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飞的雁阵，从来
都是秩序井然；耀眼的
夜空，从来都是群星璀
璨；破浪的航船，从来
都是同舟共济；磅礴的
乐团，从来都是和谐的
主旋。连续十九年郑
州市高考夺魁、全国版
画教育实验基地、“激
情教育”一枝独秀、全
省职教攻坚先进单位
等等，新郑用万人瞩目
的业绩，把该市教育深
深地印入人们的记忆，
向世人展示了新郑教
育人的团结、忠诚、敬
业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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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典”成就特色
——记新郑市和庄镇政和路小学
“凡出言，信为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新郑市和庄镇政和路小学的校园里，你随便“逮”个学
生，都能听到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几句“经典”。惊叹之
余，记者更想知道的还是学生熟悉经典的“妙招”。

该校校长张进府透露了“真经”：“没有什么秘诀，只
不过在校园里，我们时时处处都在为学生营造‘诵读经
典，传承文明’的氛围。”

原来，他们在 2008 年年初启动“诵读经典，传承文
明”特色建设项目，按照有计划地读、有兴趣地读、全员
参与读这三个原则，在切入点——“诵读积累”上花费了
精力：在诵读结构、教材筛选、营造氛围上费尽了心思，

《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等都与学校的教室外
墙、楼道墙、橱窗、黑板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布置在教
学楼楼梯处的《成语故事》、《百科知识》与各教室外墙的

《论语》、《孝经》等板面形成了一道诵读文化风景线；各
种诵读方式和红领巾广播站播放的讲解等，都让学生受
益匪浅；学校每月安排一次“诵读小领袖”评比，还结
合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等开展一系列活动；古诗摘
抄和新诗创作、“我给大家讲美文、讲故事”等在校园
里也被叫得很响。除此之外，经典的“触角”还延伸到
其他学科：美术教学中有了诗配画、画配诗的创作实
践，音乐教学中配着诗句吟唱与舞蹈，古诗文韵律操
还渗透到了体育教学中……

朗朗童声读书忙，学生习得经典欢。在良好的氛围
下，学生们诵读经典成了一种习惯，各种比赛也是你方
诵罢我登场，“诵读经典，传承文明”特色建设也喜结硕
果。在 2010 年“爱国情·端午颂”爱国诗文诵读大赛中，
该校获得乡镇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人物：柳银安
岗位：新郑市观音寺王

行庄小学教师
荣誉：新郑市师德先进

个人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

始教学？
柳银安：1972年开始教

学。
记：38年，一直在农村？
柳：嗯。
记：这么久的时间，您

靠什么坚持到现在？
柳：眼睛，是孩子们渴

望知识的眼睛让我坚持守
在农村教学，尽管我58岁该
退休了，只要孩子需要我，
我还愿意回来教。

记：最开始的时候，工
资多少？

柳：几块钱。

记：有没有想过离开？
柳：有。那个时候，工

资太少，连饱饭都吃不上，
家人也不同意。但是一听
到孩子们叫我老师，我就舍
不得走了。

记：现在生活还好吧？
柳：现在生活好了点，

市里的领导每年都来家慰
问。

记：有没有算过自己教
了多少学生？

柳：没有，不过最大的
学生已经当爷爷了，最小的
就是现在这批学生。

记：您的学生回来看过
您没有？

柳：可多哩！每年都有。
记者感言：三尺讲台，

承载了他们朝夕的血汗，两
尺教鞭，挥洒着他们无悔
的人生。在全省、全国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地区
的奖牌上，在连续十九年
郑 州 市 高 考 折 桂 的 辉 煌
里，在全省职业教育强市
和职教攻坚先进县市的荣
誉中，在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的累累硕果里，在新郑
教育特色品牌的培育过程
中，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
和智慧。

人物：苏利红
岗位：新郑市特殊教育学

校
荣誉：新郑市师德先进

个人
记者：在这里工作多少

年？
苏利红：20年了。
记：一直从事特殊教育

吗？
苏：是的。
记：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

老师，你怎样看待您的学生？
苏：我把他们当做自己

的孩子。
记：都教这些孩子什么？
苏：这些孩子的生活起

居、心理辅导、知识传授等都
需要我们来做，责任很重。
特别是有些孩子生活自理能
力较差，经常尿裤子、尿床，我

们要给他们洗。所以我们
这些老师有三个角色。

记：三个角色？
苏：生活保姆、知识老

师、心理辅导员三个角色。
记：这些学生好教吗？
苏：不太好教，因为这

些孩子身体有缺陷，接受
知识的速度有些慢，如果
没有耐心就不容易教。所
以我们这些老师在教他们
之前得做很多准备工作。

记：有哪些学生让您
特别难忘？

苏：这里的每一个学
生都让我难忘，虽然他们都
身有残疾，可是对我来讲，
他们是我的孩子，对每个孩
子全身心的投入，需要我为
他们洗衣叠被、端尿清洁，
我觉得都是应当的。

记：这些孩子来这里
上学环境怎么样？

苏：环境很好，正准备
建新的教学楼。

记者感言：这是一群
无声的舞者，这是一群不知
疲惫的王者之王。如同大
漠中的开拓者，他们摇响阵
阵驼铃，震破可怕的梦魇，
让这座城市的新一代走出
茫然无措的时刻。

人物：吕军岭
岗位：新郑一中分校高

三班主任
荣誉：新郑市高三优秀

班主任、新郑市突出贡献先
进个人

记者：现在上课忙吗？
吕军岭：忙。
记：家里都还好吧？！
吕：最近一段时间挺忙

没回去，应该还好吧。
记：这次被评为新郑市

突出贡献先进个人，感觉怎
么样？

吕：给了我更多的激励
和责任，是一种鞭策。

记：这次获奖您怎么看
的？

吕：不是 对 我 个 人 的
奖 励 ，而 是 对 我 们 学 校
的 一 种 奖 励 ，正 是 因 为

学 校 浓 厚 的 学 习 氛 围 ，
给 老 师 创 造 了 发 挥 自 己
的平台。

记：在实际教学中一定
有自己的教学经验吧。

吕：有一点心得吧，我
们就是针对学生不同的情
况分类指导，在学习成绩
上经常总结回顾、在性格
培养上用文化加以引导，
让学生能够快乐地享受学
习过程。

记：高三课程紧张，学
生的心理负担一般都较重，
那么您是如何减轻学生的
压力呢？

吕：我们 学 校 经 常 组
织各类活动，比如说拓展
训练、郊游、班级之间的各
种比赛啊等等，既增进了
学生之间的感情，又能有
效缓解紧张的学习带来的
压力。

记者感言：这 可 能 是
社会上最不起眼的主任，

“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
左肩扛着学生的现在，右
肩 担 着 祖 国 的 未 来 。 不
求功名，却缔造着孩子们
成 才 的 神 话 ；不 为 私 利 ，
却 编 织 着 下 一 代 飞 翔 的
梦想。

人物：张爱玲
岗位：新郑市市直幼儿

园教师
荣誉：新郑市突出贡献

先进个人
记者：您一定是有着诗

人情怀的幼儿教师，是不是
在平常的教学中也会带给
孩子们？

张爱玲：呵呵，我不是
诗人，只不过是孩子的母
亲 。 在 他 们 需 要 我 的 时
候 ，我 来 了 ，不 需 要 我 的
时候，我在背后。

记：您从1992年开始到
幼儿园工作，18 年了，可以
说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孩子，
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从事幼
儿教育工作？

张：那时候就是喜欢跟
这些天真、纯朴孩子待在

一起。
记：您从事18年的幼儿

教育工作，有没有什么感
想？

张：我总结自己是一个
妈妈，不过孩子是这些可爱
的孩子。

记：这些年您觉得自己
累不累？

张：累，不过很开心。
因为这些孩子都太可爱了，
能看到他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我自然就很开心了。

记：您家里有孩子吗？
张：有。
记：照顾得过来吗？
张：现在不用管了，原

来是基本上没时间照顾他，
都在园里看着孩子。

记：您觉得在这里收获
了什么？

张：太多了，最大的收
获就是那些已经上高中的
孩子，经常回来看我，我很
高兴。

记者感言：一 副 单 薄
的 眼 镜 ，一 支 不 败 的 神
笔 ，就 是 他 们 的 全 部 武
器。他们是新郑教育的主
力军，是特色教育的热烈
响应者，是改革创新的积
极践行者。

（上接第一版）

集中财力优化育人环境
漫步在新郑一中分校的校园里，整洁的

教学楼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色之中，校舍间
的草坪上点缀着争奇斗艳的花朵，塑胶跑道
的学校操场，同学们或读书学习、或强身健
体，到处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占地 6000 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1275 平方
米、投资 190 多万元的现代化观沟移民小学，
教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采光好，配备了
设施先进的实验室、图书室、多媒体教室、远
程教育教室、少先队活动室等专用教室，孩子
们已于8月25日按时到自己的新校园读书。

课桌椅焕然一新、多媒体设备安装、刚刚
建成的塑胶跑道……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学校
硬件设施的改善无不让学生们眼前一亮。

这些条件的改善得益于近年来新郑市为
打破学校设施差别，针对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

办学条件、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相继实施了“薄
弱学校改造”、“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和校舍维
修改造”、“寄宿制学校建设”、“课桌椅更新”、“内
部设施充实更新”、“教育现代化建设”六大工程。

2007 年，新郑投入 462万元，为和庄镇尹庄
小学等9所学校新建餐厅和宿舍6763平方米；筹
措资金2284万元，为10个乡镇的16所学校安排
了16个建设项目，新建校舍19724平方米。2008
年投资4600多万元为17所中小学新建餐厅、宿
舍和教学楼、实验楼等31个项目；投入252.8万
元，配齐了餐桌椅、饮水设施和餐具消毒设施；投
入1033万元，用于全市农村中小学图书配置更新
等。2009年投入约5300万元用于中小学新建工程
和维修改造工程；投入452.3万元为城区初中、农
村初中、城区小学六年级配备了289套移动和固定
多媒体教学设备；投入27.65万元整修了395块黑
板；投入28万元配备了7间音美教室；投入350万
元为中小学配备了近 2000 台冷暖空调；投入
152.596万元为中小学教师配备了425台笔记本电

脑和台式电脑。今年，投入103万元为农村寄宿
制学校配备了2136套餐桌椅；投入370万元为
寄宿制学校配备了4646套学生用床等。

如今，学校环境以及师生工作、学习、生
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让更多的学子可以轻
松愉悦地学习……

培育“一校一特色”的育人理念
“以特色促均衡”的发展之路，在新郑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上，破浪前行。各学
校纷纷寻找特色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播下以

“一校一特色”为理念的种子。至此，新郑大
地上拉开了特色兴校的大帷幕，点燃了特色
学校建设的“燎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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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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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新郑成功举

办了“中国新郑少儿版画教育回顾及日本国儿童
版画新作展”活动，今年11月，新郑还将举办全国
首届“同根同源·共谱华章”少儿小版画作品展。

在城关乡三中，白居易诗词背得好可封“爵”称
“王”，该校所在的村庄恰是白居易的故乡，故形
成了以“白居易诗文朗读与鉴赏”为特色的学校。

辛店小学墨香怡人满校园的特色教育，把“以书
育人”、“写字无差生”定为办学树特色的工作目标。

新郑一中分校高举“激情教育”大旗，以“培
养激情学生、激情教师，打造激情课堂，构建激情
校园，全面激发师生积极、健康、向上的情感”为
宗旨，打造终生难忘的教育。

……
这些特色项目为新郑的特色学校建设增添了崭

新的亮点，为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容。

实施“导学法”素质型课堂教学
薛店镇一初中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热烈地

讨论，有时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老师只在

关键时刻点拨一下。一堂普通的课,学生们上
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各有收获。

“学生自己来感悟和归纳知识，学生不仅
印象深刻，而且提高了主动思考和探究的能
力，课堂效率也能大大提高。”该校校长说，课
堂上老师不再直接把知识转述给学生，而是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求知，用“导学”取
代过去“满堂灌”的课堂教学，这就是导学法。

为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教学效
率，该市组织部分任课教师，开展“导学法”课
堂教学模式培训班。导学法的核心就是，老师
的职能由传统教学中的“授”转变为“导”；学生
在学习上由传统的接受转变为自学。这在传
统教学中往往被忽视了。

随着“导学法”课堂教学模式在全市中小
学校的推广应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课堂教学
理念得到了更新，教学目标的重心从单纯的知
识传授转移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上。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本报记者 孙丽萍高凯尹春灵赵锡铭万斌王慧 通讯员 王华红文/图

在新郑市，有一支十年如一日
地坚持学生演奏升国旗的乐队，你
知道在哪儿吗？

新郑市郭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的全体师生会很自豪地告诉你：

“就在我们的学校。”在这里，每
周一的早晨，一个由 24 名学生组
成的乐队所奏的雄壮国歌声中，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由学生自
己来奏国歌升国旗，这在该校已
经“流行”了多年。为何不放音乐
而让学生们自己奏国歌呢？

原来，当素质教育改革之风吹
来时，怎样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成为摆
在学校面前的一个难题。考虑后，学
校决定大兴兴趣小组，该校这支演奏
国歌的乐队现在已经在新郑市小有
名气。“我们提供篮球队、美术小组、
乐器队等各种兴趣‘菜单’，就是为了

让学生在享受课余生活的同时，使他
们的兴趣特长得到发挥。”该校的一
位领导道出了举办兴趣小组的初衷。

乐队是学校里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而“坚持、拼搏、求知、进取”的
乒乓球文化精神也早已深入人心。
该校从校长到教师都能挥拍上阵。

会打乒乓球是郭店一中大多数教师
和学生的“绝活”。在参加上级组织
的活动中，乒乓球队可谓“战绩辉
煌”：连续十三年蝉联新郑市中学生
乒乓球比赛冠军，2009年代表新郑
市参加郑州市十运会，获男子团体
第四名、女子团体第三名。

我出兴趣菜单，任你随意来
“点餐”。在新郑市的校园里，
我们看到众多活跃的身影：跳皮
筋的、打篮球的、跳绳的、打羽
毛球的……

2009 年 10 月 26 日，新郑二中迎
来了她的百年华诞。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新郑二中有数百名学生考入
全国名牌重点大学。二中学子多次
取得新郑市、郑州市甚至是河南省的
高考状元。

优秀的教学成果与该校的素质
教育分不开的。该校在探索和实践
中，各学科教研组初步形成了自己富
有特色的教学模式：语文组的“设疑
——探究——迁移”、化学组的“导练
式”、数学组的“问题式”、政治组的“活
动——探究——发展”、地理组的“版
图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等。新郑二
中又以加入“全国中学教育科研联合

体理事学校”为契机，承办了全国教育
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课题《提高
课堂教学时效性的教学策略研究》，在
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五点
一线”课堂教学模式。

除此之外，新郑二中打造“书香
校园”，让师生多读书、读好书；开
放“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成立“电化教学”，使信息交
流更加方便畅通。该校还把素质
教育融入学生的生活当中，开展
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充分发挥
学生的聪明才智，展示学生的个
人才华，使学生通过活动受到教
育和熏陶。

兴趣菜单任你点餐
——记新郑市郭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素质教育硕果丰
——记新郑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