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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18日上午，由
河北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沧州市教育局承
办的“温暖工程·心理教育工作技能提升培
训班”正式开班。来自我市及下辖县市区各
中职院校的 60余名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
培训。

在为期 3天的培训中，来自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工业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
心理专家们，就中职学生的心理发展特
点、常见心理问题、心理危机的识别、犯
罪心理分析与防范、健康心理培养、心理
辅导技术和团体心理训练与应用等内容进
行了专题讲座。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职学生
身体发育渐趋成熟，但是心智发育与身体
发展不同步。因此，这个阶段的心理状态
不稳定，起伏较大。为了帮助学生们顺利
度过这个特殊阶段，中职学校教师必须充
分掌握扎实的心理学知识和心理教育方
法。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能够提升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的心理教育工作能力，加强对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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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岩） 说到特警这个职
业，许多人会感到陌生而神秘。日前，市回
民小学师生走进沧州市公安特警支队，与特
警队员们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同学们首先参观了特警支队的搜排爆大
队。搜爆犬和护卫犬的亮相以及精彩的搜排
爆展示牢牢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上场的搜
爆犬精准快速地找到了车上的“爆炸物”，
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大家对这群本领
超群的警犬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纷纷向训
导员打听：“它什么时候退役？我想要领养
它！”

接下来的排爆机器人展示，让同学们深
深感受到科技发展在保卫人民安全方面带来
的巨大变化。当得知排爆机器人是由我国自
主研发时，同学们更是充满了自豪感。

剑齿虎防暴战车、无人机反制车、装备
车、特警餐车、防弹运兵车、路障车、水炮
车……“神通广大”的特种车辆让同学们大
开眼界，实战化射击展示更让大家见识了

“神枪手”的厉害。
此次赴特警支队参观，同学们深入了解

了特警的工作，对特警的敬佩和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像特
警叔叔们一样守护家园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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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与特警师生与特警““亲密接触亲密接触””

本报讯（记者张岩）危险是潜在的，预
防是最有力的武器。日前，市新华小学开展
了预防性侵害主题安全教育活动。

本次活动按年龄进行划分，不同年龄段
的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案。中高年级通过
观看“小叶子的故事”“什么是性侵害”等
视频，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性侵害，掌握面对
性侵时的应对方法。低年级则将男女生分
开，分别开展“保护自己，勇敢说不”的安
全教育活动。通过视频学习、绘本阅读、故
事讲述的方式，让儿童认识自己的身体，了
解身体的隐私部位，知道保护隐私部位的简
单方法。

学校负责人说，预防性侵、保护自己的
身体是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防性侵安全
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帮助孩子们树立起自我
保护意识，掌握基本的防性侵知识，提高保
护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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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市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
把冰雪运动知识纳入体育课教学内容，通过
组织开展冰雪运动知识竞赛、冰雪运动公开
课、网络知识答题、书画摄影艺术展、冬奥
征文、旱地冰壶、轮滑比赛等形式，培养学
生的兴趣爱好，吸引和鼓励广大中小学生及
其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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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离别留下莫让离别留下莫让离别留下

成长之成长之成长之“““痛痛痛”””
本报记者 赵玉洁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
增大，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整
日为事业和生活奔忙，无暇顾
及年幼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
人照看。

短暂的相聚，一次次别
离，使孩子本就脆弱的心灵饱
受折磨，如果此时父母和老人
不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再以
简单粗暴的方式横加指责，往
往会给孩子带来情感和心理上
的伤害，有的甚至会造成一生
的影响。

分离让孩子和父母难亲近

欣欣（化名）的父母都在
北京工作，她从小由姥姥带
大。虽然周末和假期父母都会
来看她，但是欣欣始终与爸爸
妈妈有些疏离。如今，6岁的
欣欣形容她和姥姥的关系如十
指相扣，亲密无间；而和父母
却似两掌相贴，虽然有接触，
但是“亲不起来”。

已上中学的南南 （化名）
和父母的相处更为糟糕。他从
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老人对南
南很是溺爱。到了青春期，面
对南南的叛逆，老人无法很好
地接纳他的情绪并给予正确的
引导，只是一味地指责，并给
南南的父母施加压力，让他们
把南南接回家。回到自己家里
后，南南不仅一言不合就与父
母“开战”，而且对从小和父母
生活在一起的妹妹充满敌意，
兄妹俩也整日冲突不断。

也许你以为这种影响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其实不
然。有些人成年以后依然会为
此所困。在面对父母或兄弟姐
妹时，他们会表现出疏离、冷
漠、愤怒等种种情绪，严重的
还可能导致抑郁症。

“被抛弃”的成长之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离别成为了孩子成长中抹不去
的“痛”？

市二幼驻园心理咨询师郭
振东解释说，其中一个关键性
因素，就是对于离别这个问
题，父母和老人在对孩子的引
导上出现了偏差。

父母离开时，怕孩子哭
闹，不是哄骗一番，就是趁孩
子睡着或不注意的时候悄然离
去。等孩子找不到爸爸妈妈的
时候，就会认为“爸爸妈妈不
要我了”，感觉自己“被抛弃”
了。

如果此时老人再因孩子哭
闹而斥责他：“哭什么哭，就知
道找妈妈”，或是告诉孩子“爸
爸妈妈很忙，没空照顾你”
等，往往会让孩子萌生“我不
应该想爸爸妈妈”“我给爸爸妈
妈添麻烦了”“我没有爸爸妈妈
的工作重要”等想法，久而久
之就会与父母产生情感上的隔
阂。

树立“心里的爸爸妈妈”

在与孩子离别之前，爸爸
妈妈一定要与宝贝做一番交
代，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爸爸
妈妈为什么会离开、什么时候
回来、在爸爸妈妈离开的这段
时间由谁来照顾他，最重要的
是对孩子说：“虽然爸爸妈妈不
在你身边，但我们都会想着
你，爱着你。”

在父母离开之后，老人要
为孩子树立“心里的爸爸妈
妈”，做好父母和孩子情感交流
的传声筒和翻译器。当孩子因
为想念父母而哭闹时，老人不
妨把孩子搂在怀中，柔声地安
慰他：“又想爸爸妈妈了，是不
是？爸爸妈妈也想你。我们来
想一想，爸爸妈妈现在在哪
里，正在干什么？你可以把你
想到的画下来，等爸爸妈妈回
来给他们看。爸爸妈妈比较
忙，但是他们都非常想你，忙
完了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通过这样的沟通和引导，
孩子就会知道，爸爸妈妈只是
暂时离开，而不是抛弃他不
管。爸妈非常爱他，而且他也
是值得被爱的。有了这份安全
感和爱的力量支撑，孩子也就
不会总囿于“离别”的伤感了。

爸爸妈妈即便不在孩子身
边，也要时常通过视频、电话
等方式给予孩子关注与关心，
回到家中更要多多陪伴孩子，
与他分享离别后的趣事，从而
拉近彼此距离，增进亲子感情。

关注隔辈教育系列报道之五关注隔辈教育系列报道之五

伴随着第五篇稿件的刊
发，“关注隔辈教育系列报道”
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家庭成员各归其位 共寻
育儿契合点》《父亲做纽带 巧
言解心结》《相互尊重 巧妙沟
通》《过度保护 适得其反》以
及《正确引导 莫让离别留下成
长之“痛”》，5篇文章从不同
角度对隔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希望能够
对老人和宝爸宝妈们有所帮助。

其实，在教育孩子的问题
上，关键并不在于由谁来带孩
子，而是取决于教育方法和教
育理念。首先，父母应当肯定
和感激老人对自己的支持和付

出，理解老人在抚养孩子过程
中倾注的情感、承受的压力、
积攒的委屈。其次，老人也应
意识到，父母是孩子身心成长
的第一责任人，自己则是父母
承担责任的协助者。比如父母
不在身边时，老人可以帮助孩
子保持与父母稳定频率的联
系，帮助孩子理解父母不在身
边的原因，消化孩子内心对父
母的“怨恨”；尊重父母对孩子
的教育方式，尊重父母在教育
孩子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等。

只有两代人彼此尊重，相
互理解，达成共识，孩子才能
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吸收到成
长的营养。

◇记者手记

王金湖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喜欢
让他做“小老师”，上台为同学们讲解试
题。从那时起，做一名人民老师的种子
便在王金湖心中悄然生发。后来，他考
入沧州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养育
他的家乡，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

24岁那年，在大辛堡中学任教的王
金湖，赶上了 1992年的天文大潮，海
水漫过了堤坝。他抢在海水到来之前，
用土袋挡住了海水“冲进”学校实验室
的去路。校园成了汪洋中的小岛，而他
保住了教学用的仪器和药品。18年的教
学时光，他为南堡六村送走了近百名优
秀学子，培养了 20名教学骨干和 6名校
长。

从大辛堡中学离开后，王金湖来到
了歧口中学。面对学校的乱象，他决心
进行教改，并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王
金湖邀请学生到他办公室谈理想，并与
学生们一起给清华学子写信，没过多久
就收到了清华学子的回信。“学生们的眼
神里，仿佛有了一种我必须要考出去、

我必须要走出去、我必须要真正地去实
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坚定，有了想用知识
改变命运，将来为社会作贡献的目标。”
王金湖这样描述当初学生收到回信时的
那种激动。

“平生手中有且只有一样权利，那就
是学习。”这是王金湖的座右铭，也成为
了他钟情乡村教育的最好注脚。任教期
间，王金湖也有机会离开渔区到其他学
校工作，但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
下。为了让海堡文化更好地传承，王金
湖编写了《大歧口》和《走近渤海剪纸
艺术》两门校本课程教材。如今，渤海
渔村剪纸课程已成为渔区各校的校本课
程，学生们通过剪纸对自己家乡的历史
和风貌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教学管理中，王金湖提炼出“顽
强、蓬勃、朴素、坚守、奉献”的红荆
条精神，让朴素爱岗的工作作风、蓬勃
敬业的工作热情、坚守勤恳的工作态
度、顽强坚韧的工作意志和奉献付出的
工作情怀烙进每一位教师心中。

如鱼得水 全身心执教

从1988年开始教书至今，王金湖坚
持每周 4 天住校、3 天住家。从教 33
年，从南到北，一溜儿海堡校园成了他
的第二个“家”。

他把渔区中小学课堂打造成了各校
独具特色的高效课堂模式，创建《南排
河镇教育教改论坛博客》，举办“三精”
校长论坛，开展“开放校园 透明课
堂”，充分展现了渔区师生全新的精神面
貌和课堂风采，赢得了渔区家校大团
结，更收获了渔区百姓的助学情。

7年在中心学校的工作，他跑了4年
的东高头小学教学楼封顶了，争取了 2
年的镇中心园立项了，渤海新区投资的
歧口中学高标准体育场已投入使用，南
排河学校还成为了国家校园足球基地校
……王金湖，这个在渔区最能“折腾”
的教育工作者，用他的一片热忱和先进
的理念，把教育打造成了当地的一张

“名片”。
王金湖说：“这些年我之所以能全身

心投入教育，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是妻
子在一直鼓励我做得更好。”而对于家庭
教育，王金湖坚信“身教的力量”。现如
今，女儿走上了教师岗位，儿子保送研
究生继续深造。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也
入选了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

在过去的33年里，王金湖不仅收获
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赞誉，而且先后
获得沧州市义务教育先进个人、沧州市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先进个人、沧州市教
育科研先进个人、河北省优秀乡村教育
工作者等殊荣。

如今，52岁的王金湖依旧在渔区教
育之路上奋力前行。他说，未来的日子
里，他会一如既往地呵护这里的孩子
们，让他们从偏僻的渔村扬帆远航。

从南到北 一溜儿海堡校园成了他的家

扎根渔区校园的扎根渔区校园的扎根渔区校园的“““红荆条红荆条红荆条”””
———记黄骅市南排河镇中心学校校长王金湖—记黄骅市南排河镇中心学校校长王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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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湖说：“教育路上，不能落下一
个孩子，不能丢下一个家庭。”2017
年，王金湖主动请缨前往李家堡小学，
那是一所不足 200人的小学校。他带来
了自己研究多年的“精准教育源计划”。
概括来说，这项计划就是“以最好的习
惯，做精准教育”。王金湖提炼了一张精
准教学课程表，完善了一幅校园管理责
任图，制定了一份小学生习惯养成表。

为了让精准教育发挥更大作用，
王金湖同时推出“我乐学+”课程体
系，包含启航舰队、小小科学家、经
典诵读社、墨香书法社、英语乐教
社、百灵音乐社、七彩画社、阳光少
年体育社、飞扬舞蹈社和创意电脑社
10个社团。通过社团活动的方式，激
发学生的兴趣爱好，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学校没有统一教材，而是让老师
自定讲义、编写教案，在实践教学中
寻找更精准合适的教学方式。

有一位曾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李
家堡小学通过 3年的学校教育，在课堂
和课外互动小组的帮助下，成功走出自
闭症阴影，开始和同学们在一起快乐地
学习和生活。

现在在李家堡小学，学生们都能流
利背诵“12个学习好习惯”，争做“六
星好少年”；老师们都能取得“12个教
书好习惯”满分；干部们每学期都能拿
出一本关于“8个优秀技能”的学习笔
记，而这些改变都源于王金湖的“精准
教育源计划”。2019年，李家堡小学的

“精准教育源计划”申报了河北省优秀教
学成果。

精准教育 一个也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