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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外国语小学美术组的老师一直
在紧锣密鼓地绘制彩虹墙。彩虹墙精心设
计了七大板块，每一个板块都围绕着一个主
题选择合适的故事绘制而成。彩虹墙将作
为学校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在“六一”儿童节
前完成。

本报记者 刘冬 通讯员 赵艳红摄

又到“六一”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的节日，快乐是我们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孩子的快乐与礼物的档次
无关，与红包的大小无关，与连衣裙的款式无
关，与平板电脑的画面无关……

近日，记者来到学校和孩子家中采访，听
听他们的儿童节愿望。

让妈妈也过一个儿童节
李烨琪是黄水路小学一年级五班的学生，

尽管很期待“六一”儿童节了，可当问起有什么
愿望时，她却像个小大人似的想了一会儿。

“因为我平时不缺吃不缺穿，想要什么玩
具，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买。周末了，爸爸妈妈
还会挤出时间带我去爬山、游公园，我真的是
很幸福！”李烨琪满脸笑容，不过小脑袋一转，
就有了个特别的心愿。

她说，以前问妈妈小时候是怎么过儿童节
时，妈妈告诉她，小时生活在农村，“六一”的时
候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家里大人都忙着地里的
农活，根本就没有过儿童节的意识，反而要帮
大人们分担点家务。

“妈妈从没过过儿童节，却让我的生活每
天都跟过节一样幸福。因此我决定，这次我要给
妈妈过个‘六一’儿童节，让她快乐！”李烨琪的
心愿让一旁的妈妈王钰感动不已。

“孩子的话让我觉得她长大了，有思想
了。其实我不奢求什么，只要孩子能健康快乐
地成长就是我莫大的欣慰。”王钰说，孩子的
健康成长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更需要老师
的谆谆教诲，同时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
的熏陶。她相信只要共同努力，遵循孩子的

成长规律正确引导和指导，每个孩子都会
健康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想随时随地听到爸妈的声音
晴晴（化名），12岁，是新郑市八千乡梅河

小学的一名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平
时晴晴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
没有同龄人该有的天真烂漫，一直抬头看着对
面的墙。记者寻着晴晴的目光看去，墙上挂着
一个破旧的相框，但相框的玻璃却洁净照人，

显然是平时被人无数次擦拭过。
记者指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问晴晴照片中

抱着孩子的男女是谁。晴晴眉头微微一皱，没
有说话，嘴角颤动了几下，小声地说：“我爸、我
妈，另一个是四岁的我。”还没等记者开口，晴
晴又指着其他几张照片继续说：“这个是两岁
的，这个是五岁的，那是三岁的。”“怎么都是些
小时候的照片？”记者问晴晴，她此时又恢复了
沉默。原来，从她记事起，父母就开始每年外

出打工，一年能见上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晴晴的奶奶告诉记者，由于与父母见面机

会少，晴晴对父母已经明显生疏了很多。去年
父母回来的时候，晴晴表现得像个陌生人。但
即便如此，在记者问她，爸妈在家好还是不在
家好时，她还是说：“在家好，在家就不用那么
想他们了。”说完眼睛已经涌出了泪水，而在一
旁的奶奶显得很尴尬，奶奶清楚地知道，有一
种爱是她给不了的。

被问及“六一”节如何过，喜欢什么样的礼
物时，晴晴一脸茫然地看着记者。在她记忆里，
从没有在“六一”收到礼物的习惯。想了半天
后，她说，想要一部电话，这样就能够随时随地
听到爸妈的声音了。

希望爸爸妈妈能一起陪她买书
悦悦（化名）是新华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在

记者采访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小姑娘有
点不一样。她很少说话，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
表情。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女
孩原来是一位单亲家庭的孩子。悦悦告诉记
者，自从爸爸妈妈离婚之后她就和爸爸住在一
起，妈妈很少来看她，一共只陪她去过两次书
店。爸爸是做生意的，非常忙，基本没有时间
陪她去书店。说起这里，悦悦的眼睛里泛起淡
淡的泪光。

她说，每次她都好想妈妈过来看她，然后
带她去买书。她记得妈妈跟她说要好好学习，
成绩好就可以去看她，可是盼呀盼的，就是没
看到妈妈的人。

她希望“六一”儿童节妈妈能陪她去买书，
最好是爸爸也一起，那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小
朋友一样开心地过一天。

儿童节听听孩子的愿望
本报记者 刘冬 尹春灵 实习生 周颖

人们都说，老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马
土山这位“工程师”已经在教育战线奋战了 40
余年。桃李芬芳的背后，是他一生的辛勤耕
耘。自 1973 年扎根郭店镇农村小学，他便像

“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一样，看似默默无闻，
但却用师德滋润无数学子。

初出茅庐，还是“生瓜蛋”的他凭着学来的
理论知识就接手了毕业班教学工作。“真正接
触到教学实际，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马土山
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上课时，课堂秩序不好，十
分影响教学进度，当时他就把自己上学时老师
的方法移植过来，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静”字。可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课堂秩
序依旧没有改善。这次事件让他明白了一个
道理，做事不能死搬硬套，原来的教学方法早
已不适应于现在的教学。后来他向有经验的
老教师请教，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在学生
管理方面有了自己的独特方法，慢慢的自己工

作也有了起色。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校

越来越多地引进先进的教育教学设施，老师也
需要迎头赶上。因为个人年龄偏大，对新事物
的接受相对较慢，马土山只能“笨鸟先飞”，积
极参加各种培训，在培训中他总是到得早，走
得晚，不懂就问。

“几十年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一直认为师
德是最重要的。”马土山说，在平时要求学生遵

守纪律的同时，也把学生德育工作放在首位。
工作中既教书又育人，言传身教，事事处处做
学生的榜样和楷模。每天提前上班整理好班
务，备好课；放学后等学生全部离校后再批改
作业，总结一天来的收获和教训。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

每当在困难与挫折中无力抽身时，他总会
想起那件让他记忆犹新的事。那是一个冬天的
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早起上班，可因为道路结

冰，连人带车滑到路边沟里，饭盒里的午饭也洒
了一地。“当时坐在冰天雪地里，揉着摔疼的双
腿，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来。”想想自己为什么
要起早贪黑这么辛苦。可抬头看天色大亮，想
到学校那几十双渴望的眼睛，也顾不上疼痛，推
起自行车，马土山毅然向学校走去……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在马土山的影响下，
他所带的班级差不多年年都被学校评为先进
班级，学生思想道德觉悟高，学习积极性高，每
次统考成绩都在全镇名列前茅。“作为一名老
师，学生的成绩、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我十
分地骄傲与自豪。”

马土山说，想到如今教过的学生一批批离
开了校园，走向了建设祖国的岗位，在不同的
岗位上发光发热，他就由衷感到欣慰，感到自
己的付出有了收获。虽然即将退休，可马土山
没有丝毫放松心理和惰性，并且主动要求把本
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到底，站好最后一班岗！

辛勤耕耘桃李芬芳
——记新郑市郭店镇回民完全小学教师马土山

本报记者 刘冬 实习生 周颖

法制电影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万曦伟）近

日，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和新郑市人民检察院联合
进行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
法制电影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向全市中小学校推荐观看河南省检
察院精心制作的法制微电影《心桥》，结合各学段
学生的法律知识及综合认知基础，青少年服务中
心分别向小学、初中段学生推荐《为了明天》、《青
涩记忆》、《激情辩护》、《法官妈妈》，向高中段学生
推荐《我的1919》、《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东京审
判》等共七部优秀法制题材电影。全市各中小学
校充分利用班班通等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教育教
学手段，组织学生有选择性地集中观看了法制电
影，全市共60000余名在校学生参与了活动，接受
了生动的法制教育。

为将活动不断推向深入，巩固活动效果，该市
将继续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法制电影观后感
（影评）征评活动，经过班级、学校、乡镇、全市等层
层选评，最终将评选出的优秀学生作品在全市进
行公开展评，为全市师生学法、用法及交流搭建平
台。目前，学生作品正在征集中。

新郑一中：

增强学生法制观念
本报讯（记者尹春玲通讯员赵新峰）近日，新

郑市第一中学举行法制教育报告会，进一步增强学
生的法制观念，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

报告会上，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院郝利苹教授作了“我国法律中的年龄规
定”的主题报告，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讲解了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危害性，剖析了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心理，并结合青少年学生的性格、心理
及身体特点，向大家传授了如何更好地避免由
于意气用事而冲动犯罪、如何慎重交友、如何
在具体的危险境况下保护生命安全等知识。

实验小学：

丰富教师业余生活
本报讯（记者 刘冬）近日，实验小学 2014

年教职工广场舞、健美操比赛激情上演，来自
该校的 16个业务组代表队的教师们在赛场上
一决高下，比比“谁的青春最激情，赛赛谁的魅
力更独特”。

比赛中，各个代表队的教师精神饱满、神
采飞扬，动作优美舒展，队列造型变化有序，给
现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充分
展示了新时代教师的时尚风采。

据悉，新郑市实验小学非常注重丰富教职
工的业余生活，全面实施了教师健康工程，组
织教职工篮球赛、乒乓球赛、健美操比赛、文艺
会演等，极大提升了教职工的凝聚力，确保了
教师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为学校注入了蓬勃的
活力。如今，“我运动，我健康”已成为广大教
师的行动口号。

梨园小学：

快乐英语提升学习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通讯员 冯丹丹）为了

培养学生们学习英语的兴趣，5月21日，新村镇
梨园小学三年级举行了“快乐英语，展示自我”
为主题的英语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
与，有故事表演、歌曲、情景剧、课文朗诵等多
种形式。该校负责人介绍说：“举办此次活动，
让孩子们沉浸在学习英语的快乐中，共同分
享，展示了孩子们学习英语的骄傲。以后要多
举行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愿意学，乐意学。”

市直小学：

亲子共读交流经验
本报讯（记者尹春灵高凯通讯员张迎丽）

近日，市直小学二二班举办了一场“亲子共读《时代
广场的蟋蟀》”经验交流会。与以往不同的是，全班
55名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参加了这次交流会。

交流会上，家长和孩子们展示交流了自己
的读书心得；通过阅读小游戏、猜猜我喜欢的
人物是谁、小剧场等活动展示了家长和孩子们
对《时代广场的蟋蟀》的理解与感受。

一位家长代表告诉记者：“这样的活动有
助于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提高，希望学校能够多
举行几次，坚持下去。”

校园动态

考前焦虑症 专家开处方
距离高考只剩十天的时间了，考生进

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考前焦虑症”进入高
发期，这些患者不仅仅为考生，还包括不少
家长。如何缓解过度焦虑的情绪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

专家介绍，考生的压力不外乎来自三个
方面：自己内心的、家长的、老师和学校的。
高考焦虑分为考前预期焦虑和考场焦虑，考
生常表现为心理、生理症状，包括失眠、头晕、
头痛、胸闷、心悸、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
退、食欲差、胃肠不适、便秘、腹泻、胸闷、心
悸、尿频、睡后易醒、嗜睡、全身无力、习惯性
情绪低落等。通常会在考试过后压力疏解
的情况下缓解。

专家表示，家长应理性地看待孩子的分
数问题并且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家长应
做到五要五不要。五要是：1.要情绪稳定。
家长心情放松，有利于孩子的良好心态。2.
要情绪愉快。家长充满信心，有利于孩子的
自信。3.告诉孩子尽力就是最好的，有利于
孩子减轻压力。4.做好饮食卫生，保证孩子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参加考试。5.帮助孩子
准备好考试用品、去考场的路线，减轻孩子
的负担。五不要：1.不要为孩子定考试分
数。2.不规定孩子考什么学校。3.不要每天
询问学得怎样了。4.不要为孩子准备各种
食品或过剩的营养，以免形成更大的压力。
5.不要让孩子挤压睡眠的时间学习。

专家表示，压力无所不在，每天可见，面
对压力不能回避，也不能视而不见，要正确
对待，应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认知能力、应
对方式和生活态度，做到合理地宣泄紧张情
绪及压力，把压力减小到最低限度，以保证
自我的心身健康。

专家支招：
积极地自我暗示。当自己有焦虑情绪

时，给自己强有力的自我暗示，如“我能行”、
“我一定能够成功”等，这样可以增加自信，
克服焦虑。

适量运动。研究表明，运动可以消除一
些导致焦虑的化学物质，使精神放松，心情
愉悦。当你感到焦虑时，索性什么都不要去
想，去跑跑步、打打球或者游泳等，能有效缓
解焦虑的情绪。

做最感兴趣的事情。人们在做自己感
兴趣事情的时候，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入
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当焦虑来袭
时，放下课本儿，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如唱
歌、听音乐、看电视等，当你做完这些事情的
时候，你的烦恼焦虑早就无影无踪了。

情感宣泄。情感宣泄是缓解压力、保持
心理平衡的重要手段。可以把紧张、焦虑讲
给亲人或朋友，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调整，或
者找一个适宜的地方，放声大哭或大笑，以
宣泄自己内心的忧郁。

如果在考场中出现焦虑情绪时，可以试
试以下自我缓解的方法：

深呼吸：考生可以坐着，首先要缓慢地
吸气，然后停住几秒，再吐气，这样多反复
几次。

按摩：可以用右手的大拇指顺时针按摩
左手的内关穴，每回多次，能起到调节情绪
的功能。

全身肌肉放松法：闭上眼睛，心里默念
身体需要放松的部位，同时用心去感受放松
的感觉。

本报记者 赵聪聪 高凯 整理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当好这个老师不简单，那么去到
学校“客串”下真正的“老师”，家
长们能胜任吗？还是让我们一起
问问新郑市梨河镇第一幼儿园的

“家长助教团”吧。
“不好当！站在讲堂上腿都是

抖的……”“长见识了，取真经了，
我对教育孩子成才更有信心了！”

“助教第一天回去，我们家里就开
了 家 庭 会 议 ，好 好 研 讨 了 一
番。”……答案虽然五花八门，但是
记者注意到每个参与助教的家长

脸上都是跃跃欲试和信心十足的
表情。

助教，都参与那些工作呢？
帮孩子倒牛奶，入厕时给孩子整
理衣服，跟孩子们一起做操，给孩
子们讲故事，中午帮孩子们盛饭，
哄孩子睡觉，整理床铺……“看似

和在家里带孩子的内容没什么区
别，但在学校的时候少了一些随
意，多了一些尊重，就是这看似小
小的心态上的改变，为我和孩子
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打开了一扇全
新的大门。”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家长助教进课堂活动，让家

长根据自己的意愿自愿报名来当
保育员或者教师，利用自己业余
时间，协助老师一起，组织孩子的
活动，角色的转变让家长觉得新
鲜不已，参与的成就感也让家长
愿意和老师一起探寻最适合孩子
的教育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
家长助教活动，让家长了解自己
的孩子在幼儿园生活学习的真实
状态，更多了一分放心，多了一分
信任，也感受到了老师实际工作
的烦琐与辛苦，更多了一分了解，
多了一分尊重。

5月23日，新郑市新村镇云湾幼儿园的小朋友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美好未来，
迎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家长客串“老师”
本报记者 陈扬 通讯员 王丽亚

5月22日，新郑一中高三学生在复
习功课。高考复习进入关键阶段，学生
们查漏补缺，进行最后冲刺。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