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人心声：作为一名幼儿教师，让自己的
每一句话，都如磁石般有力，吸引幼儿对其聆
听；每一缕微笑，都如花朵般美丽，让幼儿为其
着迷；每一次互动，都如母亲般慈爱，使幼儿不
由自主地簇拥。

教育，是一场温柔与爱的交织。张倩倩深知，面
对孩子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学会用“爱”沟通。

担任小班班主任时，她总是用无尽的爱心和耐心
关注孩子们，帮助新入园的孩子克服分离焦虑。她告
诉孩子们：“老师妈妈会像妈妈一样陪你吃饭、陪你玩
耍、陪你学本领，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老师妈妈
也会帮你一起解决。”她观察入微，关注着孩子们的情
绪变化，及时给予安抚；她热情亲和，与孩子们一起游
戏；她条理清晰，机智化解孩子们之间的小矛盾。她
把笑容挂在脸上，她把孩子放在心上。她用暖暖的微
笑、温柔的语言、平和的情绪换来孩子们满满的安全
感与归属感。

在郑东新区龙子湖幼儿园“养根教育 携爱同行”
关注儿童视角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张倩倩在一次次与
孩子们互动的过程中发现，原来同一件事在儿童的视
角中会呈现与成人不同的世界。

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总是五彩斑斓，一次不经意的
表扬，一个认可的眼神，都会让孩子发现自我的价
值。在日常生活中，她更专注于孩子们的表现，寻找
他们的闪光点。在她看来，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
的，都有独一无二的颜色，而她要做的，就是用心引
导，激发潜力。

在儿童的世界中，她用“一米身高看世界”，以儿
童的视角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区角游戏中，“老师，浩
浩抢我的玩具。”琪琪大声喊道，她蹲下身来，与浩浩
沟通后才知道，孩子的初衷是想为已经搭建的“楼房”
装一个游乐场。

孩子们童真可爱，她抓住孩子日常活动中的每一
个教育契机，总是以儿童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让教育
生活充满童趣，让孩子拥有更多的兴趣，在孩子的生
活中创造更多属于他们的“哇”时刻。

教育路上，最完美的关系就是家长信任老师，老
师全力奔赴。她设立“儿童存折”投放在家庭中，帮
助家长学会关注儿童年龄特点与发展；她在班级中
开展集“生肖”满“愿望”活动，助力家园共育，抓住生
活中的教育契机。在与家长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她
始终怀揣一颗真诚之心。她的真诚如同温暖的阳
光，照亮了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桥梁，也让家园合作
更加紧密。

幼儿教师——一个平凡的称谓，却肩负着不平凡
的使命。今后，她会继续“随儿意，善等待，巧支架”，走
近儿童、看见儿童、理解儿童，更好地发现儿童的一百种
模样，理解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在对未来的憧憬与期
待中，继续探求幼教事业，一路向阳而生，逐光而行。

追光者：郑东新区白沙中心幼儿园 冉瑞玲

满载星辉奔赴热爱

心怀热爱，方能奔赴山海，静待一树花开。参天大
树始于不禁风的幼苗，她在幼苗的根茎上浇灌人生第一
滴水，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孩子们成长。她，就
是郑东新区白沙中心幼儿园教师冉瑞玲。

在冉瑞玲心中，教育就是一个大孩子带着一群小孩
子不断追光的过程。而她也时常感慨：“孩子是那么纯
粹，与其说我在教育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每天在用‘爱’
治愈我。”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她打开窗户通风换
气，为教室更换新鲜空气，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美好的
一天在与小朋友的问好中开始。每天晨检时，她都会
先和每一位小朋友问好。对于班级里比较腼腆的幼
儿，她会进行多次鼓励，鼓励孩子敢于开口说话。慢慢
地，会有小朋友热情主动回应“冉老师，早上好”；渐渐
地，班级里比较腼腆的小朋友也可以做到主动与老师
问好。家长会时，冉瑞玲也收到了来自家长惊喜的反
馈——孩子们都变得更加健谈、开朗活泼。

在冉瑞玲看来，孩子的世界很童真，他们能直接感受
到老师对他们的爱，而爱与责任是相互交织不可分离
的。因此，她在日常的保教工作中全身心地投入，把这种
博大而宽宏的爱不断转化成为日常保教活动中的耐心、
责任心，从利于孩子心理和生理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精
心设计每一个活动，让孩子在幼儿园健康快乐地成长。

棋类游戏是孩子们快乐成长的魔法钥匙。当冉瑞
玲拿出各种精美五子棋时，孩子们的眼睛瞬间亮了起
来。“老师，这是什么呀？”一个小朋友好奇地问。“这是五
子棋，它是非常有趣的棋类游戏。”她微笑着回答，耐心
地给孩子们讲解五子棋的基本规则。看着孩子们专注
的眼神，她知道，孩子们已经被这个神秘的游戏吸引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设计更多趣味横生的游戏
环节，如“找朋友”“限时挑战赛”等，这些活动进一步激
发了孩子们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此外，她还引
入了“复盘活动”，引导孩子们回顾自己的棋局，总结经
验教训，学会从失败中汲取智慧。

孩子们对棋类游戏越来越着迷。他们会在自由活
动时间主动拿出棋盘，邀请小伙伴一起下棋。在这个过
程中，他们学会了遵守规则，懂得了轮流下棋，不耍赖
皮。他们也学会了思考和决策，每一步棋都要经过深思
熟虑。在与小伙伴的对弈中，他们还学会了尊重对手，
即使输了也不气馁，而是勇敢地挑战下一局。

“爱是教育的基础，是老师教育的源泉，有爱便有了
一切。”冰心的话深深触动着冉瑞玲，鼓励她为实现爱的
教育而不懈努力。“一腔热血温故土，四季甘霖润嘉禾”，
冉瑞玲无悔曾经的选择，她将继续“撑一支长篙，向青草
更青处漫溯”，因为她深信，终有一天，她会“满载一船星
辉，在星光斑斓里放歌”。

育人心声：满
载一船星辉，在星
光斑斓里放歌。

师情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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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出发携爱而行

致敬追光者

走近那些向光而行的一线教师 栏目记者 周 娟 李 杨

追光者：郑东新区龙子湖幼儿园 张倩倩

呵护童心聆听花开
不知不觉从教已有 20 年，小小一方

三尺讲台，承载了我二十年的青春时光。
二十载寒来暑往，我默默耕耘，默默坚守，
与生同行，以真心为底色，以耐心为颜料，
以爱心为画笔，努力刻画一个最美教育工
作者的模样。

“每个孩子都像一把锁，只有对应着
他们的正确钥匙，才能打开孩子们真实的
内心世界。”常年的班主任工作使我养成
了每天和学生谈心的习惯，通过谈心，第
一时间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状态，掌握
他们的情感需求。再通过解惑、疏导，帮
助学生调整学习和生活状态。

班上有个男孩叫小艺（化名），从来不
交作业，也不参与小组值日；各科老师见
着他就头疼，因为这孩子不会好好听课，
要么就是乱涂乱画，要么就是跟周围的同
学聊天，扰乱课堂纪律；只要班里出现状
况，那一准是小艺，没得跑。我知道批评
指责对于这样的学生没什么用，于是，我

经常在课下跟他聊天，我了解到小艺特殊
的家庭背景：单亲家庭，妈妈是医护人员，
工作忙，照顾陪伴他的时间不够，大部分
时间小艺的衣食住行都由姥姥姥爷负责，
而“隔代亲”又使得老人溺爱包办孩子的
一切活动，长此以往，小艺丧失了很多成
长的机会。

获得了孩子第一手“背景资料”后，我
从家庭教育和习惯养成两方面入手，一方
面，跟小艺的妈妈电话联系，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在家不断给孩子创造机会参与家
庭劳动，让孩子在锻炼中获得肯定和自
信。另一方面，在学校注重培养其良好的
学习习惯，如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规范
书写等，同学和老师做监督者，每天都跟
孩子沟通反馈，及时鼓励，形成良好的互
动循环。一学期下来，小艺改变很大，通
过努力，收获了各科老师的夸奖，大家一
致认为小艺进步了，不仅如此，他还参加
了市级的编程比赛，整个人都自信了，脸

上的笑容也多了。
每一粒种子都值得等待，等待一个华

盖参天的未来。
那一天，我接到了家长的“投诉”——

小安（化名）在家里跟妈妈犟嘴，妈妈说一
句他顶三句，爸爸赶过来劝架，他却对爸爸
动武，妈妈气得崩溃，特意打电话给我寻求
帮助。接到这样的“投诉”，我既好笑又欣
慰，好笑的是，孩子慢慢长大，家长的教育
方式却还停留在孩子幼儿阶段，不能与时
俱进；欣慰的是，家长如此信赖认可老师。
第二天，我便与小安谈心。小安说，平时无
论自己说什么，妈妈都反对，一点不信任
他，这让他很生气，所以就跟妈妈对着干，
其实，现在自己也有点后悔。我发现，小安
同学虽然有点小叛逆，那也是“渴望长大”
的强烈愿望，于是，我跟家长沟通，分享了
许多有用的家庭管理视频，劝导家长改变
交流方式，学着尊重孩子的感受，尝试支持
孩子独立乘公交车上学，尝试让孩子学习

喜欢的吉他，渐渐地，家长学会了放手，孩
子也在锻炼中获得肯定和自信。

在学习《红楼春趣》一课时，小安毛
遂自荐，不仅把自己在课外搜集的背景
资料都展示给同学们，还梳理了人物关
系，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称赞。随后，小
安又自觉承担起班级看管清点足球的任
务，颇有班级主人翁的自觉性。有天放
学，小安妈妈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孩
子在家学习变得积极主动了，会主动安
排学习和生活，也不再跟家长唱反调，还
是张老师有办法！

阳光普照万物时，它并不在意每一
朵花是否都能散发出幽香与芬芳，它所
在意的是，光线的每一个细微部分，是不
是都给了花瓣最温暖的触摸。我将班级
中的每个孩子都视为一粒种子，无论你
是花、是草，还是树，都会悉心呵护，静静
守候。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张艳艳

帮助孩子戒掉拖延
孩子拖延怎么办？《戒掉孩子的拖延症》有妙招。《戒掉

孩子的拖延症》这本书列举了 28种拖延症的类型。如：我
们最关注的“写作业拖拉”“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时间观
念”“害怕失败而拖延”“过度在意细节而拖延”“上学总是
迟到”等。每一种类型都有详细的案例，都对拖延的原因
进行了深度解剖，还附有非常详细的解决办法。戒掉拖延
的方法总结下来就是三大部分：提升时间管理力，锁定外
在与生理条件；提升压力适应力，做好正向情绪的管理；建
立良好互动与生活公约。

有一种拖延，叫“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开始”，但好像每次
都能赶在事情截止日期前完成。作者告诉我们，要启动一件
事、解决拖延，一定要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我们可以帮助
学生做一个简单的启动仪式，从他最擅长的事情，或者眼前
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开始，也就是破除万事开头难。过程中，
我们要观察孩子掌握进度的能力，同时，定期检视进度、设立
截止日。提醒学生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不要认为自己可以
在极有限的时间里高质量完成任务。像我们班，今年五年级
了，学生们的时间观念不强，有一些学生就有明显的拖延习
惯，刚开始不着急，一说快下课了，犹如“囫囵吞枣”一样不管
对不对，急急忙忙完成任务。看了这本书后，我觉得可以引
导学生先完成简单的任务，同时，随时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度，
及时提醒、鼓励、帮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并给予
奖励。

经常会有家长问老师，孩子做事总是拖拖拉拉怎么办？
深挖原因，我发现做事拖拉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部分也爱
拖延。我在这本书最后一种拖延症类型里找到了答案。父
母自己爱拖延，孩子有样学样怎么办？首先，父母要展现改
变的决心。坦诚地让孩子知道自己也有拖延的毛病，拖延导
致很多不好的后果，同时，表现出改变的态度和决心。比如，
写保证书，孩子比大人更能遵守约定。其次，亲子携手克服
拖延。和孩子一起分析彼此有哪些拖延的习性，设定一步步
改变的目标，并约定当拖延再次出现时，要互相提醒、加油打
气、互相帮助。比如，作为家长，我会告诉孩子，很多困难的
事情你都做到了，这个你肯定也可以做到。所以，孩子现在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就是胜利”。

现在，很多人推崇躺平，崇尚慢生活，乐于摆烂，好像拖
延是一种时尚。书中说道，如果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拖着不做必然成为焦虑的帮凶。一旦成功克服拖延，
你将重新找回自信，更懂得欣赏与接纳自己，并在生命中活
出更漂亮的身影。

金水区利智学校 刘小向

自卑的“显眼包”
课堂上，老师问：“这个为动物建造

的小房子，同学们还有哪些改进意见
呢？”未加思考的小明（化名）很快举起
手：“老师，这个‘狗窝’多少钱？我也想
住进去。”答非所问的话语、貌似搞笑的
发言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所有人的目
光一下子都聚集到了小明身上。本该正
常有序的课堂，瞬间变得混乱喧哗，老师
的脸色已然有些生气，小明却还未意识
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状况时有发生，小明在课堂
上喜欢说一些幼稚、搞怪、与众不同的话
语，老师不提问他时，他甚至会故意接
话，不仅扰乱课堂秩序，还打断老师上课
的节奏。

大家都说他是班级里的“显眼包”，爱
表现、哗众取宠。

久而久之，这种行为导致外界对他的
评价降低，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引发矛盾

与冲突。
为了帮助小明改变现状，我对小明的

行为表现进行深入剖析。
行为分析：1.哗众取宠可以视为自卑

的表现，通过夸张、引人注目或过分迎合
他人的方式来吸引注意力，以期望得到
他人的认可和赞赏。这种行为背后可能
隐藏着一种内心的不安和自卑感，因为
这些人可能认为自己缺乏真正的价值或
能力，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
不足。

2.缺乏是非标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
这些言语行为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他仅
仅是想博得大家的注意，但却缺乏分寸和
是非观念。

解决策略：1.刻意忽视他的哗众取
宠行为。我告诉同学们、各科任老师以
及他的家人，遇见小明的这种行为，我
们都选择刻意忽视，让他逐渐意识到这

种行为是得不到大家的关注的。只有
合理的言语行为，才会得到大家的积极
关注，他一旦有良好的表现，要给予表
扬和奖励，不断地正向引导，有利于好
行为的强化。

2.给他更多的关心和关爱。被关注是
每个孩子的心理需求，当他出现这样的行
为时，不要刻意打压，也不当众批评嘲
讽。明白他内心深处的自卑与脆弱，引导
他反思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方式，鼓励他尝
试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想法。

鉴于小明的基础知识掌握不是太好，
课下我会给他单独辅导，也会安排乐于助
人的同学跟他坐同桌，对于他的点滴进
步，我都给予高度肯定与赞扬，课堂上也
会把目光多停留在他身上，一些稍微简单
的问题也会叫他回答，偶尔的精彩发言也
能让大家情不自禁为他鼓掌。无形之中，
慢慢消除他内心因为成绩带来的自卑感，

渐渐找到学习的自信心。
3.帮其找到闪光点，增强自信和自我

价值感。小明的闪光点是头脑灵活，胆量
大，爱举手，有时候思考问题的角度很新
颖，发言也有创意。于是我就在班级里为
他“量身定制”一场辩论会活动，身为辩手
的小明在活动中敢想敢说，展示出了自己
的优势，大放异彩，赢得阵阵掌声。

班级里有一些小型活动，我也会邀请
小明做主持人，其不怯场的台风、自带幽
默感的话语，都能点燃活动气氛……

小明的闪光点在一次次活动体验中
被不断放大，自我价值感不断提升，内心
的自信也越来越足。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我们教育工作者
需要修炼的能力，当孩子出现反常行为
时，我们要看懂问题背后的原因，从而采
取措施帮助孩子成长！

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徐伶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