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好教育追梦人

栏目记者 周娟 李杨

《美好教育追梦人》栏目，带您走近众多一线教师，看
他们如何带着美好的教育梦想，紧跟时代砥砺前行，担当
责任奋发有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撑
起教育的蓝天。如果您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追梦人，或者
您身边有这样一位师者，欢迎自荐或推荐。邮箱：
zzjyz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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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小学
艺术课程润心田

日前，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教师社团为老师们准备
了一节“秋叶的艺术”课程。本次课程由该校美术教研
组老师高雅讲授。她带领大家领略秋叶的诗情画意、欣
赏银杏叶的结构、创作银杏叶作品，又从制作步骤、构造
形状等方面为老师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老师们在优
美的音乐声中开始动手制作，一朵朵“黄金玫瑰”、一只
只“小蝴蝶”展现出来。本次活动不仅让老师们学到了不
少手工制作的技巧，也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了秋意的美好。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和家长
反馈学生情况、组织考试、成绩分
析……作为一名班主任，除了日常
教学以外，每天都要做大量深入细
致的工作。袁金瑞总能在有限的
时间内，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袁金瑞现在带的班，曾经是全
校出了名的难管班，去年，她“临危
受命”，接手了这个班。从了解每
一个孩子开始，她坚持 21天习惯
养成法则，争取家长最大限度的支
持，共促孩子成长。

为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她和
学生一起制定个人量化积分考评
政策，设立组长问责制，每个月根
据积分评出月班级明星，期末根据
个人量化总积分进行发奖。还根
据个人表现评纪律之星、班级贡献
奖、学习进步生等。她让孩子们明
白，只要努力，就有回报。

每天，她都会通过微信群对全
体家长进行班级纪律、卫生、学习、
出勤等情况反馈，特殊情况还会单
独和家长发短信或电话沟通，约家
长到校和老师、和孩子面对面沟
通，邀家长到校陪读。每天，她都
是这样不厌其烦，“即使家长烦了，
我也不烦。”袁金瑞说，只有家庭
教育与学校教育步调一致、相互补
充、形成合力，教育才能成功。在
不断的反馈中，她想让家长明白，
老师都没有放弃你的孩子，你有什

么理由放弃？
短短一个月时间，班级就发生

了很大变化，上课认真听讲的孩子
越来越多，捣乱、无视课堂纪律的
学生越来越少。现在，无论袁金瑞
在与不在，班级各项工作都会井然
有序、有条不紊地开展。在袁金瑞
的影响下，学生也都养成了做事不
拖延的习惯，麻利儿的班风更是赢
得了全体任课老师的好评。“袁老
师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到了尽善尽
美。”身边的同事惊讶于她高效的
执行力，纷纷向她取经。

工作中严格自律、精益求精的
袁金瑞，在生活中，又有着阳光、多
彩、精致的一面，她喜欢把家收拾
得温馨整洁，她喜欢烘焙、美食、阅
读……充满追求的她总能感染身
边的人。课间，她经常和学生分享
阅读感悟，聊生活感悟，袁金瑞笑
说，班主任的威严不妨碍和学生之
间如朋友般亲密。

“真正投入到当下的事情中，
就能感受到无穷的乐趣。”无论工
作还是生活，袁金瑞总是元气满
满，精力充沛。她说，好好工作，好
好生活，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才能把快乐带给学生。

跳跃、接球、用力挥拍……在二七区人和路
小学“和风”网球社团，学生一气呵成的动作，漂
亮流畅。

为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2010 年，刚刚建校的人和路小学就把
网球社团列为提升孩子各方面素质的一项课
程。学校将网球课程融入课堂，每周每班举行
一次网球教学。另外，学校定期开展“和风杯”
校园网球大赛，举办具有网球特色的校园运动
会、趣味运动会，培养孩子兴趣；建设标准化网
球场地——“和风网球场”，聘请专业教练进行
教学，提升学生网球技能。

“我很喜欢网球，几乎每天下午课余时间都
会在学校配备的网球训练场地练习。”一名四年
级的网球社团学生说，现在自己掌握了很多网
球技巧，经常和大家切磋球技。

人和路小学在精铸“和·乐”教育品牌的同
时，积极营造校园网球氛围，人人参与，真正做
到网球特色育人。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情
况，设置了合适的网球教学内容，比如低年级学
生主要是短式网球运动，从普及网球的规则知
识、网球文化及礼仪等开始教学，并融入趣味性
练习，在轻松的玩乐中，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合
作学习。该校网球社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这项特色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一门终身受益
的科学训练方法。

网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小网球手肆意跳跃、
奔跑；网球场外，家长为学生加油鼓劲，争当网
球社团志愿者，为参赛者提供服务。在学校、师
生、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和风”网球社团收获累
累硕果，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特色学校、
河南省网球传统项目校、郑州市体育人才（网
球）训练基地，该校小网球手也参加了市级、省
级、国家级等多项网球比赛，赢得了河南首届校
园网球锦标赛小学组甲组团体冠军、河南省第
十一届短式网球赛冠军、郑州市第七届短式网
球比赛冠军诸多亮眼成绩，学校网球运动氛围
愈加浓厚。

惩戒有法度惩戒有法度
育人有温度育人有温度

本报记者 周娟

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
（以下称“意见稿”），对中小学教师可行使的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和
不可进行的惩戒措施，拟定了详细要求。意见稿中不仅明确了教师可行使的
惩戒权利，同时也指出了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惩戒时，不可采取的行为。

意见稿一出，引发了各方的热烈讨论。意见稿明确了惩戒权，让老师在
教学工作中对犯错误的学生进行教育时有据可依。采访中，各方也纷纷表
示，教育是有温度的事业，惩戒不是目的，科学、适度的“小惩大戒”，才会成
为学生进步的动力，充满教育智慧的戒尺，也更有回响。

在孩子们心中，梁鹏举是一个
温暖而深情的人，会为了不耽误孩
子们上课，替他们打扫校园卫生；
会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身体
力行、长情陪伴，帮助他们学会利
用碎片化时间；还会为了帮助学生
缓解压力而写诗，坚持熬一个通宵
不睡，只为帮他们摆脱对失眠的担
忧……而在梁鹏举心中，身为教
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的成
长，看到学生成长为有感恩之心、
有理想信念的国之栋梁。

每当有学生对未来想要从事
的职业感到迷茫和困惑，每当有家
长来咨询报考哪个专业最容易找
工作，梁鹏举的心中都感到深深的
担忧。“当学生和家长关注的仅仅
是将来的工作，当名校沦为职业介
绍所，当我们的大学生都变得浮躁
和急功近利，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
和这个时代的思考要靠谁来保存
和发扬？而作为高中教师的我们，
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做班主任的会发现这样
一个现象，当我们作为励志教育让
学生写下自己将来的目标时，高一
学生几乎全部都是北大、清华、上
交大、复旦、浙大之类的名校，到高
二时大部分学生都把目标降为普
通的 985学校和 211学校，到高三

时就又有很多学生把目标继续降
低。除了对自己成绩期望值的逐
步理性回归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
的是他们对自己将来的人生规划
其实是毫无概念的。”梁鹏举告诉
记者，曾经一档电视节目中出现了
一位对自己职业、人生都毫无规划
的清华博士，令他感触颇深。

为了让学生懂得比成绩更重
要的还有人品性格、理想信念、人
生格局，他经常在潜移默化中对学
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
育。他会经常找学生聊天，并帮助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特长和爱
好，找到人生的目标，进而选定将
来准备报考的专业和学校。“高中
生毕业后无论升学还是直接就业，
都将成为我国高素质人才和优质
劳动力的储备力量。因此，很有必
要对高中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在面临高
考抉择前明确个体的职业方向，培
养职业决策能力，从长远来看还有
助于国家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人
才与劳动力队伍，提高公民的职业
素质，避免教育过程的资源浪费。”
梁鹏举说。

““和风和风””少年的网球乐土少年的网球乐土

事无巨细皆用心

理想指引前行路

本期社团：二七区人和路小学“和风”网球社团

图片新闻

高新区第一幼儿园
家园共育谱新篇

“绿绿的青菜、红色的辣椒……欢迎来到蔬菜王国
观看蔬菜宝宝时装秀。”11月 22日，高新区第一幼儿园
一派温馨热闹的场景，原来是该园中大班的半日开放活
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蔬菜宝宝时装秀，不仅展示了
孩子们的风采，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也让他们更加喜爱
蔬菜。此外，接力赛、老鹰抓小鸡等亲子户外活动也同
时进行。本次活动搭建了家庭、幼儿园之间交流沟通的
平台，家长们在零距离的观摩中更加了解孩子的年龄特
点和学习方式，同时认识到幼儿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
和专业性，为进一步密切家园联系，提高家园共育的质
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栏目记者 苏立萌

厉害了我的团

二七区建新街小学 袁金瑞

匠心追梦：从未忘却责任，
所以风雨兼程；一直心怀梦想，
所以砥砺前行；不断求真创新，
所以只争朝夕。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梁鹏举

匠心追梦：做一个有
理想信念的教师，教育学生
成为有感恩之心、有理想信
念的国之栋梁。

学生网球比赛现场

社团学生参赛获奖

社团荣誉展示

手持戒尺心中有爱

“如果孩子不听话，我是不反对惩戒的。古代老
师不都有戒尺么，希望孩子遇到的是手持戒尺、心中
有爱的老师。”家长张先生告诉记者，一个奖惩有度、严
慈相继的老师才能真正为孩子传递美好，播种梦想。

学生犯错时，教师该如何教育？明确教育惩戒
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以立法方式规范教育惩戒权的行使，为老师手中的
戒尺提供了尺度。使教师摆脱管与不管的两难境
地，让管教有据、惩戒有度。另一方面，也通过完备
的程序、有效的救济和监督，确保教育惩戒权规范行
使，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实践证明，教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对于学生的
不良习惯、做法予以及时纠正，伴之以必要的惩戒，
对于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优秀的学生是必要的。
但是惩戒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金水区南阳路二小办公室主任徐胜利告诉记者，教
育部公布意见稿后，学校就在 11 月 25 日的班子例
会上，围绕教育惩戒规则展开了讨论。意见稿为教
师正确行使教育惩戒权提供法律法规保障，有利于
老师消除“不敢管”的心理，但在具体育人过程中，
还需要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多方沟通。“学生都是独
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个性，说服教育和惩戒教育需
要因人而异，要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看他们更适
合哪种教育。”徐胜利说，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惩戒
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如何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让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出新时代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接班人才是社会各界最关心的，也是意见稿
发布的初衷。

有理有据教育为本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我很认同这
句话，但是希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惩戒标准更细
化，尺度应当更明确，让大家清晰地知道究竟哪些具
体行为达到惩戒标准，具体惩戒时适用哪种方式。”
家长胡女士说。

“意见稿的出台，很及时很有用，一方面让老师
更‘敢管’了，另一方面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二七区陇西小学校长张卫东表示，教育惩戒要
真正落地，对于老师依据实际情况的执行力提出了
更细致、具体的要求，规则确定只是第一步，真正要
用好教育惩戒权，既需要拿捏好尺度，发挥最大效
果，还需要一个各方磨合的过程。

早在十年前，张卫东就针对当时基础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热点问题，在广泛论证的基础上，在省内有
关专家的指导支持下，带领全校教师开展了“运用温
馨班规、实施教育惩戒”的实验研究，并承办了“中小
学教育惩戒研讨会”，他撰写的《运用温馨班规，实施
教育惩戒》研究报告，被评为“首届河南教育名片”。
张卫东说，“温馨班规”是通过教师、家长、学生充分
讨论，对惩戒达成明确认识后制定的，这份班规，全
班学生共同制定，共同确定惩戒措施，共同实施，最
终使之落地，达到很好的效果。“温馨班规”可以根据
班级实际情况随时修改，确保惩戒有度的同时，也传
递育人的温度。张卫东告诉记者，做好教育惩戒，关
键在于学校如何依法制定更为细致的校规校纪，让
学生明确哪些行为是过错行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
做，让教育惩戒具有可预期性，引导学生约束行为，
纠正错误，吸取教训，学会敬畏。

家校联动互通互信

“孩子自从上了初中，就变得有点叛逆，有时候
家长说的话不听，但老师布置的作业、任务都会认真
去做。”家长刘女士告诉记者，支持教育惩戒，这样家
长可以轻松很多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家长都和刘女士持相同
的态度，认为孩子大了自己管不了，干脆放手，交给
学校管。

“无论是否出台教育惩戒规则，教育都不是老师
单方面的事，需要家长足够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郑
州七十九中校长王斌说，不能指望教师只用教育惩
戒权，就能把“熊孩子”管好。家长也不能因此“一推
了之”，配合学校和老师对学生进行管束教育是家长
应尽的教育职责。

王斌表示，对于孩子的成长，除了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基础。想要正确地教育孩子，家
长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提升，树立正确的养育观念，掌
握切合的教育方法，合理利用一切教育资源。就拿
教育惩戒来说，在家中，家长就应该首先与孩子立好
规矩，让孩子明白是非，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
果在家里无原则溺爱孩子，即使到了学校，老师的惩
戒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让孩子明白规则，到了学
校，老师“小惩大戒”，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如果
家长与学校建立充分的沟通、信任和互助关系，那
么，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发生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化
解在前端。

教不严，师之惰。严管是为了厚爱，教育惩戒的
原点和终点都是教育，惩戒只是教育的手段，最终目
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