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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追光者

走近那些向光而行的一线教师 栏目记者 李 杨 周娟

2003 年 8月，满怀着对教育深厚的
热爱和执着的追求，张丛梅来到了郑州
中学附属小学，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

“做最好的自己”是她的座右铭，她
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争取今天比昨天
做得更好，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从教
以后，她不断思考，终于给自己定了位：

“我也许不是学校最突出的老师，但我可
以做最有特色的老师。”

她以班级特色活动为线，串联孩子
们多彩的校园生活，为学校这个大花园
增光添彩。

在她的班上，每天会有一位同学因
为表现出色而获得“班级日记”的“著作
权”，“班级日记”成为一项令学生向往的
作业。她说，写“班级日记”的初衷是源
于自己的偶像——魏书生，他就是利用
班级日志这个方法，提高学生的自律性、
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和学生更好地沟
通。以此为基础，她探索出了更能激发
孩子能动性的方式。

大家争先在“班级日记”上留下自己
的“小脚印”，态度是那么真挚，书写是那
么认真，一篇篇作品令人惊讶。通过写

“班级日记”，她发现，班级管理工作好做

多了，很多事情都能通过“班级日记”来
了解，师生也可以借此真诚交流。不仅
如此，作为语文老师，她还可以通过“班
级日记”了解学生真实的写作水平。孩
子们由以前的不会写，到现在越写越精
彩。“班级日记”成了一种荣誉的象征，成
了一次成功的体现。

而“成功日记”则让每个孩子都找到
成功的感觉。在记录自己“成功”的同
时，学生收获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满足与
充实，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观察自己、观察
周围，观察着生活、体验着成长。“最大的
受益者，还是批改日记的我。”张丛梅说，
自己每天像农夫在丰收果实一样，感受
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变化，感受他们彼此
敞开心扉交流的幸福，感受他们收获成
功的愉悦，辛苦着，但也幸福着。

“女神节”“母亲节”时的“护蛋活
动”，让同学们感受父母的养育之情，感
恩父母；“班级饺子宴”，在集体的温暖中
度过传统节日，感受家的温暖、集体的温
馨；在“我们的节目”中发掘有特殊才艺
的人；“班级照片墙”，让孩子们在分享中
饱览各地美景，在交流中收获知识，在欢
声笑语中感受大自然的神奇；每个学期
的班级合影，更是记录了孩子成长的过
程……孩子们的个性品质、兴趣、才能等
在集体活动中得到表现，也在活动中得
到巩固、发展和调整。带着这样一份执
着，张丛梅带着孩子们在一次次活动中，
一点点成长，带他们体验生活，发展个
性、舒展自我。

她也因为孩子们的成长而成长着：
所带领的班级荣获郑州市文明班级、郑州
市书香班级称号；所教学生荣获河南省诗
词大赛一等奖；个人多次荣获市、区级表
彰……她说，随着教学年龄的增长，自己
越来越感觉到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每
个人的花期不同，作为老师要细心呵护他
们，看着他们慢慢长大，陪着他们沐浴阳
光风雨，带他们每天都做“最好的自己”。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张巧玲给人留
下的第一印象。岁月在她的容颜上留下
了痕迹，但她依旧气质如兰，优雅在行止
间。她善于用爱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
里遨游，用爱温暖了语文这一方天地。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为了训练学
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她精心设计
语文课堂活动，用爱心点燃学生学习语
文的兴趣。她认真落实“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动脑思、
动口说，真正让学生动起来。在她的语
文课上，课堂不仅仅是老师的，更是学生
自己的。“学生成为讲台上的主角，大家
都很有新鲜感，发言更积极了，还不时提
出不同的看法，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
张巧玲告诉记者。

整本书阅读是语文老师备课的重头
戏。为了让学生爱读书，领悟名著的魅
力，张巧玲用匠心引领学生爱上阅读。
她的阅读课主要分三步：首先是学生自
读，写读书笔记；然后是分享，学生讲故
事情节，分析人物；最后是专题探究，通
过探讨名著的写作意图等，督促学生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丰富精神世界。

写作是语文的半壁江山，为此，她总
是用耐心激发学生写作的热情。写作文
时学生最怕没有内容可写，她就引导学
生从教材和身边小事入手，如在学习课

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木兰诗》《叶圣陶
二三事》后，辅导学生写《我们班最可爱
的人》《我们班的巾帼英雄》《组长二三
事》等，帮助学生克服无话可说的难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写
作有了源头活水，学生渐渐爱上了写作，
更喜欢分享自己的佳作。

“即使是没有鲜花的舞台，或者是没
有掌声的独白，但紧握粉笔的手，总能让
每朵花盛开。”在浮躁的生活中，她是简
单而纯粹的教育人。她的幸福是看到学
生健康地成长，她的快乐是看到家长脸
上灿烂的笑容。

学生的成长是对班主任最好的回
报，家长的肯定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
曾经一个学习不太用心的孩子，在张巧
玲的耐心引导下终于理解了老师的良苦
用心，在作文中写下了这句话：“我终于
明白，其实严也是爱！”看到这句话，张
巧玲欣慰地笑了。2022 届九年级临近
毕业之际，几位学生家长来到学校送来
了鲜花，还坚持要给张巧玲恭恭敬敬地
鞠一个躬。“孩子在家经常夸张老师，感
恩遇到这么教学有方的老师。”一位家
长说。

用爱温暖教育，让学生感受到教育
的温度，这是张巧玲的追求，也是群英中
学的办学理念。

全员普及 居安思危

近日，一场以“防灾减灾 居安思危”为主
题的升旗仪式在管城回族区紫东路小学举
行。该校四二中队少先队员代表进行了《防
灾减灾 居安思危》国旗下演讲，分享了防灾
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呼吁队员们掌握
应急避险技能。随后，四二中队辅导员王凯
丽进行国旗下讲话，让学生明白了“安全是生
命的保障，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呼吁队员们
要树立自我安全意识，提高个人思想素质，注
意运动安全，遵守课间秩序，讲究饮食卫生，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队员们纷纷表示收获
满满，今后会提升安全防范意识，规范自己的
行为。

为了引导全校师生深刻铭记历史，增强
防灾减灾意识，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管城回族
区春晓小学举办以“防震减灾，珍爱生命”为
主题的红领巾思政课。中队辅导员康晓婉以

“防震减灾”为主题，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
动的思政课。她回顾了“5·12”汶川大地震
的惨痛历史，并详细讲解了地震发生时应该
如何自救和互救。三二中队队员李墨然、徐
睿晗以《防震减灾 珍爱生命》为题，向全校师
生发出倡议，呼吁大家时刻保持警惕，提高自
我防范能力，学习并掌握防震减灾知识，确保
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与此同时，他们也分享
了一些实用的自救互救技巧，包括如何在地
震发生时正确躲避、如何判断震后安全撤离
路线等。

“安全是一切的基础，也是每个学生健康
成长的前提。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我
们要时时把‘安全’铭记于心，从小事上做起，
在细微处注意，不断加强安全屏障，不断延伸
学生幸福。”据管城回族区南学街小学大队辅
导员王晓杰介绍，该校围绕“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主题开展了一系列防灾减灾主题
教育。升旗仪式上，队员代表向师生普及防
震减灾的相关知识、地震来临时的逃生技能
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防范要点，同时，提醒大
家时刻将安全记于心。队会课上，各中队辅
导员也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视频、图
片、故事、讨论示范等形式，让学生了解地震
成因，学习避震自救知识，掌握基本自护自救
技能，真正提高学生防灾减灾的能力。“自然
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学习防震减灾和紧急自
救知识是多么重要啊。”同学们纷纷感慨。

用爱温暖教育

做最好的自己

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
于奔回老家的喜悦。整首诗，除去第一句是叙
事外，其余各句都在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
惊喜之情。“剑外忽传收蓟北”一句起势迅猛，将
捷报的突然降临表现得十分贴切。长期以来，
诗人在外漂泊，历尽艰辛。因为“蓟北”未收，安
史之乱未平，诗人无法返回故乡。如今，得知蓟
北报捷，自然喜不自胜，惊喜之情犹如决堤的洪
水，冲破情感的阀门，一发不可收拾。

“初闻”紧承“忽传”，以转作承，在“喜欲狂”
处才收住脚。惊喜的洪水又涌现出第二个洪
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两个连续性的动作
之间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诗人在悲喜交加、“涕
泪满衣裳”时，很自然地联想到同样受苦的妻子
儿女。此刻，“却看”这个动作，尤为富有意蕴，
诗人想对家人说些什么，可不知道从何说起。
其实，根本不必多说，蓟北报捷已经驱散了笼
罩多年的愁云，家人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家人
的喜悦更增添了诗人的喜悦，于是，心情再也
无法平静，索性卷起诗书，尽情地享受胜利的
快乐。

第三联进一步书写“喜欲狂”。诗人作这首

诗的时候，已经到了晚年，对于老年人而言，“放
歌”和“纵酒”是不大合适的，诗人此时已经不想
拘泥于这些，既要“放歌”，还要“纵酒”，尽显

“狂”态。下面一句抒写了诗人的“狂”想：春天
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
正好可以还乡。一想到这些美事，自然“喜欲
狂”。尾联含四个地名，用“即从”“便下”使两句
紧连，加上“穿、向”的动态，写出了此时的杜甫
虽身在他乡，心已经从峡谷中飞速地穿行而过，
千里路程，仿佛弹指间即达，便出现了“即从巴
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画面，
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把诗人喜悦、愉快之情痛
快淋漓地展现出来，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
快诗”。

全诗感情奔放，用词准
确 ，字 里 行 间 体 现 了 一 个

“喜”字，抒发了诗人还乡的
愉悦心情，表现了诗人浓浓
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精神境
界，将诗人急于回到家乡的
情感和强烈的爱国情感表达
得淋漓尽致。

诗词对于孩子学习生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风霜雨露，到草木鸟兽，从家国情
深，到塞外战场，感化孩子对天地草木、人生聚散的关怀，诗词能提升孩子的心灵品质，
培养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感情、有文学修养的人。“为你读诗”栏目，邀请喜爱诗歌的老
师，为孩子们读诗、品诗，解读诗词的含义和创作背景，带孩子们走进诗词的世界，让他
们真正爱上古诗词，并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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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本期读诗人：郑东新区锦绣小学 董素华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防灾减灾进校园
织密安全保护网

本报记者 李 杨

今年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加强学生防灾避险意识，
构建平安和谐校园，我市多校于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
疏散演练等活动，提升学生防灾自救能力。

“安全教育是最好的预防。”5月 11日，中原
区伏牛路第四小学举行“防震疏散演练”活动，普
及防震减灾知识，促进全体师生熟练掌握基本的
防震避震知识和技能。这是一次关乎生命安全
的实战模拟。大家怀着敬畏和期待的心情，投入
到这场特殊的学习中。演练前，学校召开了专门
的防震演练会议，制定了详细的演练方案，每位
教师各司其职。各班班主任仔细给学生讲解逃
生技巧和疏散要求，明确疏散的信号和路线。第
一次警报响起，教师指挥学生蹲在课桌下就地避
震，避免身体被砸伤，并注意保护好头部和眼睛，
以免被课桌椅碰伤。第二次警报响起，学生在老
师的带领下，迅速而有序地按疏散路线撤离，并
安全到达指定集结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学
会了如何在地震发生时保持冷静，如何在有限的
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为了使全体师生了解防震、疏散等应急避险
知识，提高师生紧急避险和应急的能力，5月 10
日，管城回族区银莺路小学开展了防震减灾应急
疏散演练活动。学校对演练过程进行了周密的
部署，要求疏散中每一位教师各司其职，责任到
人，对安全逃生方法、路线、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详
细安排。随着地震警报响起，演练拉开帷幕。老
师们按照防震疏散演练方案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学生在课桌椅下进行紧急避险，待广播下达疏散
口令后，老师们有序组织学生到操场进行紧急避

险。各班清点疏散人数并上报，整个演练过程有
条不紊，在四分钟之内圆满完成了此次演练。银
莺路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李德亮在总结时表示，演
练是预防性的、模拟性的练习，通过演练可以让
同学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快速进行正确处
理。学校要求师生积极参与每次演练，为及时有
效安全疏散积累宝贵经验，确保师生掌握基本的
自救和逃生技能。

为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应对危险的意识和能
力，金水区工人第一新村小学联合比邻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开展生存训练营活动，为学校百余名学
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防灾自救课程。活动以

“教会儿童自救，提高生存能力”为主题，由志愿
者带领学生们体验学习“毛毯担架急救法、千斤
顶抬升、AED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绳结急救
法、家具防倾倒”6项安全技能，通过游戏模拟对
应的灾害场景，让同学们身临其境学会应对危
险的方法，从而提高同学们的生存能力。“老师，
我来救护伤员。”“大家注意保持平衡，避免造成
二次伤害。”……同学们神情专注，积极踊跃参
与实践操作，在闯关活动中更深刻感受到了掌
握安全自护自救知识技能的重要。此次活动，
不仅让同学们掌握了基本的应急救护技能，
同时，也提高了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自
救、互救能力，为筑牢生命安全屏障打下坚实
的基础。

技能在手 临“震”不慌

工人第一新村小学开展生存训练营工人第一新村小学开展生存训练营

银莺路小学防震减灾演练有序进行银莺路小学防震减灾演练有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