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启蒙老师”——小人书
转眼已至而立之年，当年课堂上在桌斗里偷偷翻看小

人书的场景还像是在昨天一样。提到小人书，细细回想起
来，它诚可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且当之无愧。

记得当年小学附近的小卖部里出售有一种5毛钱一包
的零食，内赠有2厘米见方的《老夫子》漫画一册，也就十来
页，每张 4至 6格，用生动形象的插画配上精而简的文字，
勾勒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或是小笑话。5毛钱买来的薄
薄几页小人书却能换来我们一整天的快乐。打那以后，我
就陶醉在生动鲜活的配图、言简意赅的文字、跌宕起伏的
情节之中。后来想想，我的读书习惯兴许就是在那时培养
起来的。这么说来，小人书《老夫子》称得上是开启我阅读
之旅的“启蒙老师”。

那是一堂语文课，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这时，我突
然想起小人书上方有“非同小可”四个小字，索性就拿来当
作该题的答案作答，念了出来。毕竟答错题目和不做答是
两码子事。结果，歪打正着，反而因用词妥帖、恰当受到了
老师的表扬。此后，我在看小人书的时候尤其关注每页上
方的 2至 4字不等的极简标题，似乎也从中探寻到了别人
没有发现的“秘密”：这些后来脱口而出的四字词语或成语
诸如“一飞冲天”“空前绝后”“童心未泯”……竟然都是当
年在小人书上第一次遇见并积累而来的。看来，小人书
《老夫子》也算是我的语词积累“启蒙老师”。

7年前我走上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如今的市面上
很难找见当年小人书的踪影。我翻箱倒柜找到一些我曾
经收藏的小人书，悄悄地把它们藏在班级的书柜里，故意
偷偷地看，发现有学生瞅我，就顺手把它们“掩填”在整齐
的书列当中。果然，初中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且
经不起“诱惑”，那几本小人书早已在我眼皮子底下被班里
很多同学读过。就这样，我把我的“启蒙老师”推送给他
们，希望他们也能在一看即知人物的喜怒哀乐里、一目就
了然故事的前因后果中受到启蒙。鲁迅先生不也曾高度
评价小人书“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茅盾先生也
赞称小人书为“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工具”。

大道至简。书小乾坤大，字浅学问深。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长青路校区 连航

师情师语

本报记者 李杨

看见每一个孩子的可持续生长

郑东新区全力构建幼小科学衔接新样态郑东新区全力构建幼小科学衔接新样态

实施幼小科学衔接攻坚行动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关键环节，郑东新区作为省级幼小科学
衔接实验区，从理念认同到行动研究，从园校自主到区域统筹，从试点先行到全域覆盖，始终坚持“多方联动、双向合作、科学
衔接、协同育人”的工作思路，积极打造“一核三体”的工作框架，努力构建“儿童为本、双向互通”的幼小科学衔接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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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学生的声音
新课改要求教师从执教者转变为引导

者，在《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中我认识到，教师
要从言说者变为倾听者。她讲道：“倾听是内
心安稳沉着，对对方予以接纳和关注，并向对
方学习。倾听不只是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
听，而是用心去体会、共鸣和反思。”我也时时
刻刻要求自己，做到尊重所有学生。

可是，在我的一次课堂上，出现了一次
这样的意外。在课堂快要结束时我对本节
课内容展开提问，出于分层作业设置或者说
是某种奖励机制，我对学生们说：“我提出的
这几个问题，只要你可以回答正确，今天可
以不用抄写概念。”同学们听到我的这个提
议以后，像打了鸡血一样，争先恐后举手。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把作答权交给了第一

个举手的人，他很顺利获得了“不抄概念”的
特权。接着，第二个问题，我把作答权交给
了一个平日里非常乖巧的女生，她也顺利完
成作答，同学们的积极性更高了，甚至有的
站起来举手。在众多高高举起的小手中，一
只胖乎乎的小手引人注目。我先是意外，小
A同学他可不是爱学习、上课乖乖听讲的学
生啊。接着，我又怀疑，他能回答对吗？平
常上课属他最调皮。最后，我选择“看不见”
他高高举起的手，把这道题的作答权给了平
常回答问题非常积极的女生。不出三秒，小
A 同学的哭声就响彻了教室，他边哭边喊
冤：“老师，你都不叫我回答，我从开始就一
直在举手。”这样的大场面让我一时慌了神，
在慌慌忙忙中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小

A，班级里还有好多一直在举手的同学呢，
他们都在等着机会来临，老师还有其他问题
呢，你想不想来回答？”小A这次是真的委屈
极了，“我不要回答，我以后再也不回答问题
了。”我暂时用了冷处理的方法，让小A冷静
下来，同时，接着授课。

下课铃响了以后，我第一时间跑到小 A
身旁，用手摸了摸他的头说：“老师知道你很
想回答问题，你上课时有认真听讲吗？知识
掌握的怎么样？”小 A 说：“我这节课认真听
了啊，我这节课学会了。”一瞬间，我真想找个
地缝钻进去，一直铭记在心的“尊重学生”
呢？我安抚小A，表扬他的积极性，并承诺下
节课让他第一个来回答问题。他终于又开心
地笑了起来。

这件事以后，我不断反思自己，为什么没
有发现小 A 的进步？班里还有很多像小 A
的同学，他们可能之前课堂表现不好，作业书
写不好，可某一堂课，某一个阶段，有没有进
步呢？学生是在发展中的人，小学阶段，他们
年龄尚幼，调皮是天性。那作为教师，应该时
时刻刻去引导，时时刻刻去关注学生点点滴
滴的进步。“要做到倾听，还要理解和接纳每
一位学生，这又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我
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真正走进学
生的内心世界，与他们沟通，倾听他们内心深
处的声音。同样，不另眼对待任何一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亮点，理解、接纳、尊
重所有学生。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南校区 孙刘柯

那些年，那些人
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慰藉，也有

泪水的滋润。上班三年来，自己在教育之路
行走得愈长，越来越爱回忆自己的学习生涯，
想起那些影响自己的老师，对于那些在我回
忆的所有人，我只想说：在人生的路上很幸运
与你们相遇，记得你们，记得那些事，记得那
些温暖与感动。

幼儿园的徐老师，是我对于老师最初
的认识与了解，温柔、耐心是我对徐老师
的 第 一 印 象 。 怀 揣 着 小 迷 妹 的 心 态 ，我
给 老 师 写 了 一 张 贺 卡 ，不 外 乎 老 师 耐 心
教 导 我 们 ，关 心 我 们 生 活 的 句 子 。 可 是
却将“传授知识”写成了“传授识知”，但
老 师 收 到 贺 卡 并 没 有 当 众 指 出 我 的 错
误，而是私下偷偷告诉我，保护了我那颗

敏感的心。
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个

“恐怖”场景，而我最害怕的是初中历史老师
王老师的提问。一周一次的提问环节，一个
个到讲台前等着老师的“审讯”，回答不上来
则要面临抄课文的惩罚。而那一次——“怎
么不会背啊？太紧张吗？”我怯怯地站在王
老师身边，脑海里却怎么也搜寻不到答案。
于是，王老师弯下腰说道：“老师信任你，你
也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期望，你回去坐下
吧，好好熟悉下，下课到我办公室背给我
听。”王老师短短的话语教会了我因材因时
因地处理问题。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传身教不
只是在课堂。初中的暴老师早早地教会了我

这一点。记得那是一节自习课，端着茶杯，捧
着书本的暴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坐在第
一排的我抬头瞥了一眼，继续沉浸在书本
中。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一抬头，
正是暴老师。只见暴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慧
珺，你的红笔能不能借我用下？”边说边盯着
我课桌上的红笔。“还用这么问吗？直接拿都
可以啊！”我在心里起了嘀咕，然后随手把笔
递给老师。暴老师微微弯腰，双手接过了红
笔。过了一会儿，暴老师走到我跟前，把红笔
放在我的课桌上并轻轻地说了句：“谢谢！”老
师一个小小的举动，向我传授了待人接物的
姿态。

上了班之后，面对学校众多优秀的教
师，自己依然是学生的心态，幸运的是遇见

了许多帮助我的可爱的人。记得那一次参
加比赛，为了使我安心投入比赛，师傅瑞华
老师也一早陪着我到达比赛地点。我一方
面不愿多麻烦师傅，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
紧张不已的模样让师傅看见，准备让师傅
先回去。贴心的师傅可能看出了我的窘
态，边为我收拾东西边说：“没关系，我到一
旁等你。你可以先到没人的地方调整状
态，加油！”这些温暖的话语向我传递了鼓
励、陪伴的力量。

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美好，这些人、那
些话，经过时间的筛滤，只剩下满满的感动与
温暖，愿这些回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永远
记得这些人，那些事。

二七区佛岗小学 时慧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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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双链条”驱动
支持儿童衔接发展

自 2021年以来，郑东新区通过制定幼
小科学衔接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幼小科学
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确立“横向融合、纵向
推进”的“双链条”驱动工作机制。

管委会成立了由教文体局、社会事业
局、市场监管局、乡（镇）办事处等 28个部

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打破壁垒、横向联动，

加大外部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建立动态监

管机制，健全完善幼小科学衔接制度体系，

支持衔接工作有序开展。该区还形成“区
级统筹—试点先行—全域覆盖”三级纵深
推进网格，建立“1+1+x”幼小一体化发展
教育联盟体系，成立 15个幼小衔接工作联
盟组。各联盟组积极开展联合教研、课例
观摩、环创评比、家长课堂等活动，实现身

心、生活、社会、学习全方位的科学衔接，帮
助孩子顺利过渡。

聚焦“多维度”教研
看见儿童内生动力

该区建立“园—片—区”三位一体“多
维度”联合教研机制，搭建“校、园、师、家”
对话平台，联盟组内定期开展幼小科学衔
接同讨论、同计划、同实施、同评价的“四同
步”互动教研活动，并遴选教育管理、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等领域的专家教授每月开
展专题大讲堂活动，同时，组织园（校）级干
部、中层、骨干教师赴上海、苏州等地进行
实地参观和学习，进一步强化理论支撑。

围绕“为何衔接、衔接什么、如何衔接”
的关键问题，该区以课程建设为着力点，构
建“一二三四”联合教研模式，通过“1+2+
N：‘问题—循证’”教研模式及多个教研变
式，指导区域园（校）开展基于教学现场、基
于真实问题、基于教师发展、基于家园共育
的多样化幼小衔接教研活动，探索研究“双
师制”幼小科学衔接教学模式，成为全国首
创，形成一系列幼小衔接活动经典案例与
可行做法，实现各方资源深度共享，进而达
到幼小高质量衔接。

聚焦“家园校”共育
尊重儿童成长规律

该区深化“浸润式”入学准备课程，着

力探寻浸润式生活化的衔接主题活动课
程，使其贯穿于小、中、大三个年龄阶段，形
成连续性、阶段性和整体性的螺旋式“主题
链”幼小衔接课程，通过设置专门的低龄段
主题课程模块，打破小学课程学科的界限，
搭建“减缓坡度”支架，助推幼儿从学前到
小学阶段自然过渡。

此外，该区还积极探索“点单式”家庭
教育课程，运用“线上+线下”同步走的方式
开展家庭教育讲座、成立郑东新区幼小衔
接家教宣讲团、设置“幼小衔接咨询室”，解
决个性问题，缓解家长焦虑。

聚焦“多元化”评价
理解儿童动态需求

研究制定《郑东新区幼小衔接督导评

估标准》，下发《幼儿园小学化负面清单》

《小学零基础入学负面清单》，落实质量检

测机制，探索建立特殊儿童发展和干预档
案，深化衔接长期效应……经过近三年的
探索和实践，区域视频案例、4幅主题绘画
作品、158篇成果案例、7项研究课题分获
省市奖项，实现从“各自为战”到“双向奔
赴”、从“表面衔接”到“深层融合”、从“注重
知识”到“关注全面”、从“看见儿童”到“走
进儿童”的重大转变，打开全域联动下幼小
科学衔接的“新视界”，真正做到让幼小科
学衔接的良好教育生态惠及每一位儿童，
看见每一个孩子的可持续生长，助力儿童
全面和谐发展，身心健康成长。

文化路第三小学
千人书法大赛赞美航天精神

本报讯（记者 张 震）5月 30日下午，金水区文化路第三
小学三校区同时举行“神州揽月航天梦，翰墨飘香颂华章”
航天精神诗文书写暨第九届千人书法大赛，全校师生共同
书写关于航天的名言和诗词，大赛分为师生硬笔、毛笔，教
师粉笔等比赛类别。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各班级同学准备好书写纸张，伴
随着书法社团学生张梓晨开笔礼视频，规范书写姿势，开始
书写。一、二年级全体孩子书写部分航天员的名字，中高年
级书写关于航天梦想的诗文，孩子们纷纷铺好纸张，观察字
体模板，分析字形结构，坐姿端正，准确握笔，起笔、行笔、收
笔，运笔流畅，字体书写或规范严谨或轻巧灵动，各具特色，
充分展现了文三学子的精神风貌。不一会儿，数千幅工整
漂亮的书法作品，已跃然纸上。

此次书法大赛将书法教育与航天科技、航天精神教育
相结合，通过书法让孩子们知道中国航天事业、了解航天英
雄、学习航天精神，用笔墨展现中国航天的辉煌业绩，表达
师生们对中国航天的最美祝福。

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幼小衔接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