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巧教育
收获会更多
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并不

只是一个单纯的节日，它更是我们举家

团圆，感受中华文化之根的重要日子，父

母们除了自己独自忙碌以外，不妨也让

我们的孩子加入进来，适当给孩子一些

仪式感，你会发现孩子可以从“春节”里

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识！

了解春节的习俗。春节，是中国人

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大多数孩子

只知道过年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很有意

思，并不知道春节的来历和习俗。所以

家长应该让孩子从小就了解我们自己的

传统节日，比如：为什么要进行年终大扫

除、春节的来历、为什么过年要放鞭炮、

守岁是什么意思等。可以通过动画、图

书、大人的讲解等各种方式来了解，这样

孩子才能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春节。

熟悉传统礼仪。过新年有许多传统

礼仪要讲究，例如问好、拜年、恭喜发财、

说吉祥话等。这些礼仪，是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一些基本的

新年礼仪，也可以通过言传身教，让孩子

熟识这些礼仪。如果我们要到异乡访

亲，则可以提前和孩子讲述当地的礼仪

风俗，以备到时使用。

鼓励孩子自制贺卡。过年期间，小

孩子们都会互相赠送贺卡。家长应该鼓

励孩子自己动手制作贺卡，这样才有意

义，才值得珍藏。比如说：家长制做一张

贺卡送给孩子，并写上祝福语和对他的

期望，让孩子模仿着自己制作。制作完

成后，教孩子写上新年的祝福，并送给亲

朋好友。

感受传统民俗文化。老底子的春节

游乐项目少不了逛庙会、放鞭炮、看龙

灯，让孩子放下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

尸，体验一回这些平时玩不到的项目，感

受纯正民俗，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上老

祖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

学会管理压岁钱。过年我们的长辈

都会给晚辈一些压岁钱，对于稍大的孩

子我们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自己将钱存

起来，或是带领孩子购买学习用品等，逐

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培养从

小理财的好习惯，还可以给孩子讲讲压

岁钱的来历等。

旅游开阔眼界。寒假期间，家长可

以利用寒假带孩子外出旅游，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途中让孩子拍一些照片，每

到一处便随时记录旅行感受，这样在旅

行结束后，让孩子将全部的行程图文

并茂的整理成文章，在微博中发表出

来。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培养孩

子搜集资料、写作和组织的能力，孩子也

会因为发表了一篇成功的文章而充满成

就感。⑨7 （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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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培训学校推介

“华罗庚金杯数学”中招冲刺讲座
内容涵盖中考压轴题、热点题、预测题，解题方

法易掌握，资深教师授课，让你学习如虎添翼。

●优秀教师风采录累累累

内乡县瓦亭镇中心校举办大型踩街活动及鼓号表演赛，来自全镇4个中心小学、2个
完全小学及一所初中组成的7支代表队进行了彩旗、鼓号、花环方队的表演，展示了瓦亭各
中小学校的良好精神风貌。⑨7 通讯员 杨铁柱 摄

南召县留山镇正弘希望小学开展“巧手剪纸”活动，传承优秀民间文化，提高学生的

艺术素养。⑨7
通讯员 吴正伟 摄

家长课堂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南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分馆揭牌，该馆的成立旨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和

阅读能力。⑨7 本报记者 扈书峰 摄

本报记者 高 波

特约记者 王丙双 通讯员 张英豪

石鼓村位于南召县乔端镇西部，离镇

政府30公里，海拔1500米，山大沟深，群众
居住分散，经济和交通条件十分差。李圣

林在石鼓村小学任教30年，担任班主任30
年，担任校长18年，他无怨无悔、不计报
酬，几十年如一日，守候在三尺讲台，用爱

的阳光照亮深山、温暖山区孩子的心田。

一句承诺 一生守候

石鼓村小学自建校至1978年的20年
间，教师换了几十个，教学质量低，学生入

学率低，家长们盼望学校稳定，盼望自己的

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1983年高中毕业后，李圣林到石鼓村
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从此，他就成了石鼓小

学的“孩子王”。既是校长，又是教员；既是

管理员，又是炊事员；既是保姆，又是维修

工。为了上好一节课，他认真查阅资料，积

极向老教师请教。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
了，青丝变白发，历经了酸甜苦辣咸，他的

同学、朋友多次劝他外出创业，但他始终铭

记自己的承诺，牢记领导的嘱托，不论待遇

多低，他都不离不弃，在深山教学点一干就

是30年，他觉得为了山区的孩子，为了一
个教师的职业良心，为了自己钟爱的教育

事业，个人的付出再多、再累，也感到无比

幸福和自豪。

一半教师 一半亲娘

由于山高路陡交通不便，几十年来，学

生的课本、作业本及办公用品，都是李圣林

爬几十里山路一担一担挑回来的。30年
来，他和老师们坚持接送山沟里的每一个

学生。夏季，河里涨水，他把学生一个个背

过去；冬天，大雪封山，他把孩子一个个接

回留在学校，为他们烧水做饭。三年级学

生史金赢的父亲有精神障碍，母亲是个聋

哑人，无人照管，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

拿出自己孩子买的新衣服、鞋送给他用。

刚入学的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他就像对待

自家孩子一样细心呵护。在他的办公桌

上，经常放着一个针线包，哪个孩子衣服破

了，他就给缝，扣子掉了，他就给钉。时间

长了，在山区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俺

村有个孩子王，一半教师一半娘，衣服破了

他来缝，擦屎刮尿不嫌脏。”

李圣林家离学校较远，为了挤时间辅

导学生，30年来，中午基本没回家吃过饭，
无论春夏秋冬大多都是拎两包方便面，在

学校用开水凑合一顿。日积月累，积劳成

疾，李圣林慢慢患上了胃病、肾结石等，犯

病时疼痛难忍，他就用手按着，仍坚持上

课，从没有误过一节课。上级领导关心他，

让他休息一段时间治治病，可他说：“一天

也舍不得离开孩子们”。

李圣林家的几亩山地，全靠体弱多病

的妻子一个人打理，每逢收获季节，他只有

双休日才能帮助妻子收割庄稼，每年都是

这样。时间久了，妻子累得患上了腰椎间

盘突出，有时走路都很困难。李圣林虽然

感到愧对妻子，但他深知：农活误了一季

子，误了孩子可是一辈子。

一马当先 一丝不苟

一个好校长，必然身先士卒，处处发挥

模范作用。

李圣林担任校长以来，先后教过语文、

数学、思想品德、自然等课程，可谓“全把

式”教师，一学期曾备过三门课程的教案，

教学成绩在全镇统评中均名列前茅。他每

天都是第一个到校，白天上课、开会，这班

出来进那班，一天最少五节课，最多七节

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到深夜。要求其他

教师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带头遵守学校规

章制度，业务学习、师德培训、教研活动，他

都带头做好笔记，写好反思。他所教的学

科都详细地写好教案，带头讲观摩课，不断

对新教师进行教学辅导。

30年来，李圣林教过的学生大部分都
学有所成，走出了大山，并在城里安家落

户。知识给了孩子们更多选择的机会，改

变了他们自己甚至是家庭的命运。⑨7

爱的阳光温暖孩子心田
—记南召县乔端镇石鼓村小学教师李圣林

通讯员 邓进林

寒假期间，新野县的中小学生除了完

成传统的寒假作业之外，还多了一个新任

务：那就是每天与家长一起进行30分钟的
经典诵读活动。组织学生与家长进行“亲

子共读”，是新野县教体局深入开展经典

诵读活动的又一重要举措。

近年来，新野县教体局深入推进全民

阅读，着力打造书香校园。该局从培养学

生阅读习惯入手，采取阅读进课堂、定期

督查考评等多种措施，把经典诵读活动从

读经典到学经典再到用经典持续引向深

入，做到有计划、有教材、有课时、有展示、

有考评，实现了经典诵读的课程化、常态

化，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推进有计划。为扎实推进经典诵读

活动，该局早在2013年就专门制订了方案，

并持续实施。活动初期，确定了王集镇初

中、汉桑城小学、汉华小学、东关小学等10所
学校作为实验基地。之后，又相继采取邀请

省教研室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引领、选派种子

教师外出专题培训、组织全县“亲近母语儿

童阅读课程化”观摩研讨教学活动等多种方

式，一步步将经典诵读引向深入。

阅读有教材。该县一方面将《国学经

典读本》作为辅助教材发至全县中小学生

手中，部分学校还利用公用经费购买南京

市亲近母语研究院研发的《日有所诵》和

《分级读本》；另一方面组织各中小学校在

教室设立图书角，在学生中开展集压岁书

活动，倡导学生利用压岁钱购买《语文课

程标准》推荐的优秀篇目。

阅读有课时。日常教学中，该县将经

典诵读列入课程计划，要求小学每周开设

三节阅读课，中学每周开设两节阅读课，

由语文教师兼任阅读课教师，按照课表上

好阅读课。除在校师生共读外，该县还组

织学生在家与家长开展亲子共读活动，并

要求学生做好读书笔记。

成果有展示。为及时检验和展示各

学校的诵读成果，该县坚持每年举办一届

“经典诵读”观摩研讨活动，至今已成功举

办四届。除此之外，该县还定期开展读书

演讲比赛、征文比赛、诵读成果展示会等，

不断营造浓厚诵读氛围。

落实有考评。为促使阅读活动不断

深入，该县一方面在期中、期末考试中分

别设置10分的经典阅读试题，列入语文试
卷中；另一方面要求各学校在每学期的最

后一个月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考级，按照考

级细则的要求严格考核，达到相应阅读水

平的学生颁发阅读等级证书，阅读考评结

果纳入语文教师个人量化考评之中。

新野县通过全面开展“国学经典诵

读”活动，加强了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提高

了学生人文素养，有力地推动了全县“书

香校园”、“书香班级”建设等各项工作的

深入开展。⑨7

新野县

开展经典诵读 打造书香校园

新野县教体局

走访慰问贫困家庭
本报讯（通讯员邓进林）春节前夕，新野县

教体局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春节帮扶慰问活

动，为贫困户送去生活用品及慰问金。

该局工作人员冒着严寒，先后深入到该县王

集镇曹集、汪堤、范坡、周湾、石头庙等7个村组的
30户贫困户家中，将米、面、油、棉袄及慰问金，送
至每一户群众家中，并向群众问寒问暖。为扎实

做好扶贫攻坚工作，县教体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

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出台了《新野县教体局整

体帮扶工作规划》，并成立了精准扶贫工作队，建

立了全体机关党员干部“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机

制，有力保障了精准扶贫工作有序推进。⑨7

淅川县厚坡镇一初中

冬令营活动受青睐
本报讯（通讯员周江锋）近日，为加强学生

的素质教育，淅川县厚坡镇一初中开展冬令营

活动，丰富多彩的德育教育活动受到学生喜爱。

教室内，往日那种坐得整整齐齐专心听课

的场面不见了，朗朗的读书声也不多闻了，取而

代之的是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或折

叠，或剪纸；或学习择菜洗菜、炒菜、包饺子；或

练习铺床叠被……教师们在一旁认真地指导，

不时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把生动活泼的教育画

面发送朋友圈，与大家共同分享学生成长的快

乐瞬间。⑨7

西峡县直幼儿园

快乐寒假安全先行
本报讯（通讯员贾建伟）近日，西峡县直幼

儿园多措并举开展系列安全教育活动，确保全

体幼儿和全园教职工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

向幼儿家长发放《告家长的一封信》，提醒

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提高家

长的安全意识和教育水平；要求教职工清洁校

园，防病虫滋生，特别是对一些卫生死角进行集

中整治；行管部门带领保卫人员开展学校安全

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强节日期间值

班、值宿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确保24
小时有人在岗值班，保障校园假期安全。⑨7

内乡县东坪村小学

假期作业重健身
本报讯（通讯员张书超）虽是寒假，内乡县

师岗镇东坪村小学六年级学生张豪每天早晨七

点仍按时起床，在爸爸陪伴下跑步，中午坚持做

广播体操，晚饭后做保健操。这是该校今年为

学生布置假期作业的一部分。

针对往年寒假部分学生早上睡懒觉，白天

贪玩，春节大吃大喝，缺乏体育锻炼这一现象，

东坪村小学从重视学生健康出发，切实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保证学生每天体育活动不间断，合

理安排学生做家庭“体育作业”。假期，学校把

锻炼项目及时间表通过微信发给学生家长，要

求家长督促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或开展亲子陪

练，学生写出假期体育锻炼感受。布置寒假家

庭“体育作业”有利于引导家长重视学生身体健

康，确保开学精力充沛，体质不下降。⑨7

11..走亲访友时遵守交通安全，在
家里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22..合理安排每天的学习和娱乐时
间，认真完成一定量的寒假作业，不

突击、不拖拉、不抄袭。

33..在寒假中品读一本好书，和家
长、同学分享书中的乐趣。

44..参加家务劳动，体会父母及长
辈的辛劳。

55..合理使用压岁钱，绿色消费。
66..不做“宅人”多参加社交活

动，待人接物有礼貌。

寒假生活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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