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小记者活动预告本期小记者活动预告

★11月 20日 9：30，小记者们将
到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参观采风。

地址：顺河路与城东路交叉口向
西200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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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帮您打造我们帮您打造
本报记者 李 杨

第三第三期期
小记者小记者采风活动获奖名单采风活动获奖名单

上周末，本报邀请
我市中小学语文名师对
参与采访活动的小记者
投稿进行现场点评，最
终评出优秀作品六篇，
作者分别是——

经三路小学三四班
孟玮炜，经三路小学五
四班梁思涵，兴华小学四五班贾冰慧，
经三路小学五二班王心怡，纬五路一小
三八班杨宇杰，经三路小学五二班冯
露。

育人重任 共同承担
在采访中，小记者们的家长普遍支持孩

子参加活动，他们认为小记者活动内容丰富
而有意义，让孩子牺牲一点补课的时间出去
实践一下是非常值得的，这既符合国家培养
创新人才的要求，也满足了家长培养孩子能
力的迫切需要。

“参与活动以来，孩子在自理能力、思维
能力上的变化都是看得到的。”黄河路一小马
俏楚的妈妈就非常支持小记者活动，每次采

访之前都指导她查阅参访对象的有关资料，
并精心设计采访提纲。

“不管是采访乒乓球队还是参观消防队，
每次活动他都非常喜欢，这些活动让孩子增
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了解了社会，对他的
一生成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互助路小
学郭浩博的家长郭先生感觉孩子在加入小记
者后长大了不少，不仅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看
法，就连在学习方面也变得思维开阔起来。
因此，只要有小记者活动，他不管工作再忙，
都会把孩子准时送到活动现场。

创办特色 我们支招
郑州日报校园记者站成立近 7 年来，先

后组织了近 900 次采访活动，并利用郑州日
报教育周刊、小记者周刊和校园记者网站为
校园记者发稿 15000 多篇，6000 余名小记者
从中获益。

为推动我市特色学校建设，本报将在我

市扶持一批中小学发展成小记者特色实验学
校，并借助媒体平台为其提供新闻支持。不
少业内人士表示很感兴趣，如何将学校办出
特色的确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在媒体的支持
下打造小记者特色学校，这不仅使学生受益，
对学校的形象也是个很好的宣传。

“郑州日报小记者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为
广大学生提供了大量交流采访的实践机会，
我们也正想主打这样一个品牌。”东风路小学
校长崔永丽告诉记者，新课改强调以学生为
本，只有关注学生个体的价值，服务于学生的
成长和全面发展，才能促进学校更好更快地
发展。

媒体支持 合作共赢
为了帮助学校打造小记者特色，郑州日

报将为其提供每年不少于 5 篇的新闻支持，
并利用郑州日报中原教育版对特色实验学校
的建设进行跟踪报道；郑州日报、郑州日报小

记者专刊也将对特色实验学校的小记者稿件
给予大力支持、优先刊发；特色实验学校可优
先参评郑州市教育局、郑州日报组织的年度
十佳校园记者站的评选。

有意打造小记者特色的学校，可选拔 5~
10名班主任作为校内小记者辅导员，郑州日
报派专人对其进行关于如何投稿、如何开展
小记者活动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协助学校在
校内发展小记者；学校可以在校内发展 200
名左右小记者，由郑州日报邀请全国知名专
家为小记者培训、讲课；特色实验学校的小记
者将优先被选拔参与采访省、市重大新闻活
动；郑州日报校园记者站组织的对外交流活
动，特色实验学校小记者也将优先参加。

郑州日报每年还将从学校的校内小记者
中选拔出若干名优秀者，晋升为郑州日报小
记者。校内的郑州日报小记者超过50人，郑
州日报与郑州市教育局还将联合为学校授予
小记者特色实验学校奖牌。

咨询电话：0371-67655572、67655500

很多班主任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
的孩子越来越难教育，而对于陇海西路
小学四（二）班的班主任郭英老师来说
这却不是难题。“真正的教育是启发寻
求自我教育的教育。”郭英老师深谙此
道，用“自我教育”的方式，教出了一批
又一批在别人看来总是那么听话而懂
事的学生。

主题活动带来成长
“对于孩子们来说，丰富多彩的活

动往往比生硬的说教更有效。”郭英告
诉记者，她经常利用“感恩教育”、“节约
从我做起”等主题队会的机会让孩子进
行自我教育。

去年国庆期间，班上就开展了“我
家的 60 年”活动，需要孩子在家搜集各
种能够反映时代变迁的物品进行集中
展示。郭英印象最深的是，除了一些旧
照片、老式服饰、鞋子等，还有学生带来

了爷爷珍藏的一块老手表，就连保存完
整的发票都带来了。通过活动，孩子们
在发现社会和自己生活变化的同时，也
增添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就连升国旗
都比以前认真了许多。

获益匪浅的课前十分钟
除了各种活动，郭英老师还经常利

用课前十分钟的时间和学生聊天。从
国家大事到热点新闻，从历史名人到哲
理小故事，学生们都非常爱听。

“孩子总是喜欢听故事，我就满足
他们，并想办法让他们从中悟出一些道
理来，让他们不断完善自己。”郭英认
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充分调动
学生的内在动力，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让学生自觉地进行自我督促，自我改
正，从而形成良好的品德行为。而自我
教育的前提条件是热情和愿望，无论是
活动还是故事，他们处于愉快的心理状

态，自然地接受教育，就会从中产生一
种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

与孩子朋友般相处
在日常生活中，郭英和同学们是无

话不谈的朋友。许多孩子有了小秘密，
总爱来找郭英说。

郭英告诉记者，关键就是要与他们
像朋友一样地位平等地沟通。即使在
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也不能急躁，要平心
静气地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让他们主
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知道该怎样努
力，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在处理同学们之间产生的小矛盾
时，郭英也有一个自己的妙招：“我总是
先不急于处理，而是让他们都冷静下来
分析一下自己做错了什么，并换位思
考，通常他们很快就自己解决了。”

本报记者 李 杨

本报讯 近日，金水区各学
校纷纷开展多种多样的主题中
队活动，展示学校养成教育取
得的各项成果。

记者在金燕小学看到，同
学们展示的创新游戏大比拼活
动，将童趣歌谣、安全知识、古
诗词融入到课间的游戏中，既
愉悦了身心又巩固了知识。在

工人第一新村小学，同学们以
小品、朗诵、三字经表演、拍手
歌等多种形式，阐述了“诚信做
人”的道理。纬三路小学通过
舞蹈、快板、小品等形式，展现
了学校文明礼仪的风采，体现
了文明礼仪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在学校的延伸。

文化路二小“我坚持我收

获”主题大队会上，邀请豫剧二
团的演员给孩子们带来精彩表
演，同时向孩子们诠释了只有
坚持才能取得成功。纬四路小
学通过小品、相声等活动教育
孩子们低碳生活离我们并不遥
远，随时随地我们每个人都能
成为环保的“低碳人”。黄河路
三小通过精彩的节目向大家宣

传“好习惯使人受益终身。”
在采访中，纬五路二小大

队辅导员李伟锋告诉记者：“学
校通过平时的潜移默化的班级
主题中队会、小游戏等让孩子
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给孩子
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张 震）

★11月 16日，惠济区教育体育局组织
惠济一中、东风路小学、老鸦陈中心小学等
学校的150多名“新三好”学生，来到黄河风
景名胜区，举行惠济区青少年“黄河文化”
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同学
们了解了黄河文明的源远流长，增强了同
学们作为炎黄子孙的荣耀感和责任感。

王新路

★11月 9日~11日，百花艺术小学举办
了首届学生语言风采大赛。比赛中，同学
们绘声绘色的表演、激情澎湃的演讲赢得
了在场师生和评委的阵阵掌声。 新 路

★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11 月 12 日，建新街小学举行了“预防校园
伤害，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自救自护安全知
识讲座。通过情景模拟、知识问答、急救演
练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一些自
护自救的知识和掌握一些应变逃生的技
能。 张 震

★南学街小学日前邀请心理专家为全
校师生作了一场《让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
心》报告会。通过这次活动，使学生们认识
到了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都要抱着一颗
感恩的心来对待身边的人。 郭在伟

★近日，郑州市文明办副主任薛土岭
到东风路小学检查指导“未成年人教育导
师制”导师辅导工作，并与学生们一起听讲
了科普教育导师团导师高云生、中州大学
环保教育导师团的大学生导师授课，对导
师们的授课内容与授课形式给予了充分肯
定。 王新路

11月 13日上午，郑州日报的小
记者们分成两组分别参观了华夏美
术馆和郑州交通展览馆。领略了艺术的
魅力，了解了郑州交通的发展史，小记者
们纷纷表示在参观过程中开了眼界，学
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今天，我们郑州日
报小记者团在老师的
带领下来到华夏美术
馆参观。

刚一进到美术馆，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屋
子的美术作品，让人目
不暇接。

我随着老师的解说
望 去 ，只 见 那 是 一 幅

《高峡出平湖》，是著名
美术大师谢瑞阶老师
所画的。据说他对黄
河有着十分充分的了
解，他能够画出黄河水
特有的颜色、质量、流
速及气势。谢瑞阶老
师画的黄河既有沸腾
咆哮的威猛，也有一泻
千里的辽阔，更重要的
是他有着黄河般的精
神，黄河水就像他心中
滚烫的热血——热爱
生活、热爱苍生、热爱
大自然……

参观谢瑞阶老师
的作品后，我们又参观

了陈发源老师的《牡丹
四条屏》。他画的牡丹
图 无 法 用 言 语 来 形
容。如果仔细观察，仿
佛可以看到那花瓣上
晶莹的露珠……

我印象最深的还
有袁汝波老师的美术作
品。我最喜欢的是《甜
甜酸酸秋葡萄》，画中是
一群穿着凉爽衣裳的孩
子们，仰起头，踮起脚
尖，去摘可口的葡萄，顽
皮极了；《童趣之老鹰抓
小鸡》是一群孩子在玩
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看
着看着，我仿佛听到了
画中那欢快的笑声。

时间过得真快，我
们 的 参 观 也 结 束 了 。
在华夏美术馆里，我不
仅观看了精美的美术
作品，还领略了让人叹
为观止的中原大地上
艺术的辉煌。

金燕小学校园记者
曹宁宁

星期六，我有幸参加了郑州日报举行的
小记者参观交通展览馆的活动，我们每个同
学都怀着兴奋与急切的心情等待着出发。

上午 10 点，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
了展览馆。首先吸引我们眼球的是秦始皇
陵铜马车，听讲解员讲它是秦始皇每次出行
时坐的马车。来到第二层，丰富的汽车模型
立即吸引了同学们，有福特 T 型车、奔驰一
号和奔驰二号等，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和谐
号火车、神舟七号。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会飞
的汽车，它是英国发明的，飞行距离可达

740 公里，最高时速是 185 公里，真让人
惊叹不已。

四楼的主题是路文化，在这里我了解了
柏油路、砂石路、水泥路的铺建过程。六楼
的主题是光荣与梦想，郑州交通突飞猛进的
变化也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位75岁的
孙爷爷，他给我们讲了他小时候的郑州，那时
候路都是土路，交通工具也很少。而现在，到
处都是高楼大厦，出门还都能坐上汽车。

参观结束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走出展
馆。今天真让我大开眼界，我盼望着再次参
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幸福路小学校园记者 朱婉颖

学校没有特色学校没有特色？？
自11月12日本报将借助自身媒体

平台在我市扶持一批中小学发展成小

记者特色实验学校的消息一经公布，立

刻在全市教育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种通过实践活动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和能力提高的方式获得了学校和家长

的一致认可。

金水区各校举行养成教育成果展

自我教育是最好的教育

11月12日，金水区丰产路小学的“阳光童乐
苑”迎来了第一批小主人，这是市政府专门为流
动儿童建立的活动之家。 张 震 摄

11月15日，郑州市第二十九中学举行了捐书
仪式暨民主评议学校活动，社会爱心人士、著名
慈善家杨洪伟先生（右）为学校捐助图书 3000余
册。管城区教体局党委书记陈俊杰（左）为杨洪
伟先生颁发了聘书，聘任杨洪伟先生为郑州市第
二十九中学名誉校长。 张 伟 摄

金水区新柳路小学、中原区航海西路小学、惠
济区南阳小学日前把“少林拳进课堂”活动作为能
体现学校特色的品牌活动，在全体师生当中开展
“传承武术精神，锻炼健康体魄活动。”郭在伟摄

近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设立心
理咨询室，由专业心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减
压、心理困惑疏导。 张 伟 摄

畅游华夏美术
领略中原笔墨

交通局采访记

小记者们在解说员的指引下参
观交通局展览馆

近日，我们郑州日报小记者
团一起去郑州市交通局采访。

郑州市交通局是一座现代
化的建筑，其中的展览馆展出
了一些古今中外的交通工具。
讲解员阿姨给我们一一讲解了
这些展览品。

在二楼，我们看到了一些

年代久远
的交通工
具 ，有 盛
气逼人的
天 子 驾

六，有设计奇特的蒸汽火车，还
有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还有
黄包车，这些仿佛让我们穿越
时空回到了过去。

在三楼，我们参观了先进
的交通工具，有现代汽车和航
天技术双剑合璧的飞行汽车，
有形态各异的概念跑车，还有

各个国家独具特色的巴士。四
楼展示了各色各样的交通指示
牌和各种交通系统的制服。还
有国内国外的大桥，有鸭绿江
大桥、郑州黄河大桥、伦敦塔
桥、苏通大桥，这些壮观的大桥
让我们了解了桥的知识。

最后，我们来到了顶楼，这
里是一个“日记本”，记载了中
国交通发展的历史，从公元前
17 世纪到 2007 年所有交通重
大变化。

最后，75 岁高龄的孙爷爷

给我们讲了以前郑州交通状
况，他说刚解放时，郑州市只有
二七塔那里有路，可到了现在，
郑州的交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
变化。他讲解的时候神情激
动，就是他们，我们的老前辈，
给我们创造了这一切。

参观回来以后，我思索了
很久。现在交通发达了，这些
都是我们的老前辈辛勤劳动的
结果。如今我们要担起重任，
打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伊河路小学校园记者 徐子昂

有意义的一天

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日前开展了家长开
放日活动。 张 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