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每 从 校 园 操 场 边 路
过 ， 总 是 被 孩 子 们 快 乐 的
叫 喊 声 吸 引 ， 他 们 或 嬉 戏
打 闹 ， 或 奋 力 拼 抢 ， 玩 得
热火朝天。驻足观看，好像
自己也年轻了不少。追忆曾
经的学生时代，体育可能是
记忆中最快乐的校园时光。

近些年，学校里的各色
竞技体育项目如火如荼，足
球、篮球、跆拳道、轮滑、
网球、乒乓球不胜枚举，孩
子们幸福感爆棚。体育带给

人们的情感冲击是那么的直
接而强烈，这一点在青少年
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竞技
有输赢，竞技场上，胜负莫
测，可不论结局如何，学生
们那拼搏的精神、不服输的
劲头，都是成长中不可或缺
的经历。在教育者眼里，体
育不仅能壮筋骨，还能调感
情、强意志，是人格教育的
最好方式。

经 常 看 比 赛 的 人 都 知
道，不到最后一刻不言败，

许多反败为胜的奇迹就是在
坚持中产生的。如果把体育
比 赛 的 过 程 比 作 浓 缩 的 人
生，那么高潮与低谷、顺境
与挫折，短时间内体验一遍
人生 百 味 ， 确 实 有 增 广 见
闻、加深生命厚度的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从体育运动开
始。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
搏 ， 是 对 卓 越 和 荣 誉 的 追
求 。 艰 苦 训练付 出 的 是 汗
水，考验的是敬业精神和意
志力。而在公平竞争中收获
尊重和友谊，又能完成自我
实现和超越。所以说，增强
学校体育，就是在为孩子们
健康的人生奠基。

都说体育人乐观，天塌
下来都不叫事。其实，这来
源于长期训练后形成的良好
心态，因为在竞技体育中，
不管你平时训练时成绩有多
好，你都无法决定在一场重
要的比赛中你会取得一个什
么样的成绩。唯一能做的就
是坦然面对，坦然面对自己
的竞技状态，坦然面对自然
条件，坦然面对这一切。一

个从小喜欢体育锻炼的人，
一定会有一颗坚强的心。这
种心态，往往是很多体育人
最后成就一番事业的强大动
力源。

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卢
梭 在 名 著 《爱 弥 儿》 中 说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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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
的教育。”

作为一名家长，我们不
仅要教育孩子学知识，教会
孩子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
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成为
一个具有积极人生观的人，
具有健康状态面貌的人，会
学 习 、 有 智 慧 的 人 ， 会 合
作 、 待 人 以 宽 的 人 ， 会 生
存、能独立的人 ……这些，
正是童年体育能带给孩子的
潜移默化的改变。

微微 言言

运动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运动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运动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张 岩

今年 40岁的梁亚松，先天
失聪，从小学习就刻苦认真，一
般聋哑人都是学点手艺以后能自
食其力就好，但梁亚松偏偏不相
信命运的安排。他坚持参加高考
上大学，果真收到了北京联合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大家都以为
他会有一个远大前程时，他竟选
择了回到家乡刚刚成立不久的特
殊教育学校任教，因为他想为家
乡和自己一样“特殊”的孩子们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工作后，梁亚松仍不断学
习，正常能做的他都付出百倍
千倍的努力去做。聋哑人多是
说话不完整的，怎么能写论文
呢？梁亚松偏偏不信邪。一次
上级要求老师们写论文参加比

赛，本可以不参加的梁亚松到
处翻阅资料、跟老师们沟通，
终于，他撰写的《特殊教育学
校聋生心理健康问题分析及研
究》，获得了沧州市特殊教育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三等奖。

大学毕业回乡当老师

在河间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提到梁亚

松老师，无不

称赞有加。他

聪明好学，极

具爱心，用亲

身经历引导，

教育了一代又

一 代 特 殊 孩

子，至今在特

教岗位上已有

十几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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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的班
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女儿因为抢东西和
同桌打了起来。孩子放学回来后，我本
想询问一下原因，没想到却引发了下面
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你动手打人是不对的。”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他先不对的。”
“他不对你就可以动手吗？不要老强

调别人的错，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呢？”

“就是他的错！”
“犯了错就要承认。”
“我就不！你总向着别人，不向着

我！”
孩子委屈地大哭起来，我也很生

气，她怎么就不肯认错呢？

孩子为何不认错孩子为何不认错

冰清解语

读懂孩子的情感需求

本想教育孩子遇事多检讨自己，学
会体谅他人，没想到却在无意中伤了孩
子的心——让孩子觉得爸妈总是“向着
别人的”，而“我的需求”没有人在
意，“体谅别人”总要以“我的委屈”
为代价。

这时候，孩子的“死不承认”，恐
怕不只针对事实本身，而是在用和父母
一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反复强调对方的
错。言下之意是想说：对方也伤害了
我，你为什么看不见？

孩子所强硬坚持的，或许只是为了
爸爸妈妈的一句理解与安慰吧——“他
的确做错了，我们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让你很委屈。”

有了这样的情感抚慰，再告诉孩子
他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解决问题除了
打架，其实还有很多更有效的方式。

此外，孩子不愿承认自己的错
误，还有可能是因为害怕承担严重后
果。而这种对“可怕后果”的预期，
往往也来自于父母对待孩子犯错的态
度。比如，当孩子犯了错，有的父母
动辄打骂、威胁，总把“你要是不认
错，就是想挨打”挂在嘴上，不分场
合、言辞尖锐，教育方式非常伤害孩
子的自尊心；有的父母则常常跟孩子
冷战，言语间充满有意无意的讽刺、
贬低，强行要求孩子道歉，否则就一
直冷落，甚至关禁闭……这些都会让
孩子心生恐惧。

其实，在孩子犯错后，家长如果能
心平气和地跟孩子交流，比威胁恐吓更
能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和父母真诚对
话。而家长在心平气和的同时，也要底
线明确。比如家长可以让孩子知道：我
想和你谈谈，只是为了和你交换想法。
你需要知道我的底线，明白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我也想了解你的困难，帮
助你一起克服。我不想责骂你，更不会
打你。家长要让孩子知道，你是来帮他
的，不是来怪他的，这是让他对你坦诚
的重要前提。

而后，给孩子充分辩解的机会。听
孩子说，仔细了解事情发生的前因后
果，然后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所在，
表明父母的观点，具体指出孩子哪里做
得不对，和孩子一起商量如何解决眼前
的问题。

11 月 25 日上午，沧州市科协走
进沧县兴济镇南桃杏村冀春学校，为
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5万元的科普图
书，助力科技进校园。

刘 强 摄

走进正贤文化规范字书写课，你会发
现，虽然孩子们都在埋头书写，但是每个人
所写的内容不尽相同，有的在连点成竖，有
的在练习笔画，还有的在写汉字。

即便是一同入班的孩子，学习进度也因
人而异。有的反复练习一项，只为矫正顽固
的书写问题；有的一天就能完成三项不同的
练习内容；还有的在进行控笔训练的同时进
一步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每个孩子的基础和书写习惯不同，暴

露出来的问题也五花八门。只有从每个孩子
的实际情况出发，给予个性化的指导与针对
性练习，才能帮孩子解决书写问题，把字写
得更规范、更美观。”凌霄老师解释说。

手写字帖更易模仿

孩子们在书写课上所用的字帖，从控笔
练习，到笔画、偏旁，再到完整的汉字，每
一个字都由凌霄老师亲自书写。和印刷体字
帖相比，这种手写体汉字更易于学生们学习
和模仿。

不仅如此，字帖中使用的汉字全部取材
于小学语文课本，将汉字书写与孩子们的生
字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从今年4月至今，凌霄老师的手写体字
库已收录汉字 7000余个，由他书写和编纂
的“21天收心训练营”《正贤规范字小学生
同步练习本》系列字帖也于今年6月正式出
版。

成长笔记体现点滴进步

在课堂一隅的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孩
子们的《成长笔记》。

随意翻开几本，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入
班时的书写测试，那时孩子们的字有的歪歪
扭扭，有的敷衍潦草，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之后，便是每一节课的书写内容，控笔——
基本笔画——汉字，点滴进步体现在每一篇
作业中。和最初的那篇字相比，孩子们的书
写质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进步不仅呈现在《成长笔记》中，更体
现在了日常的书写上。

7岁的小盛刚上一年级就来到凌霄老师
的工作室学习书写。通过书写测试，凌霄老
师发现他的坐姿和握笔姿势都不正确，写字
时一味图快，字体忽大忽小，字迹潦草不
堪。学了 20多节课后，一天小盛的妈妈开
心地对凌霄老师说：“班主任表扬小盛了，
说他的字有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工整和规
范了。”

不仅孩子们有《成长笔记》，凌霄老师
也有《教学笔记》，每一节课他都会把每个
孩子的进步和问题记录下来，然后适时调整
每个人的教学内容和进度，从而保证孩子们
在书写方面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提高。

体验一节课也会有收获

最近，凌霄老师又推出了 9.9元和 198
元两个体验课。

在 9.9元体验课上，凌霄老师将对孩子
进行书写测试，发现孩子在书写方面的问
题，向家长提出改进建议。

而在198元的21节体验课中，凌霄老师
将带领孩子进行控笔训练并书写自己的名
字，通过讲解让孩子端正书写态度，学会正
确的书写方法，基本养成规范书写的习惯。

想提升孩子书写水平的您，不妨带孩子
来正贤文化规范字书写课，亲身体验一下吧。

成人习字陶冶性情

在书写课上，除了活泼可爱的孩子们，
还经常会出现“大朋友”们的身影。

和孩子们不同的是，成人来到这里，更
多的是想静下心来，通过书写陶冶性情，提
升自我。

为此，凌霄老师会通过控笔、运笔和细
节调整，帮助成人改变多年形成的不良书写
习惯，使字体在规范、美观的同时，更能展
现个人的风格特点，提升个人整体素养和形
象。

想明显提升卷面书写
质量，了解凌霄老师更多
的练字妙招吗？请扫描二
维码添加凌霄老师微信。

个性化指导个性化指导
提升书写更有效提升书写更有效
本报记者 赵玉洁

特殊孩子的特殊孩子的特殊孩子的“““大家长大家长大家长”””
———记河间市特教学校老师梁亚松—记河间市特教学校老师梁亚松

本报记者 齐斐斐

说到自己的学生时，梁亚
松用手语比划着说：“当我第一
次走上讲台用娴熟的手语做自
我介绍时，聋人小学生的眼睛
都唰地一下亮了。也许从这位
聋人大学毕业生的身上，他们
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榜样的
力量。”为了不辜负学生们的这
份信任，梁亚松备课时总会为
一个手语动作、一个交流眼
神、一个教学环节设计反复斟
酌，精益求精；在面对学生的
时候，一个简单的生词、一句

教材里的定义，都得一再重
复、举例讲解，往往要用手比
划上几十遍。梁亚松说：“不仅
得熟悉他们的身心特点，掌握
教学技巧，还需要付出常人无
法想象的耐心。”

学校里不光有聋哑孩子，
还有智障孩子，为了更好地教
育智障孩子，梁亚松自费 20万
元做了人工耳蜗。经过几个月
的训练，他基本可以看孩子的
口型就能明白他们表达的意
思。根据学校教学的需要，他

先后担任过微机、生物、政
治、历史、体育、自然常识和
思想品德 7门功课的教学，尽
管有的课程不是自己的强项，
但他还是认真备课、认真授
课。

生活上，梁亚松对学生们
的关心更是事无巨细，衣服破
了他给补上，裤子尿了他给洗
净，天气转凉，有的孩子棉被
太薄他给换厚被，冬天有的孩
子家里买不起棉袄他给买来穿
上……在学校，他不光是老师

的角色，更是这群特殊孩子的
“家长”。

在公安局审案是什么场
景？不是警察的梁亚松老师却
经历过很多次了。每当遇到聋
哑人报案或者作案，警察们会
第一时间想到找梁老师来当翻
译。几年间，梁亚松往公安局
跑了五十余次，有时候半夜 12
点被叫去，凌晨才回家。无论
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只
要需要他，他就毫不犹豫前
去。

事无巨细当“大家长”

2019年秋天，天还不是很
冷，梁亚松却穿上了厚厚的羽
绒服，老师们都为之诧异的同
时发现他瘦了好几圈。梁亚松
说只是感冒了，在同事们劝导
下他终于去诊所看了病。但是
接下来一直满勤的梁亚松竟然
请了几天假，这让同事们充满
了疑惑。学校组织大家去医院
看望梁老师，这才知道，他得

了尿毒症，这些天都在医院做
透析……

本以为一直劳碌的梁亚松
会借此机会好好休养一段时
间，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他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回到了学
校，坚持完成了一学期的教
学任务。

2020年，新的一个学期开
始了，但学校开不了学，只

能通过微信群授课。梁亚松
选择和大家一起授课，整整
一个学期，他从来没有因为
任何原因落下过一节课，他
说：“我觉得没什么，能坚持
就坚持，不能耽误孩子们上
课。”

工作之余，梁老师还在参
加河北省推广国家通用手语
骨干队伍培训班，拿到了结

业证。梁亚松就是这样一位
老师，他把自己都奉献给了
这方特殊的讲台，和这群特
殊 的 孩 子 们 一 起 ， 奋 斗 自
尊、自信、自强的人生。

身患重病 耕耘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