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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男孩，写了一
部描写大自然的伟大著作《森林报》，这位作家就是俄国的
维·比安基。他家里养着许多鱼儿、鸟儿、乌龟、蜥蜴和蛇，因
为他爸爸是俄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从小喜欢到科学院动
物博物馆去看标本。比安基27岁时已记下一大堆日记，他决
心要用艺术的语言，让那些奇妙、美丽、珍奇的小动物永远活
在他的书里。只有熟悉大自然的人，才会热爱大自然。维·比
安基正是抱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为大家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森林报》自 1927 年出版以来，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森林报》不是报纸，而是一本书。这本书采用报刊的形式，
用轻快的笔调，按春夏秋冬四季 12个月，分别报道了森林中
的有趣故事。比如，兔妈妈什么时候生下了小兔？黄鹂的住
宅是什么样？“林中大汉”麋鹿为什么打架？这些故事，你都
能在《森林报》中看到。

都说《森林报》是孩子们不可不读的“大自然百科全
书”。当我们要读这本书时，需对主要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首先我们得从封面读起，封面能带给我们很多信息。作
为以报刊形式编排的书，每一期自然是有报头的，联系我们
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大家可以猜想一下这三个月森林里
都发生了哪些事。我们边猜边浏览书的封面、报头以及栏
目，就轻松地完成了主要内容的梳理。不过，一本好书像一
杯好茶一样，需要慢慢地品味，囫囵吞枣是不可能感受到它
的魅力的。当你读到精彩的内容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一
定要反复阅读，仔细品味，直到读懂，读透彻为止，即“细读—
思考—批注—整理”。

大自然，有着永远解不完的谜。如果你想更广泛、更深
入地认识、了解森林中动植物生活情况，你需要认真地读完
《森林报》之《春》《夏》《秋》《冬》四本书。相信读完这四本书
后，你会感觉到自己仿佛在森林中度过了美好的一年。

《森林报》

教育格言：用细心关注学生，用真心接纳学生，用
同理心理解学生！

本期荐书人

帖红燕，任教于
二七区淮河东路小
学，河南省骨干教
师，曾获郑州市优秀
支教先进个人、二七
区优秀教师、二七区
优秀班主任称号，所
带的班级被评为郑
州市文明班级。

《数学小天才探案组》

教育格言：太阳每天是新的，孩子们每天也是新的。

本期荐书人

丁晓丹，
任 教 于 郑 州
航 空 港 区 领
航 学 校 南 校
区，区师德先
进个人。

推荐理由

《数学小天才探案组》系列丛书，讲述的是乔丹、贾斯汀
和斯蒂芬妮都是学校里的数学奇才，为了解决更多的数学难
题，也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他们三人成立
了一个课外数学俱乐部——数学小天才探案组。

这几名具有数学天赋的小学生，利用自己对数学的热
爱，抓住了入室盗窃的小偷，解救了被绑架的大学数学教授，
帮助FBI寻找到多年前的银行抢劫犯，洗刷看门人老迈克的
偷盗罪名，解开谜题找到黄金解决了小镇的财政危机……

通过阅读这一系列的书籍，你会发现“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这句话的真谛。当孩子开始对数学感兴趣，并且体会到
通过运用数学知识逐一击破难题后带来的成就感后，数学将
不再是拦路虎，而是成功路上的最强助推剂，发现原来我们
的数学学习不限于课本。

在生活中，要引导孩子主动发现数学问题，并激发孩子
的探索思考能力，增强孩子的成就感，提升他的自驱力，孩子
们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时，不忘积极思考书本中那些引
人入胜的谜题，让孩子们在趣味练习中锻炼自己的思维，逐
渐对数学产生兴趣，慢慢爱上阅读，爱上这些神奇的文字。

如果你也想成为数学小天才或者对数学感兴趣，一定不
要错过《数学小天才探案组》这套书，作者大卫·科尔是一名
作家，又是数学教育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数学功底，不仅可
以用趣味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写出孩子们感兴趣的探案故
事，还能完美地将数学知识嵌入故事中，带领大家边探案，边
解题，极大地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情。比如，把一
串数字隐藏在一首诗里面，让孩子从诗里解出数学问题和世
界奇迹，通过几个孩子组成的数学小天才探案组里发生的故
事让孩子学会思考、合作，带领孩子走进有趣的数学世界。

今年两会期间，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走向常态化
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如何才能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常态化进行，时刻为孩子撑起心理“防护伞”？我市
各校纷纷在不断创新实践中交出生动答卷。

高新区细化专业指导，组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录
制微课，指导区属各中小学校在每学期的开学初、春
季学期、考试月、重大事件后等特殊时段通过学校公
众号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调适“云指南”，向师生和
家长推送心理调适方法。例如，郑州大学附属学校初
中部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录制的《亲子关系与网络成
瘾》、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初中部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录制的《读懂青春期——如何帮孩子调节消极情绪》等
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各校专兼职心理健康老师也从
心理学专业角度，为学校师生和家长送去调适身心状
态的“秘籍”，提供心理支持，为师生筑牢心理屏障。此
外，高新区还组织区属各中小学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
师组成公益心理援助服务团队，采用电话、邮箱、小程
序等方式，为师生提供多种求助方式，用专业和温情向
高新区师生及家长传递“心”能量。

为了做好个案辅导，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管城回
族区教育局每学期初都会组织区属中小学开展新生
心理健康档案建立工作，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
康测评，建立动态的学生心理成长档案。特别关注
重点人群，建立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和有心理障碍的
学生“三个清单”，进行一对一帮扶。除了各校开设
心理健康课、团体辅导和专题讲座外，管城回族区教
育局还把每年的五月定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区
属中小学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漫画比赛、心理剧
评比、心理健康主题班会、大型团体辅导等一系列主
题活动，在提高师生心理健康意识的同时，营造了良
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

此外，该区还依托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组建了“花
季阳光心理志愿服务团”，25名志愿老师全部为区属中
小学一线心理教师。老师们把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
理辅导送进校园，送到社区。截至目前，团队成员走进
区四十余所城乡中小学校，把心理健康和生命教育活
动课程辐射到近六千名中小学生，得到了心理健康教
育同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聚焦课堂主阵地

开展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做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最核心、最重要的途径。为了更好地发挥课堂的心育“主
阵地”作用，我市各校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常设课程，纳
入日常教学工作中。

为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专
门构建了“1+N”心育课程资源体系。“1”是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材课程资源，“N”是结合郑东新区学生实际开发的N种课
程资源，建构完整、可操作性强。在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
局指导下，各校纷纷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家长讲堂、亲子游
戏等多样的课程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心灵
教育等，促进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系统化开展：郑东新区中州
大道小学、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在战“疫”中成长》《愿你无
悔，愿你自由》等心理健康课、心理讲座，及时安抚学生消极情
绪，帮助学生明确目标、坚定信念，为学习和生活筑牢心理防
线；清华附中郑州学校小学部“走进‘烦恼诊所’熄灭心中‘烦’
星”心理教学案例被市教育局采用并在全市进行推广………

金水区也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中小学课程，严格落实
小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 12课时、中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
于 14课时的教学要求，开齐开足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纬
五路第二小学，从1年级到 6年级，间周每班开设1节心理健
康课程；在优胜路小学，由学生投票选出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并在教师的引领下进行课程设计，同时，利用课后服务时间
开展曼陀罗绘画等多形式的心理健康活动课程；农科路小学
依据经典绘本，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开发《我不是最弱小的》
《发现别人的优点》等绘本教学，通过故事交流与心理活动的
融合，助力学生健康成长；金水区实验小学挖掘学生资源，出
资 5万余元，将高年级学生的心理故事刊印成册，作为低年
级学生的心理健康读本，深受学生喜爱。

打造卓越“心”团队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需要从教人员具有
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素养和较出色的人际交往策略。为此，各
区都十分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二七区致力于打造精干高效的心理师资队伍，在增加心
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比例的同时，不断提升心理健康教师教育
教学和心理辅导水平，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的整
体提升。建强一支心理健康教育主力军，打造三个心理健康
教育主阵地，拓宽多个心理健康教育主渠道……二七区榕江
路学校目前已经通过深耕“育心”实践，逐步探索形成了“1+
3+N”心育模式。该校还强化专业心理团队，在配备专职心
理教师的同时，积极选配优秀班主任、辅导员及党团员教师
纳入心理育人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校长挂帅，带领业务领
导、党员教师及心理健康专职教师组建“家长心理帮帮团”，
心连心对话家长、精准帮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指
导课程，邀请校外心理辅导员开展线上家长课堂，开设亲子
体验、绘画减压、沙盘游戏等活动，凝聚共育力量，提升育心
能力。

管城回族区也通过加强师资培训打造高素质的心理健
康教育团队。除了每年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省内外专
家对区属中小学心理教师开展沙盘游戏、绘画艺术表达、舞
动治疗、萨提亚等专项技能培训，引领心理教师专业成长外，
该区还始终以教师心理支持系统为保障，促进学生的心理健
康。每学期，该区都会充分利用教研活动时间，为心理教师
开展多种形式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让老师们在体验感悟中
升华情感。同时，心理老师也会充分利用学校平台，为本校
师生开设丰富多彩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维护教师心理健康
发展，减少对学生的师源性伤害，为学生播种心灵的绿茵。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
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家庭、
学校、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开设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进行“一对一”家庭个
案辅导，组织主题性团体体验活动，向家长及未成
年人提供心理辅导……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金水区积极构建“区、片、校、班”四级心理服
务体系，并依托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中心打造服
务品牌。据介绍，金水区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中
心占地 500多平方米，拥有办公接待室、热线测评
室、视听阅读室、个体辅导室、艺术成长室、情绪舒
缓室、沙盘游戏室、团体活动室 8个功能室。每周
一至周五预约、接待“一对一”家庭个案辅导，周末
开展团体体验活动。同时，指导中心还定期开展

“进校园”活动，打通学校与指导中心通道，为学生
心理健康成长提供更加细致、体贴的服务。

良好的家庭氛围与亲子关系是帮助学生健康
成长的绝佳助力。为帮助家长建立融洽亲子关系，
营造和谐家庭教育氛围，郑东新区中小学在区教育
文化体育局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家长系列培训活
动。如郑东新区南塘初级中学开启“家长百日成长
计划”，周中灵活开展家教方法、孩子心灵卫士等专
题课程，每周五晚开展“父母规”系列课程，以沙龙
形式召开家长心得交流会议。学校每周还会邀请
家庭教育专家与家长相约线上，对教育效果进行持
续跟进，提高家长心理辅导能力。

高新区也依托课程教材研究所“校家社协同创
新育人项目”，联合学校、家庭、社区三方力量，通过
学校开展生涯教育课程、生涯教育体验活动；组织
家庭学习生涯教育知识，了解生涯教育方法；鼓励
社区提供生涯教育资源，支持开展生涯体验活动
等；借助生涯教育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提升生涯胜
任能力，进而找到“终身成长点”；帮助家长更新教
育理念，改进教育方式，促进家庭的和谐与社区的
稳定，进而驱动区域心育工作的开展。

向向 而行而行共育未来共育未来
——我市教育系统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扫描

本报记者 李 杨

育树育根，育人育心。心
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的重要渠道，是实施
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实现“立
德树人”的重要途径。一直以
来，我市教育系统十分重视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完善
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体系，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高质量发展，各区各校也积极
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组建
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团
队，实现了全环境、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育心，为学生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出。如何才能避
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孩子的心理问题有哪些预警信
号？当孩子遇到心理问题后家长该怎么办？针对这些
老师和家长们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郑州中学第三
附属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吴丽辉。

“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多涉及亲子关系、学业压
力、人际交往问题等，对此，学校和家庭应携手共进，促
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吴丽辉表示，家庭是孩子最温
暖的港湾，父母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因此，父母要努
力做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欣赏的眼光放大孩子的闪
光点，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从而让孩子拥有安全感、
归属感和幸福感。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是会有一些预警信号的。有一
些是生理变化，例如食欲不振，无缘无故的肚子疼、头
晕头疼、呕吐等，睡眠质量低下，困乏、毫无精神等。还
有一些是心理变化，比如情绪不稳定，出现易怒、暴躁

不安、多愁善感、恐惧、注意力不集中、思维混乱等，也
可能会出现行为异常，如厌学、抠手指、频繁洗手等。

吴丽辉告诉记者，当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
老师要立即与家长取得联系，告知孩子在校情况，询
问其近期在家表现，也要及时询问其同学和朋友，进
一步了解情况，同时，要主动与孩子沟通，耐心询问并
征求其意见，是否需要老师帮助，必要时要及时联系
心理教师进行疏导。而家长发现孩子心理问题后，首
先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理性地接受孩子现实情况，
再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不给孩子贴标签，要主动与
孩子交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孩子不回
应，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可以找专业心理老师沟通。
在平时，家长也要多倾听孩子的想法，允许孩子说

“不”，能站在孩子角度思考问题，与孩子沟通时表情
平和、语气平缓。家长不要只关注学习，要多陪伴孩
子，鼓励他们多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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