局高招办咨询，或打招生咨询电话
0371-62693468进行咨询。
本报记者 孙丽萍 通讯员 毛智毅左中有

温馨贴士

特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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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5月9日，外国语小学
引导学生从爱母亲出发，学
会感恩，学会回报，开展了一
系列独具特色的感恩活动，
小朋友亲手给妈妈送贺卡来
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
本报记者 刘栓阳孙秀春 摄

⑤妈妈，您辛苦了！母
亲节当天，新郑市实验小学
开展“感恩于心回报以行”活
动。由学校少先大队部向全
体队员发出倡议：拥抱妈妈，
给妈妈捶捶背、洗洗脚等有
意义的事情，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吴建英 摄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近日，新郑一中全体同学齐聚操场，
隆重举行2010年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同
学们面对国旗庄严宣誓。此活动旨在勉励
同学们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魄，要
有博爱的情怀、奉献的精神，要挑起社会所
赋予的担当和责任。
本报记者孙丽萍 通讯员左中有王巧珍摄

②近日，辛店镇刘湾小学美术兴趣
小组举行了以“变废为宝，和谐环保”为
主题的工艺品展览活动，展台上的物品
无一不体现了环保意识、和谐理念。
本报记者刘栓阳白云 通讯员 赵绘娟 摄

③安全已成为中小学校教育
的一件大事，为了增强学生们的
安全意识，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少
年，近日，辛店镇界牌小学开展了
“安全伴我在校园，我把安全带回
家”和“文明伴我行”活动。

本报记者 刘栓阳孙秀春
通讯员 靳桂香 摄

校园新闻

荣誉榜
◆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市
◆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市
◆全国少儿美术教育基地
◆全国版画教育之乡
◆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县市
◆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先进地区
◆首届东海全国少儿版画双年展

优秀集体奖
◆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

县（市、区）
◆河南省学校卫生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省职业教育攻坚工作先进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