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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情师语

民族复兴看教育，教育振兴在学校，学校发展靠
教师。民族复兴的大任，落在了教师的肩上。

《师情师语》栏目为全市一线教师独辟一隅，发
表心声和感悟。内容可以是前沿的教育理念，是老
师们在追寻教育梦想的路上，对教学经验的梳理和
总结，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沉淀出的对教育独到
而个性的理解；可以是一个个美好的瞬间，是和学
生一起成长、朝夕相处之中，感悟生命的鲜活和生
活的美好；可以是教学感悟抑或是成长记录，记录
老师们在践行“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
识、有仁爱之心”教育之路上，如何唤醒内心深处向
上的力量，让心灵日渐丰盈而温暖的过程……作为
老师的您，请将浓浓师情娓娓道来。

征稿对象：全市教师
投稿要求：内容围绕主题，重点突出，情感真

挚。字数要求800~1200字。
邮箱：zzjyzk2016@163.com

@全体教师

“师情师语”等您来稿

亲爱的向日葵班的家长们：
你们好！暑假即将结束。还记得吗？也是在这样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因为可爱的孩子们，我们在向日
葵班相遇了。经过两年学习生活，我们已经是彼此熟悉
的老朋友了，我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想给大家写一封
信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鼓足勇气，坐在打扫干净、布置
精美的新教室里，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被家长们殷切的希
望和满满的爱意包围。请你们静静地阅读这些文字，哪
怕只有一点点收获，这份付出也非常值得。

每个孩子都是家里最珍贵的宝贝，你们把孩子送
到普惠路小学，送到我的向日葵班，这是多么奇特的
缘分，多么沉重的信任呀！我也是一名孩子的家长，
我会想，如果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会怎样做？
把我的孩子送到学校，我希望老师怎样对待她？于
是，尽管我的双腿已经酸痛难忍，尽管我的喉咙已经
嘶哑，尽管我的耐心已经用尽，我依然会像打了鸡血
一样冲到班级，看看是不是有孩子因为挑食没有吃
饭，是不是有孩子在玩危险的游戏，是不是有孩子正
在为某件事难过……孩子的世界总是那样纯洁、简单，

一句亲切的关怀就能暖到他们的心，一个小小的点赞
手势就能激发他们坚持向上的决心，一个轻轻的拥抱
胜却千言万语，能抚慰他们小小的心灵……

相较于孩子们的生活，大家可能更在意孩子们的
成绩。但我们在关注孩子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学
习成绩与教育环境、意志努力等方面息息相关。与其
逼着孩子读书，不如创造人人爱阅读的家庭环境；与其
批评孩子考得差，不如和孩子一起分析学习存在的问
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其责备孩子学习被动、拖
拉，不如反省自己养育孩子的方式，是否长期替孩子做
主，忽略了让孩子参与到自我管理中来……

孩子们马上就要升入三年级，生活自理能力是基
础，若我们发现孩子的学习落后，我们有必要审视一
下孩子的生活能力。房间自己收拾、书包自己整理、
家务劳动亲自动手、坚持体育锻炼的孩子，自己做主、
自我管理的意识更强，动手能力强的孩子逻辑思维能
力也更棒，爱好运动的孩子意志力也更强大。孩子在
物品整理中习得了秩序，在家务劳动中体验到了耐
心、细心，在体育锻炼中感受到了坚持到底的毅力，也

增强了学习上的自信心。换个角度看待孩子的学习
成绩，把成绩与动手能力、体育锻炼放在一起，或许能
找到更好的方法。

假期我为大家做了分组，目的就是激发同伴之间
的学习力，人都有向上向善的意识，孩子如此，家长亦
是如此。看到家长变得勇于表现，我感到很惊喜！孩
子身边有榜样，才会有信心展现自我、提升自我。新学
期我们依然沿用学习小组，方便孩子、家长们学习、交
流。世间最伟大的艺术是养育，希望多年以后，各位亲
爱的家长可以自豪地说：“我这一生最成功的作品就是
我的孩子！”孩子们可以感恩地说：“我这一生最好的老
师就是我的父母！”

老师是家长以外最希望孩子好的人。接下来
的日子，让我们带着满怀的爱与期待，继续携手前
行，和孩子一起进步，过上幸福完整的生活！

祝：
平安健康、阖家幸福！

郑东新区普惠路小学 薛玉

在中国，有这么一批父母，他们工作
辛苦、教育孩子上心，且把这样的语言挂
在嘴边：孩子，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别
的啥都不用你管；孩子，为了你，我再苦
再累也值得，只要你好好学习；爸爸妈妈
能帮你做的，会通通给你“安排”好；我们
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你好！

这样“感人肺腑”的语言，给孩子带来
的是什么？父母包管一切，一切为了孩
子，为了孩子的一切，这样的爱，是美好的
吗？我想，许多人心里应该打了个大大的
问号。

外甥女离开父母，来到郑州上学，为了
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我没有给她安排
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事。大人忙于家务，
孩子潜心学习，但正是这样看似“爱孩子”
合情合理的安排，暴露了许多弊端。饭后，
孩子放下碗筷径直走向书桌去学习，留下
一片狼藉，甚至心里想着这不是我该做的
事；洗过头发，把毛巾随手丢在沙发上，衣
服上经常有笔、颜料染色的痕迹，我经常
皱着眉头，批评她的差习惯，做事有头没
尾、邋里邋遢，但是静下来后，我想，我有
一大部分责任，因为我“勤快”、我“大包大
揽”、我“心疼孩子”、我为孩子“安排一
切”，正是因为这样，让孩子没有了责任意
识，洗衣服、做饭、做家务与她无关，甚至
她主动帮忙扫地的时候，我还一把夺过，
给她撵去学习。学习是人生的一切吗？
不是。

不“大包大揽”搞教育，让孩子有责任
意识。鼓励孩子在劳动中塑造良好的生活
习惯与性格品质，新课标明确指出劳动对
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我们要引导孩子在
劳动中观察、动手、动脑，形成劳动技能，走
出不想劳动的惰区，将劳动与思想教育相
结合，这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不“大包大揽”搞教育，让孩子独立自
主地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经过反
思，我也迈出了步子，让孩子学会自主学
习，不等待安排，让孩子提高学习主动性，
不依赖他人。这个过程是很慢的，但我相
信，孩子以后会受益匪浅！

教育，万万不可“大包大揽”，孩子不是
任我们捏的橡皮泥，她们应是自由的鸟，可
以选择翱翔的蓝天，即使遇到狂风暴雨，也
可以找到安全的栖息地；孩子不是温室里的
花朵，应在广阔的田野里，迎着雨露，沐浴阳
光，生根发芽。

惠济区香山小学 刘文倩

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每
一个孩子都有丰富的心灵与巨大
的潜能，教育只需要将其内在的良
知、良能唤醒。触动孩子柔软的内
心、唤醒孩子心底的善良，也唤起
孩子那份独有的担当和自信。充
满自信的孩子，能够自觉管理自
己，并且让自己越来越好。

还没去过四三班上课就听其
他老师说，班里有好几个“捣蛋
王”，“敬畏、尊重、规则”在他们心
里没有任何分量。

我第一次去四三班上课，心理
上戒备森严。孩子们不知是因为
要在新老师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
还是看出了我眼神中的警告意味，
这节课还算顺利。第二次上课时，
就有几个同学按捺不住了，总是在
我板书或者转身切换PPT的时候，
扭头说话、离开座位在地上爬两
下，看我转身再立即坐正。第三次
课堂则更“精彩”了，他们的胆子越
来越大，并且是每做一个举动脸上
还充满了挑衅的意味，我当然也回
之以严厉的一瞥。

下课后我梳理了一下自己这
几节课的心理状态，发现我一直紧
绷着神经，恐怕稍不留神哪个学生
把课堂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的表
情是严肃、神情是戒备的。俗话说
怕啥有啥，老师越是不大度，学生
越是和你较劲；老师越不信任学
生，学生感受不到自己尊严的存
在，越不会主动管理自己。推而广
之，是不是因为其他老师也是这种
状态与学生相处，才使得这个班的
问题越来越严重呢？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未能

使小孩子恢复对善意和公正的信
任，那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他产
生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感觉和体验
个人尊严。这样的学生到少年时
期就会变得易怒易恨，对于他，生
活中就不会有什么神圣和高尚的
东西，教师的话语也深入不了他的
心灵。”

第四次去四三班上课时，我调
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整节课一直
是面带微笑、神情稳定的，哪怕有
同学真的在课堂上说话、开小差、
离开座位，我仍然神情自若，用微
笑的眼神提醒或点头示意，同学们
也很放松，不再偷偷摸摸跟我捉迷
藏似的捣乱。课堂进行过程中有
一个问题，好多同学不太理解，“捣
蛋王”之一周同学把这个问题解答
得很到位。我当众表扬了他，同学
们也投去赞许的目光。谁知这一
激励带来潜能大发，接下来几个有
深度的问题全都被周同学解释得
头头是道。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我不表扬他，他能够给全班同学
答疑解惑、展示自己的才能、体现
自己在集体中存在的价值，得给自
己带来多大的自信，此时，担当精
神也是不培而立。整节课下来，周
同学从神情到举动还有跟老师的
交流状态俨然一名学霸，让我真实
感受到传说中的“眼中有光，心中
有爱”。他下课之后还把我送到教
室门口，并且感谢老师的辛苦、提
醒老师多喝水。

我的眼眶湿润了，心中更加坚
信：坚信我的学生、坚信我自己。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石冬晓

九月，你好。比起元旦、春节、
国庆节之类的，我更觉得九月带给
我的仪式感更加强烈。

这一月，对我来说，一切都
像被按下了重启键，可能因为是
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会给自
己制定新的目标计划、会领到新
的书本教具、会把卫生打扫得干
干净净、会期待自己平静的生活
有一丝神奇的变化。

最热的天气已经过了，气温开
始转凉，是最美丽的秋天，有最圆
的月亮。九月，是一缕凉风，把人
们从透不过气的热浪中解救出来，
把阳光变得亲切可人，洒在脸上，
照在心里。一场秋雨，给大地带来
久违的舒适。学生们将陆续穿上
厚厚的衣服，笨重的衣服和机灵的
小脸蛋儿对比，显得格外可爱。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
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
远静立不动。仿佛还沉浸在八月
的暑期美好时光中，蓦地，操场上
活泼的身影就又重新回来了。他
们尽情挥洒汗水，阳光下的少年，
好像长大了许多，胖了，黑了，看起
来更朝气蓬勃了。天真无邪的脸
庞，仿佛永远不知道飞逝的时间，
只知道自己高了一个年级。这个
九月，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又迈
了一级阶梯。

孩子们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围
着我，像一群充满着期待的鸟儿，

“老师，老师”，朝我呼唤与微笑。
他们带着最纯真的笑颜奔向我，拉
起我的手，“老师，您真的没走啊！
我以为您要走了，以前英语老师都

是第二年就走了，我们真怕您也走
了，不教我们了……”眼里闪烁着
星光。我当然不会走，因为这里有
我的期待，有我可爱的学生们，有
我 2016年 9月刚走上教师岗位时
种下的梦。

树落了叶之后，开始结它的种
子，我想到了感恩。九月是感恩的
季节，感恩落叶归根，感恩金秋飘
香，感恩累累硕果。学生时代，总
说着老师是园丁、蜡烛、春蚕……
用这些表示辛勤付出、不求回报的
代名词来形容老师。如今真的走
上了这个岗位，才觉得，真正的职
业幸福感的来源，不是这些赞美与
歌颂，而是学生一个稚嫩又真诚的
小纸条，说：“老师，我喜欢您的
课。”是家长一句肯定的话语与微
笑。作为老师，我感恩这些对于别
人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自己来说
却是莫大欣慰的举动。

秋天太久太长，日落匆忙，秋
意浓，夜渐凉，我想到了思念。秋
天是离别的季节，能感觉到凉意，
是因为生活在温暖里。与一张张
可爱的脸庞走过了几个循环四
季，接下来的日子，还会陪着你，
直到列车开到下一站。虽然秋天
把旧叶子揉掉了，但我们又有新
故事可以讲。静静的河水睁着眼
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
离岸的船。带着一颗温暖的心，
和可爱的人一起，度过这微风不
燥的季节。

九月，你好！八月，再见！

二七区凤鸣路小学 袁书雅致向日葵班家长们的一封信

不“大包大揽”搞教育

九月，你好

信任的力量

树理想信念

在该校，党建引领队建，思想政治建设引
领学校全面工作，引导全体师生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学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学习和实践相统一的形式，将理想信念教育
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落实到教书
育人的全过程中。

立德树人，学校通过“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
活动、经典诵读比赛、“戏曲进校园”、“书法进课
堂”、“武术进课程”等活动和课程的实施，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内外的传承与推广。坚
持了 18年的“圃田幸福院”志愿服务活动，已成
为该校师生必修的“孝老爱亲”德育课程。

塑师德师风

学为师之骨，德为师之魂。学校通过系列主
题年活动将师德师风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从 2020 年的“教师素质提升年”，到 2021 年的

“教师、学生、家长形象提升年”，再到 2022年的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年”，该校师德师风建设不断

攀登新台阶。通过不断完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

机制，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

与的学校教师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师德“失

德”一票否决制。

学校每个月定期开展师德典型选树活动，截

至目前，累计选树宣传报道师德先进典型 28人

次，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师德教育品牌活动。

凝校园文化

在校园精神文化的引领下，学校通过阳光体

育大课间、科技创客节、“和美”嘉年华等特色鲜

明、丰富多元的校园文化主题活动，不断为学生

搭建多彩舞台，锤炼学生品格修养，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努力实现“一生一特长，人人放光芒”

的育人目标。

2022 年上半年，学校集全体永平人的意

志和智慧，凝练推出了新时代永平精神——

“求真务实、守正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在今
年暑假期间还发布了校歌——《永平之歌》。
这些学校文化精神元素，激励全体师生踔厉
前行，再创辉煌。

护和美环境

今年，学校安全主任刘远主讲的“永平安全

小讲堂”连续三期登录“学习强国”平台，使该校

安全教育走近大众视野，让更多人学习到日常

安全防护技能。

学校通过亲子家长会、和美家长课堂、家长

沙龙、“家校护学岗”等主题活动，不断强化家校

社合作育人机制，充分发挥学校在“三结合”教育

体系中的引领作用。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南省文明

校园、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示范家长学

校、河南省优秀少先队集体……自文明校园创建

以来，学校努力把校园大家庭打造得更加文明、和

谐，在文明郑州的引领下，成就一份自己的精彩。

和以润心和以润心美以齐身美以齐身
永平路小学多措并举创建文明校园

本报记者 周娟

和美优雅的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师生活动、和乐相融的师生风貌……走进郑东新

区永平路小学，文明和煦的清风扑面而来。近年来，永平路小学以“和以润心、美以齐

身”的办学理念为总领，紧紧围绕文明校园创建“六个好”标准，开创了文明校园创建与

学校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新局面。

春季运动会春季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