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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记者 苏立萌

迎着第一缕晨曦，郑州七中金桂校区的学子们佩戴整洁
的红领巾，昂首挺胸、自然成队地跨进昨晚刚刚别离的校园，
满脸洋溢着阳光与自信，刚毅和向往，在这里他们开始了一
天的学习生活。

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就是他们未来可期的样子，更是
作为教师的您和我的样子。

不是吗？亲爱的战友们。学生的样子，其实就是教师的
样子。教师的样子，就是教育的样子。今天教育的样子，就
是明天国家的样子。我们教师，一个肩膀挑俩筐，一个筐里
装着学生的未来，一个筐里装着民族的未来。

放学后，校园里到处是同学们自由自在的身影，同学们
充分享受这美好的闲暇时光：有围在无人售货机旁购物，犒
赏忙碌一天的自己的；有挤在木瓜树下、石榴树旁指点江山、
谈天说地的；有在乒乓球室“左攻右击”、相互“厮杀”的；有驰
骋在篮球场上汗流浃背、奋勇灌篮的；有在图书馆里或站或
坐、或躺或卧书海泛舟的；也有三五成群钻进办公室同敬爱
的老师们切磋技艺、促膝谈心的；也有一个人窝在教室整理
一天的学习笔记的……

当悠扬清亮的萨克斯名曲《回家》如期在校园的夜空响
起，同学们在曼妙的音乐声中走出校园。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发
图强的画卷，每天工作生活在这里，让我这个年逾半百的老
教师无时无刻不处于激情澎湃之中，时刻对教育工作充满热

情，在他们身上我收获了更多的动力。
多少年来，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我眼前时常浮现一

幅画面：上课前，同学们在教室过道里排着队，安静地等待老
师给我们削铅笔。老师站在讲台上，低着头，用他那把永远
锋利的小刀，耐心地给我们一个一个地削铅笔……两年中，
天天如此。这位老师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全科老师兼班主
任，如今已去世多年。

一个人有三次生命。第一次是自然生命，以心脏停止跳
动为结束标志；第二次是社会生命，以相识的人全部离世为
结束标志；第三次是精神生命，一个人的思想或事迹能传至
后世多久，精神生命就会延续多久。社会生命长于自然生
命，精神生命长于社会生命。人的第三次生命，能永世长存。

我心心念念的王老师，作为自然生命的载体，已经离开
我近 40年了，而他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一直活在我的心
窝里！他的善良、他的友爱、他的耐心……他高贵的品质和
崇高的人格在他众多学生身上一直延续着，他学生的样子，
就是他曾经的样子，感召着我们这些继承他衣钵当了教师的
学生们，时时刻刻要以一位师者的风范出现在学生面前，让
他的美德借助教师的身份传递给孩子们，代代相传。

学生的样子就是为师者的样子，这就需要为师者把修身
修德修学修业作为终生的必修课，在师德、师风、师言、师行方
面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方能正己正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郑州七中金桂校区 梁志杰

分享
有一天中午，我因为参加培训，中午就餐时晚

了一会儿。回到班里时，吃得快的孩子已经吃完
了，我的饭菜还给我留着呢。

我本来不想吃了，另一位陪餐老师告诉我说：
“今天的饭菜挺好吃的，赶紧吃吧。”

“就是，老师，赶紧吃吧。”一个孩子接过陪餐
老师的话。

于是，我有些期待地打开饭盒，映入眼帘的是
土豆炖牛肉、青椒鸡块、千叶豆腐。看着确实挺香
的，还真勾起了我肚子里的馋虫。这时，一个女孩
来到讲台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面前的饭盒，发出
惊奇的尖叫：“哇！老师，你的饭菜和我们的不一
样哎！”听到她这么说，我抬头看着孩子，脸上写满
了疑惑：“怎么不一样啊？”

“老师，你的肉好多，我们的菜多！”这个女孩
声音里都带着委屈。

“来，都谁吃肉？”一听我这么说，刹那间，一群
小可爱都来了，个个欢呼雀跃，像一群叽叽喳喳的
小燕子，伸着一只只小手，大拇指和中指弯着，翘
着食指，做好捏肉的姿势。看着他们的笑脸，我心
里别提多开心了。只管低着头，一块一块的把肉
从餐盘里夹起来，然后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接着，
满意地离开。

“老师的肉被我们分完了！”一个孩子乐呵呵
地喊着。我知道，在现在的家庭里孩子都是家中
宝，都不缺这一小块肉。他们之所以这么兴高采
烈，因为他们向我要的根本不是那一块肉，而是和
我分享的快乐，是愿意和我在一起的那份亲近。

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
一位家长曾经问我：“孩子最近每天作业都

完成得很认真、很快，并且总能超额完成，今年变
化挺大，以前做什么都是要我强迫、督促，今年开
学以后每天主动写日记，主动睡前阅读，总是我
让她睡都不睡，非要再看会儿。您用了什么好
的激励方式？我一直在想，孩子为什么突然变
化那么大？”我回复她：“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做
什么特殊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孩
子谈心。”

听着家长分享孩子的成长变化，我觉得我很
惭愧，因为，我做得远远不够。与天真无邪的孩
子们相比，真心的分享或许是最好的陪伴。分享
你的生活，分享你的心事，分享你的想法，分享你
的故事，分享你所有能想到的可以分享的一切。
也许，分享就是拉近心与心距离最简单也最美好
的方式。

郑州航空港区太湖路小学 尹艳华

畅和街小学
师生争做文明使者

本报讯（记者 苏立萌）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培养学
生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品质，引导师生积极参与文明校
园创建，争做文明师生，日前，郑东新区畅和街小学开展
一系列“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

主题升旗仪式上，讲雷锋故事，品雷锋精神。学生代
表向同学们发出倡议：与文明握手，向雷锋同志学习，从
小事做起，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主题班会上，老师向学
生分享雷锋的感人事迹，倡导大家从榜样身上学习奉献
精神和志愿精神，争做新时代的“小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中，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手持劳动工具，走上街头，捡拾
垃圾，美化环境，践行雷锋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学雷锋”主题系列活动，是该校
榜样学习主题系列活动的其中一项。据介绍，近一年来，
该校结合文明校园创建，制定了榜样学习主题系列活动，
开展了分享初心故事、“学习时代楷模”党员活动、“学榜
样 勇担当”主题升旗仪式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
团结、向上、和谐、奋进、文明、优美、舒适、整洁的校园文
化环境，努力培养学生文明行为习惯和良好道德品质。

下一步，该校将以创建文明校园为契机，持续充分发
挥学校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坚持以
活动促教育，以活动促文明，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教育不是重复，而是享受，是创
造。”在张集胜看来，教师是陪伴、鼓励
孩子前行的职业。作为语文教师、班主
任，她秉承“让每一个孩子都出彩”的班
集体建设理念，把勤劳和智慧融入和学
生相处的每一天，用爱心、勤恳和热情
滋养每一个孩子，甘做温暖春风，呵护
花开。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各
有优点、缺点，为帮助孩子们克服缺点
带来的问题，让每个孩子自信阳光成
长，张集胜每天关心、关注着孩子们在
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善于发现孩子的闪
光点。“在我们班上，有个调皮、有个性
的男孩子，和同学关系不友好，有时还
动手推搡同学，我经常收到学生们对他
的‘控诉’。为帮助孩子更快融入班集
体，引导他和同学团结相处，我对他尤
为关注，并采用了一些适合孩子的方
法。”通过观察，她发现，这位男孩对绘
画非常感兴趣，而且画得非常好，字写
得也不错。为此，在班级文化建设中，
张集胜选择了该同学的一幅优秀作品
展示在文化墙上，并在班级里公开表
扬，让孩子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期间，我还经常和他谈心，引导、鼓
励他争做遵守纪律的榜样。一段时间
后，他违反纪律的行为明显减少，在这个

过程中，我还发现他具备管理的能力，就
任命他为体育委员。如今，在他脸上，总
是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同学们也越来越
喜欢他。”在班级管理中，她还时常利用
每周班队会，对班级的情况进行总结，并
开展“每周一帮”活动，让学生们谈谈班
级上缺点较多的同学，并提出改正建议，
引导大家帮助缺点多的孩子一起进步，
形成互帮友爱的班级氛围。

小学阶段，学生的向师性强，班主任
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行
为。张集胜深知，作为教师，要以身作
则、身正为范。为当好孩子引路人，她总
是愿意俯下身子，倾听孩子内心，了解孩
子们的爱好，与孩子们一起游戏，记录和
他们在一起的日常……此外，为培养孩
子的责任意识，她在班级实行人人有事
做、事事有人管的制度，让每个孩子都成
为班级的小主人。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耕耘在育人沃土，张集胜
说，她希望成为能够读懂孩子的好教师，
把信心与成功融入孩子们的成长中，帮
助他们实现一个个美好理想。

甘为春风护花开甘为春风护花开

她是“拓荒者”，在教育过程中实践
创新；她是“传播者”，在课堂激情满满地
传授知识；她是“引路者”，在成长道路上
指引方向；她还是“逐梦者”，在三尺讲台
书写着育人初心……她就航空港区护航
路小学音乐教师康淑亚。

作为教师，她总是希望能够为孩子
带来更好的音乐课堂，让孩子们在音乐
中收获精彩。她开设特色音乐课，成立
小合唱团·舞蹈队，为孩子们争取更多表
演机会，让他们拥有更多展示自我的平
台；她善于创新，创编了多支独特新颖的
舞蹈，广受好评；在课堂上，她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练习歌曲，抠音符、
找音准，悠扬歌声，飘荡在校园……在她
的音乐课上，学生们释放压力，放松身
心，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动力，让他
们以更饱满的状态进行各学科学习。

作为一名“传播者”，她严格要求自
己，加强师德的修养，在阅读和培训中提
升自我素养，全方位提高教育教学能
力。“读书能使人视野宽阔，内心更加充
实。”平日里，她总是合理利用碎片时间，
阅读教育教学相关书籍。“比如，通过阅
读《正面管教》《心平气和的一年级》《做
最好的老师》《给老师的建议》《一线表
扬学》等书籍，让我明白了‘老师有颗童
心才能读懂孩子’，让我学会了写教学

反思，也让我懂得了如何培养孩子的
海量阅读习惯。同时，我还在阅读和
日常培训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
对我的课堂教学和专业能力提升有很
大帮助。”

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增加学生对美
的认识，是美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她
的精心设计下，音乐课堂有趣生动，形成
了寓教于乐的良好课堂氛围，孩子们在
轻松的课堂里，感受美、创造美、热爱
美。“音乐有助于孩子们的情感抒发，进
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我希望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道
德情操，提高学生认识美、创造美的能
力，培养孩子们的音乐兴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凭借出色的
教育教学能力，她收获了累累硕果：郑州
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郑州市中小学
美育活动优秀辅导老师、航空港区“三
八”红旗手、“郑州航空港区最美青年”、

“郑州航空港区师德先进个人”……荣誉
是认可，也是激励。立足岗位，她表示，
将继续创新前行，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
自我，在不懈的追求中完善自我，努力做
钻研型老师，助力孩子们勇敢翱翔。

以以““乐乐””润心助成长润心助成长

本期教师：
郑东新区龙腾小学 张集胜

匠心追梦：
用爱浇灌，用心育人。在

教师岗位，她默默耕耘，愿化为
一缕缕温暖春风，呵护学生绽
放绚丽人生。

本期教师：
航空港区护航路小学 康淑亚

匠心追梦：
三尺讲台，她创新前行，与孩

子们在音乐中一起，认识美、发现
美、感受美、创造美。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何向学生讲好“黄河故
事”？近年来，带着思考，我和学校的教师团队集思广益，利
用学校毗邻黄河的资源优势，打造了黄河文化研学旅行课
程。探索践行中，这项“行走的课堂”，不仅让学生们收获满
满，也让我受益良多。

其实，做好研学课程，并非易事。当授课地点从教室扩
展到大自然，怎样更好地践行“五育并举”，如何将丰富的自然
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的“教材”资源，对教师而言，是一个挑战。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课程负责人，我和课程团队秉
承课程育人、培根铸魂的教育理念，结合学生学情和研学目
的地实地探访，再融合多年教育教育经验，设计出涵盖自然
生态、历史人文、民俗文化、红色传承和继往开来五大模块，
内容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

比如，当下正值初春时节，万物蓬勃，是学生接近自然的
好时机，我们就把研学课堂搬进黄河湿地公园，这里生物类
展区让同学们流连驻足，在讲解中，认识了芦苇、白鹳、天鹅
等生物，还捡拾树叶制作了充满想象力的粘贴画，表达他们
热爱和保护自然的情感。黄河岸边，同学们还兴致勃勃地取
来黄河湿地的水土，分组用试剂检测其PH值……这种走进

大自然的科学课堂，受到学生们喜爱的同时，也引发他们探
究运用科技手段保护黄河生态的兴趣。

为了使研学旅行课程有本可依，我们还借助高校资源合
力编订了黄河文化研学旅行校本教材，并编制了配套的研学
手册，构建了黄河文化课程体系，并在课程活动的基础上，还
开展了“微视颂黄河”“非遗文化颂黄河”“铁肩担道义 少年
颂黄河”等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学生核心素养，为学生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提供了支撑。

“研学课程”是一门以旅为载体、以研为形式、以学为目
的的课程。我认为，做好这项课程，需要老师具备适合学生
特点的指向性思维方式，找准问题的视角，实现活动内容与
学科知识的融合。这不仅对教师的个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也需要教师拥有创新的教育思维，收放自如的教学能力和
勇于突破的教育素养，更需要教师不断充实自我，拔节生长。

如今，推动黄河文化研学课程可持续发展，是学校课程
育人的现实需求，是教育培根铸魂的时代导向。作为一名教
师，带着对研学课程的研究热情，我希望带着收获，继续创新
前行，为学生打造更多有意义的活动，为他们的成长赋能。

惠济区第六中学 孟 培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烘焙课堂乐趣十足

本报讯（记者 张震）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在体验和实践中不断收获与
成长，日前，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开启了一堂特别的综合
实践活动课。课上，学生家长担任讲师，为孩子们讲解糕
点裱花技艺，感受烘焙乐趣。

课上，受邀而来的学生家长从奶油的分类开始讲解，
现场演示奶油打发过程和裱花技巧。在分组实战练习环
节，学生们动手尝试，打发奶油、裱花、抹胚……大家充分
发挥创造力，加入水果、饼干等食材，打造出一个个别出
心裁的创意烘焙作品。

此次家长进课堂活动，促进了家校合作，丰富了校园
活动，拓宽了学生视野，也提升了学生的劳动素养，有利
于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春晓小学
女红文化走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李杨）日前，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开展
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邀请管城回族区香布袋儿非遗传
承人李茜走进校园，讲解传统女红文化。

现场，李茜展示了虎头鞋、虎头帽、围嘴儿、云肩、绣
花鞋和鞋垫等一系列传统女红作品，并向学生讲述作品
寓意和文化内涵，指导学生动手缝制沙包，让学生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次活动，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为校园注
入了更多新鲜活力。

把课堂搬进大自然

学生的样子就是师者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