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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他们究竟能给孩子什
么？是爱，但这不够，他们认为，除了

“爱”，还必须用专业的教育方法给孩
子们一个未来。面对这些特殊的学
生，学校倡导“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的精神，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
供适合其特点的教育服务，将自理能
力、生活能力等渗透在教育环节中，
以达到孩子们在走向社会时能够生
活自理、适应社会、自食其力。“我们
准备设置保洁室、家政室、模拟超市
等，让孩子们学会擦玻璃、扫地、买东
西等这些简单的事情，这些将有助于
他们走向社会。”该校校长说，经过前
期的调研，保洁室、家政室、模拟超市
不久即将投入使用。

同时，学校加强学生业务素质的
提高，更新特殊教育理念，先后派出张
培红、苏利红、朱莉娜等教师参加“国
培”特殊教育语言康复培训、聋校教师
律动课教学培训、特殊教育学校课程

设置交流研讨等活动，学到了很多特
殊教育教学方法，为学校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特殊教育学校的许多老师从一毕
业就在这里工作，一干十几年、几十
年。“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干好。”苏利红
老师说，因为这些孩子迫切需要自己，
因为肩负着改变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
义无反顾地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他
们的年华在时光中流逝，而学生们却从
他们这里获得了成长的力量。多年来，
在学校老师的努力下，该校成绩斐然。
在 2010 年、2011 年河南省教育技能大
赛、郑州市优质课比赛活动中，先后荣
获省、市一、二等奖。2011年，被省教育
厅、民政厅联合授予河南省特殊教育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并评为郑州市康复工
作先进单位。一朵朵荣誉之花的悄然
绽放，见证着新郑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发
展历史，也倾注着校长和老师们的点滴
心血。

中秋月圆日，亲人团聚时。然而，在
农村，一头是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对子女
的牵挂，一头是在校读书的孩子对父母
的思念，而且每逢中秋情更浓。对于留
守儿童而言，他们当中大多数的父母无
法回家团聚，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团圆梦。

“我想爸爸妈妈，中秋节，想和爸爸
妈妈一起过！”中秋节前夕，当记者见到
范欣雨时，这个腼腆的小姑娘低声地说
出了心声。

范欣雨是观音寺镇南场小学的一名
留守儿童。对于中秋团聚，这个小姑娘没
有太多的记忆，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平时
很少回家，她只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和父母沟通的唯一工具就是打电话。

南场小学负责人杨留仓告诉记者，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很重要。“这些孩子们
父母不在身边，相对敏感，再加之学习或
者与同学交往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不
及时进行疏导关爱，会影响以后的学习
生活。”

观音寺镇中心校借“双节”之际，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了“明月寄情，夸夸我的
爸爸妈妈”手抄报、儿童画展示、我心中
你最美——夸夸我的老师“妈妈”等一系
列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手抄报、儿童画展示，让他们道出了
平时说不出口的思念；在班级的主题队会
上，孩子们用深情的话语，细数着平时生
活中老师的点滴关爱，与“老师妈妈”紧紧
相拥……南场小学的王菲在手抄报里说：

“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虽然你们不在

家，但是我有更疼爱我的老师妈妈。”
观音寺镇中心校负责人介绍，留守

儿童多的学校还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
不仅有专门的学习场所，还专门设立心
理咨询室、亲情交流室、文体活动室等，
孩子们还可以在辅导老师的带领下看
书、下棋、打乒乓球、做游戏等。另外，还
配备有空调、电视机、电脑、投影仪、打印
机、桌椅等，可以满足孩子们生活和学习
中的各类需求。

“很多高校、志愿者、社会团体以及
企事业单位纷纷献出爱心，利用节假日
或者适当的时间来学校开展活动，让孩
子们感受爱的温暖，他们的成长会越来
越快乐健康。”南场小学负责人杨留仓
介绍。

中秋节 留守儿童的团圆梦
本报记者 刘冬 沈磊 文/图

4所成人学校入选
全国首批“县级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为了推动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的健

康发展，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于今年启
动了共建“县级工作站”工作。近日，经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
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审核，首批 86个“县级工作站”获准建立，
新郑市4所成人学校成为我省目前仅有的4个入选单位。

“县级工作站”计划，是中国成协农村委为推进农村成人教
育工作健康发展，于今年4月份启动的工作项目。目前，经中国
成协农村委批准设立的县级工作站共有86个，新郑市城关乡成
人学校、和庄镇成人学校、梨河镇成人学校、孟庄镇成人学校等
4所学校进入第一批县级工作站行列。中国成协农村委还将继
续开展这项工作，计划在全国选择 300所农村成人学校为县级
工作站。

实验幼儿园：家长志愿护园
本报讯（记者刘冬）新学期伊始，实验幼儿园与家长互动，建立

“爱心家长志愿者护园岗”，保证了每一名幼儿的人身安全零事故。
在每个学期初，该幼儿园都会向家长明确家长行为规范，并

同家长签订协议书，请家长自觉遵守幼儿园的规章制度。本学
期，实验幼儿园形成了一个“校园保安——值班教师——家长志
愿者”为一体的幼儿安保体系。每天接送幼儿时，家长志愿者从
幼儿园门口到中华路上一列两行，维持家长和交通秩序，不但保
证了每位幼儿的安全，而且使消防通道畅通无阻，确保全园
1000多名幼儿在15分钟内顺利接完。

观音寺镇唐庄小学：弘扬真善美
本报讯（记者尹春灵通讯员 董向歌）近日，观音寺镇唐庄小

学结合实际，科学计划，积极有效推进“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活动。
学校高度重视这一活动，一大早利用升国旗时间，集中对学

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各班充分利用黑板报、宣传
栏、标语等阵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营造
氛围，激发广大师生的参与热情。同时，利用班班通，观看“我们
的价值观”主题公益广告，围绕“我们的价值观”开展热烈讨论，
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

此次“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教育活动，寓教于乐，掀起了该校
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为更好地传递正能量、
弘扬真善美打下坚实的基础。

市直中学：推进“四环”现代课堂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新学期，市直中学大力推进“四

环”现代课堂建设，走学生素质发展之路，为学生个性成长奠基，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据介绍，“四环”现代课堂分别为：自疑自探、学组合作、展示
交流、反馈总结等四个环节，主要是为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激发学习兴趣，
掌握学习规律和重点。

该校“四环”现代课堂是按照“两研四备”教研程序设计《导
学稿》，在“四环六步”课堂模式的基础上，经过全校师生多年来
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的。

外国语小学：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张艳红）沐浴阳光，充满了新学

期的希望；再起秋风，吹拂着跳动的心房。9月5日，新郑市外国
语小学又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

典礼上，该校校长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向同学们阐述有梦想就
要行动的人生道理，指导学生践行“八个坚持”，还为优秀教师颁发
了荣誉证书，为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特长生等颁发了奖状。

在热烈的掌声中，600多名一年级新生带着喜悦和激动，走
上主席台，参加了新生入学礼。为了开启学生们的读书旅程，该
校精心准备了适合一年级学生阅读的“启蒙书”。

高考改革方案出台
河南省考生将成为直接受益者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9月 4日
出台，备受关注的高考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

高中不分文理科、外语一年两考、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
分、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
点高校人数……一系列新规引发各界关注，改革方案有利于培
养多样化高素质人才，对人口大省河南更是利好消息。

不分文理科知识更全面
高考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高考中语文、数学、外语
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
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外语一年两考意味机会增多
改革方案明确，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取两次考试中

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入高考总分。
考试次数的增加意味着机会的增多，平时学习和考试的压

力也会减少一些。一位刘姓老师认为，外语一年多次考试是一
种很好的思路，可以借鉴托福、雅思的考试方式，学生可以参加
多次考试，直至考出满意成绩。

河南省将有更多学子上大学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但不是高等教育强省。以2012年为例，

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河南的2.26倍；而北京考生7.3万，
河南考生80.5万人，河南考生人数是北京考生人数的11倍还多。

改革方案提出，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
部属高校要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合理确定分省招生
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

高考改革方案更趋公平
高考改革方案体现了更多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比如方案提

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农村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受
教育资源的制约，学生不大容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目前实施的
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地方农村专项招生计划
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时，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也是教
育公平的体现。 本报记者 刘冬 高凯 整理

感恩老师
一棵小草因为对春雨的感恩，所以它拥有了

绚烂的花朵；一株幼苗因为对阳光的感恩，所以它
拥有了甜美的果实；一只小鸟因为对天空的感恩，
所它拥有了翱翔的翅膀；一颗心灵因为对爱的感
恩，所以它拥有了钻石般的灿烂光芒。我感恩我
的老师，因为老师打开智慧的大门，让我在知识的
海洋里遨游。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浓浓的师爱一
直伴随左右。

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对学校的一切都感
到陌生。由于这个原因，在课堂上，我就是知道问
题的答案，也总是犹犹豫豫不敢举手。您也许觉察
到了，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似乎在说：“高艳丽，
别害怕。鼓起勇气试一试。即使答错也没关系。”是
您温柔的目光，让我增加勇气。我立刻举起手回
答，虽然答得不怎么理想，但您还是微笑着表扬了
我。正因为有这第一次，使我增加了胆量，久而久
之，我在课堂上养成了积极举手发言的好习惯。

当您发现我生病时，您一个劲儿地问我有没
有难受，要不要去医院……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来
上学时，您还关心地问我，身体好些了吗？是您对
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
幼小的心田，让我感受到第二份亲情，望着您，我
真想说：“谢谢您，老师。”

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您并没有大声呵斥我，而
是轻声细语地问清了事情的缘由，帮我排忧解
难。您是非分明，从来都不平白无故地批评人。

当我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您在
班上表扬了我，还带头鼓起掌。要知道，老师，是
因为您这小小的掌声，我在学习的道路上又增添
了一份信心，让我明确了奋斗的目标。

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我遇到了什么，总会想
起您鼓励我的话语。您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深
似大海，高如蓝天。老师，在我的眼里您是神奇
的。我终于明白“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的道理。因为您所从事的事业是默默地奉献
和无私的牺牲。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您，我的老
师！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能够为您做些什
么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我想，我能够做的，就
是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去报答您，绝不应该辜负您
对我的期望！

让我们一起对自己的老师说一声：“谢谢您，
我们爱您！”

观音寺镇王行庄小学 高艳丽

昨日，是第 30
个教师节，我们向
天下所有的老师致
敬，并真诚地道一
声：老师，您辛苦
了。本期，我们把
更多的镜头和目光
聚焦特殊教育上。

特殊教育学校
的孩子们也是祖国
的花朵，也想像周
围的花骨朵一样迎
风绽放，但这需要
“园丁”们更多的关
爱和呵护。伸出温
暖的双手，给爱插
上翅膀。新郑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们用专业的知识精
心教育，他们相信
只要有耐心、恒心、
爱心，就会倾听到
花开的声音，就会
欣赏到化茧成蝶后
的美丽飞翔。

新郑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多
为智力障碍学生，还有部分聋哑学
生，总共 69 人。虽然数目不多，但
是却让老师们整天忙得团团转。

为了照顾学生，白天老师们上
课，晚上轮流值班。帮助学生整理
床铺、穿脱衣裤，处理学生疾病发作和
争吵等问题；逐步扭转学生不良的生

活习惯；将简单的动作分解成若干个
步骤，使孩子们容易掌握……每天面
对这些烦琐而细碎的活儿，老师们练
就了耐心、细心的品格。

白天的日子还好过，但是晚上值
班却很难熬。孩子们不睡，老师就

无法睡觉。每当过周末时，老师们
都会将需要乘车回家的学生送到公
交车上，并立刻给家长们打电话说
出车牌号、坐车时间、预计到家时
间，让家长们能够及时了解到孩子
的信息。

有时候，老师们也会感到无
助。面对学习困难、心理问题等“多
样化”的难题，老师们得用各种方法
解决。有时候一个知识点，老师反
复地教导，但是他们都无法理解，老
师会感到很无奈、很伤心，唯有沉下
心，换个方法，不知经过多少次耐心
地讲解，他们才会理解。

“你的进步，就是我的快乐”
由于对象的特殊性，老师们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

但耐心、恒心、爱心总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聋班四年级
的朱莉娜老师说：“孩子们的表达方式很直接。爱你，下课
时，他们会跑过去抱抱你，亲亲你。”

培智二年级的王书芳老师就有这样让她难以忘怀的事
情：有一年春节，辛店镇大槐树村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路
上看到她后，着急对她说话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情急之下，
他跑到家中拿了一个苹果递给她，断断续续地说：“老……
师……老……师……吃……吃。”现在想起来，王书芳心中
还是有说不出的感动。学校老师忘不了学生父母含着泪花
对他们表达感激之情，也忘不了每次教师节时，孩子们拿出
自制的卡片送给他们，自发地对他们说：“老师，辛苦了！”那
一刻，老师们是幸福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欣慰。

“这些孩子们发育迟缓，或是沟通有困难，很简单的概
念、很简单的动作，对于他们来说都很困难。”聋班六年级的
苏利红老师说，孩子们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的锻炼与练习。系鞋带、扣纽扣，听懂话……这都是老师眼
中的进步。看到孩子们的进步，老师心中就会油然升腾起
一种自豪感，这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

“为你们付出，是值得的”

“用我的努力，指引你的未来”

留守儿童有了老师的关爱而不再孤单。

校园风采

教育资讯

近日，市直小学举
行“放飞梦想 幸福起
航”一年级新生入学仪
式，在家长的陪伴下，
小朋友们按下了见证
成长的七彩手印。

本报记者 刘冬
通讯员 王玉玲 摄

教师节前夕，学生们用精彩的舞蹈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本报记者 沈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