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综合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闻新
责任编辑：王艳芳 E-mail:jsjyb@vip.126.com

新闻点击

近日，海安市雅周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采摘
花生活动。孩子们一起采摘花生，认识花生，学习
与花生有关的知识，体会劳动的快乐与不易。

秦爱梅 摄

从教 10年，常州市金坛区朱林中
学教师刘玉兰以三尺讲台为天地，对
乡村教育倾注了自己炙热的真情与爱
意。她先后获评常州市“教坛新秀”、
金坛区“教坛新秀”、区十大“最美教
师”等荣誉称号，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最美乡村教师”。

做学生的亲人

刘玉兰目前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
任。每天早晨，她总是比学生提前到教
室，准备晨读；午后，她利用时间帮学生
解决学习或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放学
后，她往往最后一个走，认真检查教室
的门窗是否关好。遇上恶劣天气，她会
挨个给学生打电话，确认是否安全到
家。班上曾有个孩子上学乘车不便，她
便早接晚送，一直坚持到孩子毕业。

一个冬天的早晨，刘玉兰发现学生
小蒋穿得十分单薄，冻得嘴唇青紫，便
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孩子身上。
她猜想小蒋家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再三
询问，小蒋就是不肯说。为了弄清缘
由，她顶着寒风，挺着 8个多月的孕肚，
到小蒋家家访。原来，小蒋父母已经离

婚并双双外出打工，孩子跟着体弱多病
的奶奶一起生活，经济拮据，连买件衣
服的钱都没有。刘玉兰含着眼泪离开，
顾不上吃晚饭，和任课教师连夜买了冬
衣和生活用品，送到小蒋家里。此后，
刘玉兰对小蒋格外关心，总是将新买的
衣服和生活用品悄悄塞给她。毕业离
校时，小蒋抱着她一直哭：“刘老师，你
就像我的妈妈……”

多年来，刘玉兰凭借“慈母心肠”和
“火眼金睛”，与学生们结下了亲人般的
感情。班上有个男生，学习成绩突然下
降，还多次无故旷课。刘玉兰多方打
听，得知他染上了网瘾，而父母却疏于
关心，坚持认为孩子是因为学习负担重
得了抑郁症，需要休学看病。刘玉兰和
任课教师再三上门做工作，却受到家长
的抱怨和责怪。失望的同事劝刘玉兰
放弃，她却摇摇头说：“老师受点委屈不
要紧，可若放弃就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啊！”此后，她依旧耐心地与家长沟通，
终于让他们了解了孩子的真实情况，并
愿意配合学校一起努力。后来，这个男
孩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家长激动地说：

“如果不是刘老师坚持，我家孩子这辈

子可能就废了！”

做军人的后盾

刘玉兰的丈夫是一名军人，为了让
爱人在部队安心工作，她用柔弱的双肩
独自挑起了家庭重担。刚结婚那年，刘
玉兰父亲身患癌症住院手术，一个月
后，母亲又遇意外，腰脊椎断裂住院治
疗。一边是需要照顾的两个老人，一边
是求知若渴的学生，刘玉兰像陀螺一样
不停忙碌，几次累得差点晕倒。但每次
丈夫询问家里情况时，她总是报喜不报
忧，把各种苦累说得轻描淡写。两人视
频时，她总是笑着对屏幕那头的丈夫
说：“家里有我呢，放心吧。”

刘玉兰和丈夫有个浪漫的约定：
军营和校园比翼双飞，赛一赛前方、后
方谁的成绩多。她在教育岗位上取得
的成绩，总能带给丈夫最大的激励。
丈夫年年被评为“优秀士官”或“优秀
共产党员”，他总是对妻子说“军功章
有你的一半”。每每放假，刘玉兰去探
亲时，就成为军营里的编外教员。她
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战士们上生
物化学科普拓展课，担任战士们的心
理健康辅导员，与他们畅谈人生理想，
帮助即将退役的战士做职业规划……
大家开玩笑说：“嫂子，有你做我们的
后盾，我们想不优秀都难！”

做父老乡亲的“喉舌”

2017年，刘玉兰当选金坛区第十

七届人大代表。她铆足劲头，从繁忙
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相关知
识及法律法规，不断提升自己的履职
能力。她把教学、家访与履行人大代
表职责结合起来，广泛倾听教师、家长
的意愿和呼声，立志做好父老乡亲的

“喉舌”，为乡亲们“代言”。
一次家访，一位学生家长感慨地

说：“现在农村人家为啥都想把孩子送
到城里去上学？那是因为城里的教学
条件好啊！”刘玉兰受此触动，反复调
研、思考后提交《关注和解决城乡教育
资源平衡的问题》议案，引起高度重
视。金坛区相关部门随后出台了相应
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乡教育资
源的不平衡问题。

还有一次家访，在谈及孩子辍学
原因时，家长叹着气说：“我生了一场
大病，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
欠了很多债，孩子辍学是真的没有办
法呀！”刘玉兰从小生长在农村，深知
农民生活不易。她一面想方设法让
孩子重回学校，一面深入调研，写出
了《关于加大农民大病术后报销以及
术后生活资助的建议》，随即引发其
他代表的共鸣。很快，相关部门落实
了 督 办 部 门 ，及 时 为 百 姓 解 决 了
困难。

“做教师，就要有教师的样子，我
要为学生的成长负责，更要利用专业
所长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刘玉
兰说。

东南大学全力保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本报讯（通讯员 唐瑭）9月 22日至 23
日，东南大学新生分批错峰开学。该校本次
共录取本科新生 4091人，其中男生 2821人，
女生1270人，男女比例约2:1。

开学期间，东大开通了线上“绿色通
道”，有需要的学生可以在线申请学费缓
缴，学校线上完成审核流程，为学生提供高
效便捷的资助服务。截至目前，已有 305名
新生申请线上“绿色通道”。为了方便新生
及时了解学校资助政策，东大随录取通知书
为新生寄送了助学金申请材料，目前共收到
550名新生申请。同时，通过线上家访核实，
该校春雨助学金共评选出一等助学金 30
名，二等助学金 150名，资助总额达 45万元。
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东大此次启动了新
生云家访，及时了解、评估学生家庭情况，为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寄送新生爱心礼包。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经济困难同学入
学后，学校还将帮助他们在学业辅导、心理
帮扶、就业指导、创新实践等方面实现能力
的拓展和提升，使他们享有更多人生出彩
的机会。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开展乡村振兴实地调查

本报讯（通讯员 陈琪瑶）“只有走进
田间地头，才能了解乡村青年人才的现状和
需求，探索青年大学生参与服务乡村振兴的
有效路径。”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委书记李前进说。近日，该校派出一支大
学生服务乡村振兴调查研究团队，深入南京
农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高校，线上连接
张家港市、盱眙县等地相关部门，全面开展
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课题实践与调查研究。

调研团队以座谈会、个别访谈、基地观
摩等方式了解江苏乡村产业、生态、社会治
理等方面现状，并对县乡干部和大学生代
表开展“云访谈”。据了解，近年来，南师大
马克思主义学院立足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实施，前
期已在 10所高校开展了问卷调查。此次调
研致力于关注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的特点
趋势、政策激励、制约因素等热点难点问
题，并就如何教育引导大学生投身乡村建
设提出建议。

南特师推出全国首个
国家通用手语全媒体节目

本报讯（见习记者 汤文清 通讯员
杨黎珍 谢军）全国第 24届推广普通话宣
传周期间，由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省残联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
全国首个国家通用手语节目《手语普法》和
《妙手生“话”》相继播出。两则节目将手语
作为第一语言元素，由聋人和听人（零手语
基础的普通人）主演，穿插聋人主持人现场
说法，吸引了社会关注。

《手语普法》选取“居住权”“婚内单方举
债”“真假离婚”“民间借贷纠纷”等 12个与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内容，以情景
剧的形式演绎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妙手生

“话”》则选取了 12个日常生活场景中频繁
使用的国家通用手语词汇作为教学词汇加
以推广，节目受众主要为听人。除了江苏广
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两则节目还在荔枝网
和江苏残联、中国盲文手语推广服务中心、
南特师等单位的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目前我国共有听障人士 2780多万，电
视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南特师
是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于 2020年
12月正式启动《基于全媒体传播平台的国家
通用手语节目开发与推广》项目。学校致力
于开展多类型、高质量国家通用手语全媒体
节目的研发与推广，旨在以国家通用手语节
目为载体，向全社会推广，以满足听障人士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宝应中专两学生
勇救落水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 王立峰）“如果不是这
两个孩子，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最近一段时
间，宝应县射阳湖镇水泗社区80岁的徐建成
大爷，逢人就夸就读于江苏省宝应县中等专
业学校的两位学生——金数标和朱凤驰。

9月 4日上午网课休息时间，金数标和
朱凤驰结伴到自家屋后的大圩上散步，突然
看到有人在附近水域挣扎，便毫不犹豫跳进
水中救人。经过一番努力，老人终于获救。
待老人意识清醒、呼吸顺畅后，两人又一起
把老人搀扶护送回家。

据了解，金数标和朱凤驰平时就是乐于
助人的“暖男”。在左邻右舍眼里，金数标热
心、勤快，常常帮大家跑腿买东西；身高 1.87
米的朱凤驰平日里热心公益，在疫情防控期
间，他积极到社区报名当志愿者，在“疫”线
奉献青春。

做精神明亮的人
■本报记者 缪志聪 本报见习记者 阿妮尔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南京市力学
小学的师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为研究主线，以“读红色书籍、说英
雄故事、唱革命歌曲、看红色电影、访
革命圣地、学革命先烈、讲党史微课”
为研究支架，开展了深入扎实的学习
与研究。

“每一种精神都连接着培育产生
这种精神的伟大时代，孩子们在丰富、
真切、生动的学习实践场景中，学习、
传承、践行伟大精神。”力小校长李琳
告诉记者，这些活动都在学校思政大
课“做精神明亮的人”的框架内。如何
在小学阶段开展系统性的“儿童版”思
政教育，是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探
索多年的命题，“这堂课的背后，是力
小 74年的历史积淀，也是近 20年探索
儿童研究素养培育项目的成果。”

融入生活：落点“明亮精神”

为了备好这堂思政大课，力小专
门成立了“做精神明亮的人”备课组。
今年 5月，备课组面向力学小学教育集
团全体教师和近 3000名学生，开展问
卷采集——用 3个关键词解读“精神明
亮”；写下自己敬仰的“精神明亮”的人
的名字。

“由课堂的主体选择课堂的话
题。”李琳说，刚开始备课，宏大的主题
让备课组有些无所适从，“授课内容好
像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没法讲下
去。”直到问卷结果统计完毕，全校师
生对“精神明亮”的理解才让这堂大课
有了“落”下去的可能。

“我们发现，中小学校做思政教
育，一定是全学科的。全校的德育融
到最后，成就了这么一堂课。”李琳告
诉记者，最终备课组明确以“精神力
量”为落点，以“爱国”“担当”“忘我”3

个关键词为脉络授课，话题由师生共
同选择，内容则全部来自学校日常的
教育教学活动和儿童研究项目，“课中
涉及的所有话题，师生都已耳濡目染，
内化于心，一点不显突兀。”

面向儿童，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
是力小推进思政教育的“密码”。“思政
教育应当是一个系统，包含学校整体
的教育教学，连接儿童的生活空间，面
向儿童的未来。”李琳说，综合各学科、
融入学生生活的思政教育，才能更顺
畅地“明亮”学生的精神。

在日常教育中，力小将班会课等国
家课程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儿童研究校
本课程，让学生学习生活的每一步都有
思政元素围绕。问卷采集结果显示，先
驱李大钊高票成为学生心中“精神明亮
的人”，这样的认识就来自《十六年前的
回忆》这篇课文。“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
是‘走进人物的内心’，通过这篇课文，
我们希望孩子们‘回到’100年前，真正
走到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面前。”语文教
师宋金奇介绍说，学生在课本引导下搜
集资料、分组探讨，李大钊的爱国情怀
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传承历史：解码思政“基因”

1947年春，近代教育家、爱国和平
老人邵力子先生及夫人傅学文筹资创
办了“南京市私立力学小学校”。“儿
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基础教
育……我们来办好一所小学，为孩子
们创造一些学习条件，使更多的孩子
有学习机会。”这是傅学文先生写的亲
笔信。现在这封信，就裱装在力小的
走廊里，师生每天都从旁路过。

“力学报国和研究创造是学校的两
大‘基因’，也是孩子们未来飞翔的两
翼。”74年来，这股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

一直深深影响着全校师生，“力学报国，
努力奔跑”是每年校运会口号；几经迭
代，“致力于学，学以成人”成了校训的
新诠释……“文化是长出来的，我们看
到的是枝叶和花，最后还要回归泥土和
根。”在李琳心里，校史文脉在教育教学
中的传承，是力小开展思政教育的底蕴
支撑，“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等
领导人曾先后到校视察，奠定了‘力学
报国’的爱国根基。”

2020年暑假，力小在即将升入六
年级的学生中开展了“我的校史馆计
划”儿童研究项目，请学生用一年时间
研究准备，为校史馆留下自己小学时
代最重要的纪念物。

在孩子们陆续提交的作品中，李
文宇的“海绵新力学”设计方案让人眼
前一亮，他也因此被称为“海绵王子”。

“前操场可以改成雨水花园，西操场硬
地可以改成渗水地面，楼梯还能添加
绿色植被，这样改完一定更环保、更绿
色。”李文宇的创意吸引了全校近 3000
名师生参与讨论，被写入学校“十四
五”时期发展规划。

2021年，学校启动了“小米粒学党
史”主题教育，60个学习成长小组积极
参与其中。在党史与校史的深入学习
中，思政课堂有了全新的呈现方式。

“草鞋又凉又硬，可红军还要穿着它爬
大山，走好远的路。现在，我也要传承
长征精神，力学报国。”三年级学生杜
砚告诉记者，他参加了长征精神研究
小组，活动中，大家体验了穿草鞋活
动，冰凉的触感让他难以忘怀，“力学
报国”的情怀瞬间“拉满”。

指向于人：思考融于生活

钱学森的故事一直为孩子们所喜
欢。“我的小组研究了钱学森爷爷，我们

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有了更深的了
解。”参加“科学家精神”主题研究的陈
明麓说，活动带给他的，是学习科学知
识的动力和为祖国科学事业作贡献的
理想。

“以一个主题或话题为讨论场景，
让孩子们去回望、沉淀，最终表达出自
己的认识，并在日后的生活中有所体
现。”在李琳看来，思政教育并非教师刻
意教授道理，而是促成学生在学习思考
中实现自我的唤醒与提升，“单方面‘唤
醒’可能会有隔膜，孩子们自己在研究
中感悟到的则会一直伴随他们成长。”

在思政公开课后，劳动委员吴欣然
有了一些小变化。放学后，她会主动留
下拾垃圾，维持校园环境。“通过这堂
课，我认识到自己不该只在一旁督促其
他同学把卫生搞好，我也要一起动手，
主动参与劳动，这样才更有担当。”

小学的思政教育应是什么学科，
又该是哪些教师承担主责任？在力小
的探索中，思政教育在所有师生教与
学的日常中都能得到体现。“思政教育
的成效就应该从孩子们身上体现出
来，这说明我们探讨的主题已经在他
们心中稳定形成，并在日常生活中有
所体现。”科学教师桂瑶感慨，科学课
上“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让不
少学生和吴欣然一样，对自己的日常
提出了更高要求。

“爱国就要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新
冠疫情时期居家学习、戴口罩，学校曾
经举办的希望工程捐书活动，我都积
极参与了。”参加“科学家精神”主题研
究的常凯宁骄傲地说，他研究的几位
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
国参与国家建设是爱国的体现，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做的一件件小事汇聚起
来，正是对科学家们爱国情怀的传承。

南京市力学小学深耕思政教育20年，引导孩子——

遗失启事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320690690），
声明作废。婴儿姓名：梅子涵；父亲姓名：梅
军；母亲姓名：徐珊。

“做教师，就要有教师的样子”
■本报记者 王琼 本报通讯员 石磊

她把学生当亲人，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尽自己所能为父老乡亲解决困难，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