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生命中的“贵人”
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教我们语

文的是一位漂亮的 20 多岁的小姑
娘，长得高高瘦瘦的，鼻尖有一颗小
小的美人痣，脾气很好。她最爱带
我们出去玩——春天去郊外放风
筝，夏天去学校前面的池塘边看鱼，
秋天去密林里散步、捡树叶，冬天去
看飞雪、写日记。这让我从小就喜
欢记录文字，现在家里还有 20-30
本从小学到大学的日记本。她带给
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卢梭所
说：“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
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
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
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
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虽
然那时的我胆小、害羞。却因为在
最快的时间里背诵了《草》这首诗，
有幸参加了学校的朗诵比赛，从此
我心中的勇敢和自信被彻底激发出
来，以燎原之势春风吹又生。也是
从小学起，我就确定了自己的梦想：
长大后要做一名教师。

成长是生命的本质——教学上
的“有心人”

2015 年，我只身一人来到姜堰
上班。面对晦涩难懂的姜堰方言，
与家长交流时，常常听得我一头雾
水。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方法——让
学生用普通话把家长的话翻译给我
听。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我更加
关注教学。然而，刚出校门满怀对
教育无限热忱的我，却被现实当头
棒喝！第一次测试，我们班级学生

的成绩与老教师班级的平均分相差
了 10 分之多。我第一次体会到被
狠狠摔在地上的挫败感。理想和现
实的差距让我开始反思自己，于是
我不断向老教师请教，改变自己的
教学方法。通过大约两个月时间的
努力，差距从当初的 10 分缩小到 2
分之内，同轨老教师们都打趣说：

“小孙，你的进步很大啊！”我笑笑如
释重负地说：“还不是因为第一次被
打得太惨，要追回一点面子。”

教育指向的是孩子成长——孩
子成长的“引路人”

著名教育学家詹大年回答过家
长这些问题：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怎
么办？怎样才可以和孩子快速成功
地沟通交流？他说，所有的问题都是
指向成功的，而并非教育的问题。每
个学生都渴望着被察觉、被关注、被
理解和被满足。孩子在出现问题时
往往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可能还
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关。

记得之前教过一个学生，他的
脾气很古怪，平时闷声不响，可发起
火来就会大吵大闹，严重了还会自
己撞墙伤害自己。后来我了解到，
孩子没有妈妈，爸爸为了生活一直
奔波在外，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和
孩子交流。唯一带他的奶奶一切顺
从他，以为只要把孩子“哄”好、吃
饱、穿暖，问题就算解决了。正是因
为这样的纵容，孩子开始不写作业，
甚至为了躲避问题开始在班级里大
吵大闹。知道原因后，我开始关注
他，注意和他沟通。一次美术课上，

我看到他画的“大公鸡”惟妙惟肖，
不禁喜出望外。于是我根据他的情
况制订了具体对策，给他专门定制
了一套作业清单，并送给他一套水
彩笔和绘画本。慢慢地，学习上他
似乎可以跟上其他孩子了，脾气也
好了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

“问题孩子”时，只是用成年人的眼
光审视学生，却没有想过如何去改
变策略方法。教育中所谓的“因材
施教”不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落到
实处。

了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
做学生成长的“点灯人”

五年级的孩子往往具有一定的
叛逆心理，这时的他们既要服从班
级规定，又渴望自由。根据皮亚杰
道德发展的规律，10—12 岁孩子处
于道德发展的“公正阶段”。在我教
学的第七年，班里有个男孩子总爱
哭。在和他妈妈聊及此事时，他妈
妈告诉我，家长平时对他要求很严，
哪 怕 受 了 委 屈 ，都 让 他 要 克 制 忍
让。我说，孩子如果真的有错那他
该让步的要让步，如果确实不是他
的错，也无须让自己受委屈。五年
级的孩子已经有了对于事情的判断
能力，我们应该教会孩子如何正确
地处理事情，而不是一味地让他去
接受不属于自己的委屈。听了我的
开导，他妈妈感动万分地说：“难怪
他说喜欢数学老师，您给了他心灵
上的公平公正，让他觉得您比我值
得信赖，值得托付。”每个孩子都渴
望着被看见，被友好地对待和保护，

作为教师更应该秉持公平和正义，
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做好引领。

遇事适当冷处理——做学生情
绪的“消防员”

现在，很多家庭都会遇到一个
共同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
孩子。长此以往，孩子就可能会出
现人格方面的缺失。工作后的第
三 年 ，班 级 有 个 长 得 很 帅 气 的 男
孩，却是一个地地道道暴走的“炸
药”。在一次周五的社团课上，因
为其他同学一句无心的话，导致他
又是摔桌子又是大喊大叫，把社团
老师给气得不行。我得知以后并
没有立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给他
15 分钟的时间平息自己的情绪，待
他情绪稳定以后再和他沟通。他
说得很认真，我也听得很仔细。原
来是因为最近他母亲准备出国去
赚钱，一直在外地学习日语，一个
月才与他见面一次，而这个孩子又
很依赖母亲。突然情感上陪伴的
缺失，让他无法接受。事后我与学
生的妈妈深入沟通了这个情况，他
的妈妈毅然放弃了出国工作的决
定，留在家中陪伴孩子的成长，孩
子慢慢地也变得阳光和温暖。这
件事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有时需
要及时处理，有时也需要冷处理，
对待不同的孩子应选择不同的方
法，从细微处出发，了解孩子真正
的渴望和感情需要。

教育，应该是不计后果的信任，
是不知深浅的摸索，是不怕牺牲的
投入，是永不放弃的执着。作为新
时代的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成
长，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
学生一切”!

（本文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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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生命是从教师职业开始的，教师在
自己的职业中和工作要求中寻求生活的满足。

——第斯多惠

小教育，大天地
孙冬云 东桥小学教育集团东板桥校区

本报讯（通讯员 孙崟滢）近
日，东桥小学巴黎城校区举办“棋韵
悠悠，文化流芳”象棋文化节活动，为
广大师生带来一场融文化、艺术和智
慧于一体的视听盛宴。活动以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充分展示

象棋的哲学内涵和艺术魅力，成为校
园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活动在一场气势恢宏的舞龙表
演中拉开序幕。伴随着鼓声雷动，

“巨龙”翩然起舞，瞬间点燃了全场氛
围。紧随其后的“旗舞”则以轻灵优

美的舞姿，展现了象棋布局的灵动之
美，而刚劲有力的武术操则诠释了象
棋文化中刚柔并济的深意。整场开
场表演如同一幅壮丽的画卷，为活动
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调。

语言类节目成为活动的一大亮
点。低年级学生用清脆的童声演
绎“走子儿歌”，将象棋基本规则编
入歌谣，趣味十足；五年级学生则
以演讲“棋如人生”探讨象棋中的
策略与人生抉择，引发全场深思；
四年级学生的朗诵“冠绝古今中国
棋”铿锵有力，将象棋文化的博大
精深娓娓道来。

在文艺表演环节，集体舞蹈“花
木兰兮”以巾帼英雄的形象，将坚韧
与智慧完美呈现。合唱《象棋天地》
旋律悠扬，将象棋文化的哲思娓娓
传递，让现场观众沉浸在歌声与哲
理的交织中。

棋盘上，选手们凝神对弈，步步
为营。比赛过程精彩纷呈，杀机暗
涌，观众们屏气凝神，感受象棋的智
慧魅力。裁判的精彩讲解更让观众
领略了象棋的策略精髓。经过多轮
角逐，各年级的“棋王”最终诞生，但
比赛中展现的专注与激情，成为全
场最难忘的瞬间。

在“ 画 棋 子 ”活 动 中 ，学 生 们
发挥创意，用画笔展现象棋的传统
与现代风貌。书法环节则书写象棋
诗词名句，翰墨飘香，为活动增添了
深厚的文化韵味。这些作品不仅体
现了学生们对象棋文化的理解，也
展现了艺术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此次象棋文化节活动，不仅是
一场技艺的展示，更是一场文化的
传承与心灵的启迪。象棋的智慧与
哲理在校园内生根发芽，为师生的
成长注入文化的力量。

泰州市第十届“我的教育故事”获奖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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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凤凰园小学学生李屹宸、汤王辉

在WRCT2024世界机器人大赛江苏
省选拔赛中荣获BoxBot地面格斗羽
量级冠军，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区教育系统举办第二期“行知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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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12月份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王燕）12 月

27 日，全区 12 月份小学教育教学工
作会议暨科创教育优学社团展示
活动在淮海小学举行，区政府教育
督导室副主任王东，区教育局相关
学科教研员，各小学书记、校长、分
管副校长、教导主任参加会议。

首先由辅导员陈义萍、费书琪
分别执教《变光灯》《七巧动物运动
会》。随后，与会成员现场观摩了
淮海小学科技活动展示。淮海小
学、实小北街南校区、梁徐学校小
学部、马庄中心小学分别作《让儿
童插上科创的翅膀》《“小问号”孕

育科技报国“大梦想”》《“三多”课
程：让科技的种子在乡野里生长》

《让乡村孩子吮吸科技教育的美好
甘露》的科创教育经验分享。

区教师发展中心综合教研部科
学教研员姜华对 2025 年重点行动

“科学教育校校行”相关工作进行
了部署。

王东在发言中指出，“读·思·
创”课程“普及+提高”的模式，是为
了实现更大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根
本 目 的 是 贯 通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
展。他表示，有什么样的课堂，就

出什么样的成绩，培养什么样的
人。一节高质量的课，关键要处
理好“教学内容”，科创教育需建
设“科学教育+”跨学科项目学习
课程；一节高质量的课本质上是

“培养学生思维”，要切实转变育
人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落实分
层教学、分层作业。同时，校长要
推动教师自我突破，提升教师变
革行动力，成为心动并付诸行动
的模范，信任每一位教师，发挥教
师的创造性，激发教师的活力，把
学校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和研究
共同体。

本报讯（通讯员 费梦闲）12 月 24
日，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小军、区教
育局普教科王小波一行走进康华幼儿
园，对该园工作进行督查指导。

在园长许金华的陪同下，沈小军一
行 实 地 察 看 了 园 所 整 体 环 境 ，深 入 了
解 幼 儿 的 户 外 活 动 、食 堂 管 理 等 常 规
工 作 的 开 展 情 况 ，并 给 出 了 实 质 性 的
指导建议。

联盟内园长就目前的重点工作、周边
资源梳理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汇报，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设想和
期望。汇报结束后，沈小军提出“联想、
联通、联手”的工作思路，他期望城区幼
儿园要结合园本实际、儿童实际做好课
程活动的创新和发掘工作，乡镇幼儿园
要能够利用好独一无二的周边资源，打
造属于自身的特色标志。

区教育局督察组走进康华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钱朦 通讯
员 钱佳俊）12 月 29 日，我区举
办教育系统第二期“行知讲堂”，
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副院长周
炎根，区教育局班子成员、各科室
负责人，各中小学（幼儿园）心理
健康工作分管负责人、专兼职心
理健康教师代表在主会场淮海小
学报告厅参加活动；各校设分会
场，书记、校长（园长）、中层及以
上干部、班主任、其他心理健康教
师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活动。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
局长申海峰作《从“心”出发，明

“理”顺情》主题讲话。申海峰强
调，教师要常怀敬畏之心，练就
明鉴本末的能力。云南昆明丑
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认为，教育
不是管出来的，孩子不是打压出
来的，而是心贴心养出来的。“问
题学生”需要理解和引导，要让
孩子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只要换
一种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教育必须走近孩子、深入内心。
要常怀共情之心，练就明察秋毫
的敏锐。要高度关注心理健康
的“青萍”现象、“微澜”现象，校
长、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家长
都要做心理气象员、观察员，准

确预测、及时干预。重点关注情
绪突然低落、习惯突然改变、成
绩突然下滑等 10 种状况，细节深
挖一层，工作多做一步，确保心
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起到实
效。要常怀呵护之心，练就明心
见性的通透。要学习“名医”扁
鹊的本领，学会透过现象看本
质，做学生的“明师”。要有“眼
力劲”，及时发现学生的“腠理之
疾”，主动沟通，有效化解，防患于
未然；要有“诊疗法”，深入了解心
理问题背后的家庭、学业、社交等
因素，帮助学生正视问题，找到解
决之道；要有“回春术”，重度心理
问题必须联合学生家长、心理专
家，制定系统的干预方案，不可

“讳疾忌医”。要常怀进取之心，
练就明教善导的担当。要优化
筛查机制。各校要落实好“润心
行动”，常态化筛查重点关爱学
生，推动学段间信息共享、延伸管
理；要完善帮扶机制。重点对特
殊学生落实“一生一群一专班”，
确保信息共享、沟通及时；要强
化活动机制。各校要真正把体
育课、大课间、节假日时间用起
来，让学生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心理阳光。要实施追责机制。

实行极端事件倒查、分析、追责
机制，构筑坚固的心理防线。

周炎根以《积极心理学视域
下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识别与应
对策略》为题，从积极心理学的
视角出发，重点围绕学生心理健
康标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识别
与应对策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产生的原因、学生心理健康维护
等方面，结合详细案例以及成功
的经验做法作精彩讲座。

省姜堰二中、罗塘高中、姜
堰四中、实验初中、淮海小学围
绕“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主题，聚
焦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学生心理
潜能激发、体育活动与心理健
康、心理健康活动设计等方面作
经验分享。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王东主持活动。他强调，要进一
步转变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做到“以德育心、以智慧心、
以 体 强 心 、以 美 润 心 、以 劳 润
心”，合力将“五育融合”落到实
处。强队伍，提升心育能力水
平；明要求，增强监测工作实效；
重协同，凝聚全员育人合力。

现场还随机抽取四所学校
作学习心得交流。

我区举办中小学幼儿园
心理健康教育专项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石克晶）
12 月 22 日，姜堰南京商会、校友
代表走进省姜堰二中，为学校新
建成的文体活动中心捐赠运动
器材，姜堰南京商会会长申新
军，党支部书记彭启明，副会长杨
先明、钱进、朱为军，会员俞爱林，
区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高文章，省
姜堰二中党委书记、校长邱晓昇，
副校长钱小波参加活动。

捐 赠 仪 式 上 ，姜 堰 南 京 商
会、校友代表向省姜堰二中捐赠
20 张乒乓球桌及配套体育器材，
邱晓昇向申新军和杨先明颁发
捐赠证书。

邱晓昇代表省姜堰二中对
商会、校友会的慷慨捐赠表示衷
心的感谢，向与会成员介绍了学
校办学特色及近年来取得的成
就，希望更多校友关注母校、支
持二中高质量发展。

杨先明深情回顾了自己在母
校的学习生活，表达了对母校、老
师的深厚感情和对母校发展的深
切关怀。

双方还就实现捐助常态化
和合作多元化的愿景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参观了学校校史馆和
文体活动中心。

姜堰南京商会、校友代表
向姜堰二中捐赠运动器材

本报讯（通讯员 朱震荣）12 月 24-
25 日，我区举办中小学、幼儿园心理健康
教育专项培训。培训以“学校心理危机
干预”为主题，特邀北京回龙观医院、北
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梁红进
行现场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
任周建文详细通报了 前 期 青 少 年 关 爱
生命健康“润心”工作督查情况，从完
善工作机制、规范办学行为、推进“润
心”行动、加强安全保障四个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

梁红通过大量真实的案例，深入剖析
中小学生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详细阐释
了 影 响 青 少 年 精 神 健 康 的 多 因 素 模
型 ，并 提 出 了 切 实 可 行 的 解 决 对 策 和
建议；围绕“尊重生命”这一话题，强调
了支撑生命、及时干预、科学纠偏的重
要性。

棋韵悠悠 文化流芳

东桥小学巴黎城校区举办象棋文化东桥小学巴黎城校区举办象棋文化节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