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野县

名师送教受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邓进林）为进一步提升对农村学校

教学教研的扶持力度，引领基层教师专业成长，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新野县教体局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组织

城区名师送教下乡。

在王庄镇送教下乡活动现场，送教的两位教师根据

乡镇小学的实际情况及教学条件进行教学设计，内容准

备充分，活动设计层次清楚、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教学手

段灵活多样。活跃的课堂气氛和充分的师生互动不仅调

动了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也感染了所有在场听课的老

师们。在随后进行的研讨环节，送课团队和听课教师开

展热烈讨论，共同提高。送教下乡活动不仅为偏远乡校

提供了教学示范和专业支持，而且实现了城乡教育资源

互补，有效提升了全县教师队伍的教学、教研能力，推动

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⑩6

市二小

歌咏比赛颂祖国
本报讯（通讯员杜建伟 孟献华）为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市二小举办了

以歌颂祖国为主题的歌咏比赛活动。

比赛在全校师生整齐洪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

《红星闪闪》《爱我中华》《团结就是力量》等一首首脍炙人

口的经典红歌响彻二小校园，比赛场上激情飞扬、歌声嘹

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此次活动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

生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课，激发了学生对伟大

祖国的热爱之情，增强了全校师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

誉感，展现了二小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新时期的爱党

爱国情怀。⑩8

市六小

邀请主播教朗诵
本报讯（通讯员董传静 邢克）市六小邀请南阳电视

台主播到校为教师做了一场“教师朗诵表达技巧”专题讲

座。讲座互动频繁、气氛热烈，为全体教师带来了专业演

讲朗诵知识的盛宴。

在讲座中，主播老师为教师们讲授了朗诵声音的弹

性技巧、发音技巧、保护嗓子技巧等，让教师们当场体验

到正确用嗓带来的朗读效果。通过培训和指导，教师们

不但提高了“讲解技能”和业务水平，还进一步改善了师

生关系。除此之外，学校还邀请南阳理工学院教授等专

业人士对教师进行“普通话”“演讲礼仪”等方面的专题培

训，满足教师的成长需要。⑩6

市三十三小

组织家长学消防
本报讯（记者刘纪晖 通讯员杨环）为进一步做好消

防安全工作，提升学生家长的消防意识，加强防范措施，

市三十三小开设家长课堂,邀请消防员为全体家长进行消
防知识培训。

培训会上，消防员结合全国各地的火灾案例，从火灾

发生的原因、火灾发生造成的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火灾等

方面，深入浅出地向家长讲解消防安全知识。与此同时，

学校相关负责人针对学生的安全出行、心理状态、行为习

惯培养等情况，向家长提出要求和建议，希望家长密切配

合学校工作，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与会家长纷

纷表示，通过这次消防知识培训，学习了更多的消防知

识，进一步增强了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了解了学校的工作

部署，建议学校经常开展类似的活动。⑩8

内乡初中

阅读活动启智慧
本报讯（记者刘纪晖 通讯员别妍霞）为树立“终身

学习，持续发展”的理念，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内乡初中

积极开展“沐浴书香，智慧育人”教师阅读活动。

读书活动方式多样，指定书目、读写结合、定时定点

阅读、自选图书、自主随机阅读等有机结合，互为补充。

要求全体教师阅读后写出读书笔记，学校定期展评，保证

读书活动的质量；每位教师每周至少抽出一节课时间，到

学校阅览室阅读所教学科专业书籍和期刊，精研细读后，

填写《阅读时间和内容表》，由图书管理员负责考勤；教师

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从阅览室自主借书或音像资料，利

用课余时间随机阅读。通过阅读活动，教师理论素养得

以提升的同时，还把所学所思充实到教学实践中，受到学

生和家长好评。⑩6

家长必读

校园内外

本报记者 扈书峰 孙冰

市十三中北校区以多个途径扩大

区域内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我市教育

创新的中心点。2013年3月，市二十八
中由我市优质初中市十三中托管、扶

持，成为市十三中北校区。在“强校带

弱校”的战略思想带动下，在全校领导

班子和教职员工的不懈努力下，如今的

市十三中北校区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攀

升，取得了喜人成绩。2015年，北校区
103名学生升入市优质高中，其中28人
考入市一中；2016年，243人被优质高中
录取，被市一中录取91人；2017年被优
质高中录取人数上升至328人，被市一
中录取91人，位居全市前列，其中九（8）
班学生张朝阳以651分位居全市中考总
分第8名。

注入实干精神
唤回干劲信心

过去几年，原市二十八中转型为市

十三中北校区，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认

可，一些专家担心的“换了新瓶，仍是旧

酒”状况并未出现。

2013年中招成绩揭晓，市十三中
北校区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有12名
学生考入市一中，考入其他优质高中的

学生更多，数量是2012年的4倍。还是
以前的学生、以前的老师，短短的几个

月就创造出了奇迹，这不由得让人发

问：市十三中给一所积弱多年的学校带

来了什么？

2013年3月25日，市十三中的书
记杨中方、副校长李会丽以及7名教师
“先期进驻”原市二十八中，他们带来了

名校教师的工作作风，带来了名校的精

细化管理，带来了名校的精神文化理

念。为了打开局面，新上任的领导班子

一方面抓学校中层干部的思想认识、工

作状态的转变；另一方面，变制度，抓落

实，重绩效考核。

李会丽在北校区工作3年，如今已
回到南校区，但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依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那段

时间，几位学校领导天天在教学楼巡

视、泡在课堂，现场督察指导和解决问

题。由于基础不一样，学习习惯不一

样，交流过来的教师在教学上一开始极

不适应北校区的学生，但他们没有抱

怨，而是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从学习基

础、行为习惯上一点点给学生补课。校

长助理王建民如今不仅教着英语课、担

任九（4）班班主任，同时还“包”着九年
级，“沉”在学科组。他告诉记者，学校

中层干部都教课，有的还担任班主任，

几位副校长都承担包年级任务，全面负

责年级的教学、德育等工作。而这种工

作方式和状态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北校区的老师们看到了什么是敬

业、什么是投入、什么是高效，都很受触

动。“实际上我们输送了南校区的教学

理念和文化：领导都得带头干、多干、干

好，还得高姿态，不与老师争荣誉；评优

晋级不论资排辈，学校老师谁干得好、

干得多，就得荣誉、得实惠。以前是谁

干活谁傻，现在成了谁不干谁傻，很多

老师都说，真正体会到了做老师的尊

严。”李会丽说。

随着市十三中务实的领导作风与

科学的管理机制在北校区落地，北校区

教师们的干劲、热情与信心重新被点燃

起来，鼓足了劲儿，“要打翻身仗”。

北校区副校长李文捷说：“学校的

老师素质没有问题，都是建校时通过考

试从全市选拔来的，有了干劲，有了凝

聚力，有了先进的教学理念，不出成绩

都难。”

科学规范管理
引领教师成长

市十三中副校长李建峰告诉记者，

市十三中办学40年积淀下来四个字的
办学箴言——勤、严、细、恒，很简单，但

内涵丰富，凝聚着学校的精神文化传

统。副校长刘惠中也说：“下真功夫，重

常规落实，就这个笨办法是促进学校发

展的灵丹妙药。”尽管表述不同，两位副

校长都说到了一个意思：日常教育教学

的方方面面一丝不苟，关注到细节，让

各个过程遵循规范、达到标准，是市十

三中管理当中的一个特点。

教师敬业、用心、尽心，在市十三中

不仅仅是指教师有责任心、师德高尚，

更意味着一个个具体、明晰、到位的教

学行动。比如今天举行单元考试，那么

第二天试卷就已经批阅完毕，完成了试

卷分析，教学怎么调整、个别学生如何

辅导也会有说法。再如，每个月要召开

“诸葛亮会”：各年级的全体班主任要坐

一起，总结分享好经验，说问题困惑，大

家一起提问题想办法，班级全体学科教

师研讨会也要开，形式灵活，唯求查找

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效。

2013年新学年开学，市十三中南
校区20位优秀教师和青年骨干到北校
区任教、担任班主任，他们要完整地带

出一届学生；北校区的秦航、徐广杰等

3位优秀教师到南校区上岗。2014年
和2015年，两个校区又有40多位教师
相互换岗交流。两个校区教师打通使

用、深度交流，促进了市十三中备课、课

堂教学、教研、学生辅导、德育等教育教

学核心领域的好经验及管理办法在北

校区的移植、“再生”，同时也检验了其

能否复制、推广的可行性价值。实践证

明，所谓“笨办法”并不笨，反而是最扎

实、最实用的方法。

校内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培训

教研等，已经成为学校的常规活动，但

论起成效，学校之间的差距不小。为了

让这些教学常规活动不流于形式，市十

三中一一做出详尽规定，安排具体流

程。以每周的教研活动为例，全部提前

确定研讨主题，让大家有备而来，并通

过有效管理，真正形成思想碰撞。市十

三中教导处副主任秦守洁告诉记者，研

讨主题都是教学当中的真实问题，平常

她会从各个层面和渠道搜集信息，掌握

教育教学的最新动态，“我教着课，担任

班主任，还参加学校周校务例会，所以

一个时间段内，需要关注什么问题，心

里都是有数的。”

各个年级的学科组教研活动，承包

的校领导要全程参加，并负责评估活动

质量，还要签字公示，与教师的年度绩

效考核挂钩。“如果是课例研讨，学校中

层以上干部得首先上公开课，率先垂

范，评课时，组长可以先总结课的长处，

其他人只能讲意见和建议，或者讲自己

怎么上。”秦守洁说，如果是主题研讨，

一定要解决具体问题，拿出研讨成果，

提出落实措施……因为细致，所以规

范，因为严谨，所以卓有成效。

重视教研实效
鼓励自主创新

市十三中办学成绩卓著，课堂教

学、班级建设、德育等有自己的特点，但

并不故步自封，对于外地或一些兄弟学

校的教育教学创新成果，虚心学习借

鉴。像西峡县的“三疑三探”课堂教学

方法，市九中的班级“双分管理法”，市

十三中都组织教师考察学习。但是，学

习之后如何运用，学校不做硬性规定，

不搞一刀切式地改革。只要课堂教学

的方向对，学生能学得更好，怎么教，学

校不干涉。

在北校区，教师们考察学习了“三

疑三探”教学方法后，还举办了展示课

活动，教师们都能结合学科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突破、改进，让自己的课堂教学

保持原有优势，又有优化。

北校区教科室主任杨慧慈感慨地

说，教科研从原来的“停滞”变成了教师

们的“内需”！“老师们感觉到，提高教学

质量，使用蛮力不行了，需要做研究，在

教学上有创新，像作文怎么批改既减负

又增效，怎样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和能力？结合实际问题做课题，教师们

热情高涨。现在北校区已经立项和正

在做的省级课题有3个，市级课题有8
个，学校创造条件，但不搞‘人人有课

题’，教师们从需要和成长出发，自主自

愿。”

在北校区换岗交流时，夏晓凯与王

建民、苏波等教师一起探索“双分管理

法”在自己班级的实践。今年回到南校

区之后，夏晓凯没有放弃探索，而是结

合“三疑三探”教学法，把“高效课堂”与

班组建设相融合，探索一体化实施的可

行路径。王建民、苏波的探索也突破了

“双分管理法”的原有方式，融入了学生

自主教育、团队建设等内容。“这都是基

于自己班级实情和新的教育目标的探

索。”王建民说，“我们把馒头变成了包

子，丰富了‘双分管理法’的外延和内

涵。”

同样是班级小组建设，刘龙洋、秦

守洁等教师又做出了自己的方法和风

格：或通过改变小组人数、建设办法，更

能面向全体学生；或强调小组的稳定性

和凝聚力，并把家长纳入进来，进一步

强化教育合力……

因为严谨，所以管理规范严格，

又因为信任，教师们教学自由。教师

职业是需要信仰、精神以及理想信念

支撑的事业，若当成一个饭碗来看

待，只会痛苦多于幸福。一所名校，

甚至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也需要一

种积极的精神文化来构建其存在的基

座。市十三中的教学改革历程再次诠

释了一个教育常识：精神成就学校，

文化决定高度。⑩8

以强带弱 资源整合
——市十三中北校区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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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十 七 小 举 行

“行为习惯军事化训

练”结营展演，六

年级的700余名学生
展现了战胜困难的

意志力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 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摄

本报讯 （记者孙冰）10月 23日，
“2017河南省汉字大赛”南阳赛区选拔
赛结束。全市参赛的16支中学代表队
中，5人成功进入总决赛，其中市二十二
中获得3名学生包揽前三名、1人获得大
赛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2017河南省汉字大赛”由河南省
教育厅主办。为增强比赛的知识性、趣

味性和观赏性，复赛采取积分赛加淘汰

赛的方式。同时，本次大赛还引入了互

联网选拔，学生可通过互联网报名参

赛。选拔赛中，市二十二中的4名学生

沉着稳重，稳扎稳打，将比赛一次次推

向高潮。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比拼，
最终角逐出赴省参赛的5名学生，而市
二十二中的学生张冀鹏、江赫原、高

子涵表现尤为出色，获此次汉字大赛

的一等奖，同时包揽了赴省参赛代表

团的前三名，谢芳菲获得了汉字大赛

二等奖。参赛学生为市二十二中争得

了荣誉，真正践行了“把声誉打出

去，把荣誉挣回来”的口号。

骄人的成绩背后，展示的是语文

组团结进取、积极向上、好学乐思、

甘于奉献的集体智慧，这也是市二十

二中历年来重视书写规范汉字，弘扬

传统文化的体现。通过本次汉字大

赛，丰富了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增

进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了学

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在全校学

生中倡导爱汉字、爱汉语、爱中国文

化的价值观。此次活动不仅使广大师

生认识到了汉字书写的重要性，更激

发了学生规范书写汉字的热情，对提

高学生语文素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都有积极的意义。⑩8

市二十二中 汉字大赛获佳绩孩子粗心原因多
□孟新生

无论是考试，还是平时的练习，让孩

子找出错的原因时，回答往往是“粗

心”。事实上，如果简单地把过错归结于

粗心，就会掩盖粗心背后真正的原因。

粗心，是因为孩子对知识掌握的熟

练度不够。所谓熟能生巧，即便是不复

杂的题，没有五六次的反复练习和深入

思考，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只有足够熟

练，才能生成记忆。

粗心，是因为孩子对知识的基本概

念不清楚。有一些题目学生们认为自己

是会做的，因为平时做对过，只是考试错

了。但很可能是他们只看过一两次，只

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很多概念的细节却

并未深究。在有时间限制的考场上，更

容易用错原本就不清晰的概念。

粗心，是因为孩子的习惯有问题。

很多孩子写作业不认真、不检查、不喜欢

打草稿、不肯写步骤等，这都是习惯的问

题。还有书写习惯，也会导致一些粗心

问题。还有的孩子做题喜欢跳步骤，不

但容易错，还会导致按步得分时被扣分。

粗心，是因为孩子做题准确率不

高。平时做作业和课堂练习时就力求一

遍做对、每遍都提升，关键时刻才会有一

次做对的把握。这需要用心投入，反复

多次后才能成为本能。如果做错了，觉

得没关系，常常会出现总是做不好的状

况。另外，准确率还和做题量以及题目

类型有关。

粗心的危害不言而喻，每次考试成

绩出来后总有很多同学痛心不已，感觉

“无颜见江东父老”。分析试卷后得出结

论：又是粗心惹的祸！而且粗心这个坏

毛病貌似由来已久，总也改不掉。事实

上，只要找准粗心背后掩藏的问题，就可

以对症下药，一定可以改掉这个最易丢

分的坏习惯。⑩6

教育视点

优秀教师获表彰

捕捉热点 聚焦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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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结对促提升

全国教育论坛
在宛举办

本报讯（特约记者王丙双 通讯员黄彦林 曹壮伟）

10月22日～24日，第35届全国区域均衡发展论坛暨“三
疑三探”实操培训班在西峡县成功举办。来自北京、辽

宁、河南等地500余名教育专家、骨干教师共聚一堂，共议
教育综合改革创新发展。

此次峰会以“进一步总结区域课改推进的新路径、新

方法，分享经验，碰撞智慧，直击问题，破解难题，实现可

持续的一流的教育效果”为主题，以增强学生创新、创意、

创造的意识和能力为重点，以凝聚各方教育同仁的力量

推广“三疑三探”教学模式为目的，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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