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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灵动课堂 做孩子喜爱的好老师

扶贫接力扶贫接力
跟留守儿跟留守儿童做朋友童做朋友
———走近孟村回—走近孟村回族自治县牛进庄乡族自治县牛进庄乡

大徐市小学教师武大徐市小学教师武晶晶晶晶

本报记者 寇洪莹

“每个学生都是

一 本 独 一 无 二 的

书 ， 用 ‘ 心 ’ 去

读 ， 用 ‘ 爱 ’ 去

品，定能发现其中

的精彩。”从教 20

载，沧州市光明小

学教师姜婷婷始终

把这句话当作座右

铭，秉持初心，躬

耕于讲台之上。

在 日 常 教 学

中，她以学生的养

成教育为抓手，通

过多样的形式和丰

富的内容，培养孩

子们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优秀的道德品

质。她还经常组织

开展知识竞赛、演

讲比赛、文娱表演

等主题活动，让孩

子们尽情展示自我

风采，充满自信和

向上的力量。

她所带的班级

被评为“全国优秀

动感中队”和“全

国 优 秀 少 先 队 集

体”，还荣获“河北

省先进班集体”和

“沧州市优秀班集

体”称号。

临近开学，武晶晶又开始想念学校里的那

些“小朋友”了。在家里，翻看手机里留存的

照片，她总会露出开心的笑容。这些照片都是

武晶晶为学生们拍下来的，有上课聚精会神听

讲的，有课间嬉笑玩耍的，还有孩子们与她紧

紧相偎的……一路走来，曾经的“留守儿童”

武晶晶，接过父母手上的扶贫接力棒，在教育

战线上，全身心投入，和越来越

多的留守儿童成了好朋

友。

我叫贝贝，是一名小学4
年级学生。

上学期的一次数学小测，
我考得很不理想，只得了 70
多分。

从此以后，只要一考数
学，我就呼吸急促、手心冒
汗，大脑一片空白，感觉自己
啥也不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

怎样才能克服紧张情绪、
让自己从容面对数学考试？

面对考试面对考试

为何如此紧张为何如此紧张

冰清解语

相信自己
学会放松

一次考试的失利，让贝贝
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因果推
论，如“只考了 70多分，所
以我数学不好”“我数学不
好，所以我啥也不会”“我啥
也不会，所以面对考试我会紧
张”……种种消极的暗示，导
致她在学习和考试时缺乏自
信，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

一个人相信什么，就会看
到什么。成年人是这样，孩子
更是如此。当一个孩子不相信
自己能学好的时候，是很难取
得好成绩的。

对于贝贝来说，首先要
纠正自我认知的偏差。回想
一下，哪次数学考试自己比
较满意？当时做了哪些事
情？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如
计算仔细，思路清晰，认真
检查和验算……经过这样的
总结，贝贝就会发现，在数学
方面，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也
可以学得会、考得好，从而认
可自己的能力，树立起学习数
学的信心。

其次，创造成就事件，提
升自我效能。找到了些许自
信，接下来，贝贝可以给自己
定下一个目标，在之后的数学
考试中，如果达到了既定目
标，就给自己一个小奖励。与
此同时，家长也要多给予贝贝
正面的评价及肯定，只要有了
进步，就及时鼓励孩子，为其
创造更多体验成功的机会。

最后，淡然处之，化解紧
张。其实，在考试时出现紧张
情绪是很正常的，无需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更不要谈“考”
色变。考试时保持适度的紧张
状态，可以调动学习的积极
性，加快观察、记忆和思维的
速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出自身
的潜能。

如果感到自己过分紧张，
可以采取三种方法进行缓解：
第一种方法是放松，暂停作
答，闭合双眼，轻轻地对自己
说“放松”，重复 6次，并注
意体验全身松弛的感觉；也可
以全身高度绷紧 10秒钟，然
后突然放松。第二种方法是深
呼吸，在突然慌乱时，呼吸会
变得急促，这时应该有意调节
呼吸，在吸气时绵长、缓慢、
深沉，呼气时也同样。第三种
办法是联想自己做题状态良好
时的情景和感受，感到紧张情
绪有所缓解后，转入正常考试
状态。

在考试过程中，有时会出
现感觉题目容易解决而一时又
解决不了的现象，这在心理学
上称之为“瓶颈效应”。遇到
这种情况时，首先要保持镇
静，注意放松，调整呼吸；然
后，通过情境、结构联想，回
忆与该问题有关的学习内容，
发掘出有用的材料和线索。另
外，还可以暂时放下当前的题
目，先做别的题，过会儿再回
头思考，说不定会从其他题目
中得到启发而豁然开朗。

解语助力嘉宾：许庆凡

“留守儿童”的不解

30年前，武晶晶出生在
青海省的一个贫困山区，那
里曾是她父母工作的地方。
两个月大时，尚在襁褓里的
她因高原反应强烈而被送回
沧州，从此在爷爷奶奶身边
长大，成了一名留守儿童。

童年时，当小伙伴们提
及自己的爸爸妈妈，武晶晶
总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不
乖，所以爸爸妈妈才不要
我？还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子，所以他们不喜欢我？武
晶晶的父母一两年才能回来
一次，在武晶晶的记忆中，
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时，她
还不知父母意味着什么，无
论父母对她怎么宠溺疼爱，
她始终无法释怀。

后来考上大学，在大学
里，武晶晶生了一场大病。
父母急匆匆地从青海赶来，
背着她东奔西走、四处求
医。有一天，武晶晶在父亲
温暖结实的背上，迷迷糊糊
醒来。那种感觉既陌生又熟
悉，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与
父母的距离不再遥远。

懂得了父母的坚守

康复后，武晶晶来到了
父母工作的地方——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多松乡。这是个纯牧
业乡镇，三面环河、四面环
山，只有不到100户人家。那
天，武晶晶独自走在水泥路
上，有个小姑娘主动上来打
招呼，当知道武晶晶的身份
后，小姑娘向她深深鞠了一
躬。“谢谢你的爸爸，他对我
们可好了，多亏他，我们这
里好多人家有水了、有电
了，好多地方有路了，乡上
也有路灯了，村里也有厂子
了……”听完小姑娘的话，
自豪之情从武晶晶心底油然
而生。

武晶晶赶紧回到镇里，
向在这里工作的叔叔阿姨们
了解更多父母的情况。原来
30年前，父母响应国家号召
来到青藏高原。这里条件艰
苦、气候恶劣，有些人家不
通电、不通水，有些人家孩
子上不起学、上不了学，还
有些人家因病致贫。武晶晶
的父母看到这一切，决定留
在这里，用自己的微薄力量
去帮助他们。可是，由于现

实和环境的制约，他们失望
过、颓废过，甚至想到过放
弃，但想到那些充满渴望的
眼神，他们又重拾信念，继
续战斗。这一咬牙坚持，就
是30年。

听完父母的扶贫故事，
武晶晶终于懂得了他们的无
悔选择。他们背井离乡，远
离父母和孩子，奉献青春和
梦想，就是为了建设边远家
园，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
活。

奔赴乡村任教

武晶晶的祖父在上世纪
50年代“援青”，在青海省第
七地质队工作数十年。后
来，父母又相继前往青海山
区扶贫。受祖辈和父辈的影
响，武晶晶也立志做扶贫传
承人。大学毕业后，面对众
多职业，她毅然选择教育扶
贫，来到孟村回族自治县，
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跟随车辆，走进牛进庄
乡，来到武晶晶宿舍，地上
满是积土，床铺摇摇晃晃，
老鼠洞随处可见。有一天晚
上 11点多，睡意朦胧中，听
到“吱吱呀呀”的声音，她
睁眼一看，老鼠正在暖气上
爬来爬去，有些老师吓得大
叫起来，她大着胆子半夜起
来抓老鼠。

可是，一站上讲台，看
着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
睛，武晶晶就忘记了生活的
艰辛。她给孩子们上的第一
课是“做朋友”。她给孩子们
讲自己的学习经历，让学生
互相介绍，拉近关系。这里
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武
晶晶对他们有种特别的感
情，她和孩子们一起学习，
一起玩耍、聊天，尽可能多
地给他们关心和帮助。有的
家长不重视教育，武晶晶就
主动加上他的微信，耐心沟
通孩子的学习问题；有的学
生生活习惯不好，武晶晶就
通过绘本用讲故事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启发和引导。

学校教师资源紧张，武
晶晶集任课老师、班主任和
少先队辅导员数职于一身，
庞杂繁重的工作，常常让她
忙得焦头烂额。每当这时，
回想一下父母的经历，她都
会得到莫大的鼓舞，升腾起
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如
今，武晶晶和越来越多的留
守儿童成为了好朋友。

2001年 2月，姜婷婷走进沧州
市光明小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从那一刻起，她就给自己
定下了目标：要做一个认真教学、
被孩子们喜爱的好老师。

为此，刚刚参加工作的她，白
天上课，晚上备课，一节课备完了
不满意，就反复修改，有时甚至要
抄写 3遍以上，时常熬到深夜。即
便如此，她仍觉得“只靠理论，不
深入实践，就如同雾里看花”。于
是，她向老教师虚心请教，多次邀
请老教师去听她的课并指出不足之
处。

2006年，姜婷婷在学校的教学
比赛中崭露头角，之后执教的优质
课例《猜猜我是谁》《五彩池》《母
鸡》等分获国家级和省级奖项；她

辅导的学生也在各级竞赛中屡屡获
奖。

她潜心钻研教材，反复研讨新
课标，大胆创新教学手段。她设计
的“三步读书预习法”（大声朗
读，圈字词并注音；小声朗读，画
词句，查资料；默读课文，品词
句，做批注，理出中心思想），培
养了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收到
了良好的课堂效果，在学校全面推
广。

许多老师都评价姜婷婷的课上
得大气、从容、灵动。殊不知，课
堂上的大气与从容，是她多年勤奋
与拼搏的结果。如果没有那些个无
眠的夜晚，没有她一次次刨根问底
的执着，又怎能打造出如此灵动的
课堂？

营造良好班风 让英雄精神激励成长

2012年，光明小学创建了以张
思德、马本斋、董存瑞、狼牙山五
壮士、邱少云、雷锋、李向群和徐
宏刚英雄名字命名的 8 个英雄中
队。经过严格选拔，姜婷婷成为了
首批英雄中队的辅导员之一。

姜婷婷和孩子们一起精心布
置，在教室里开辟了“成长树”“红
领巾心向党”等专题版块，并设立
了“英雄书架”。她利用主题队会
给孩子们讲述英雄的事迹，让大
家亲手设计英雄中队的标识、明
信片和小报等。每天，英雄中队
的队员们都要进行一分钟军姿练
习，用这一分钟来默记英雄姓
名、回想英雄故事。姜婷婷还组
织队员们观看革命电影，重温经典
时刻，让队员们更加直观地感受英
雄的大无畏精神；举办知识竞赛，
把“学英雄、当英雄”的信念根植
于孩子们心中。

2016年 9月，姜婷婷再次担任

“邱少云中队”辅导员。她善于发现
队员们身上的闪光点，调动他们的
积极性，让孩子们展现自我特长，
相互取长补短。从设计中队标识和
明信片，到策划主题班会的内容、
参与节目出演，再到参加学校各种
活动，姜婷婷时常故意“放手”，把
这些任务都交给孩子们去完成。

2020年 10月 30日，沧州市少
年军校工作推进会在光明小学举
行，与会人员观摩了邱少云中队的
主题队会《致敬最可爱的人》。现
场，孩子们倾情演绎，生动地再现
了邱少云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
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建立班级日志，记录身边的好
人好事；设置评比制度，评选学习
和纪律标兵；成立班级管委会，让
孩子们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在
姜婷婷的引导下，班级里形成了团
结奋进、负责任、有担当的良好风
气。

一个也不放弃 用心去读每一本“书”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
话深深印在姜婷婷的脑海中。刚
担任班主任的那段时间，她每天
泡在班里，和学生们谈心，与他
们一起布置教室、打扫卫生，还
要高质量地完成每节课的教学任
务。一天忙碌下来，姜婷婷筋疲
力尽。尽管如此，回到家后，她
依然坚持在灯下进行一天的总
结：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
好。仔细分析之后，再列出第二天
的目标，激励自己不断前行，把班
级管理好，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孩子，姜婷
婷始终用真诚和满满的爱意，来感
化和关爱他们。班里有个男孩儿，
原来活泼开朗，后来突然变得越来
越内向，不愿与人交往，总是封闭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一次批改作
文，姜婷婷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在作文中，男孩儿写道，自己多了
一个小弟弟，父母对他的关心和照
顾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微不至，孩子
觉得受了冷落，非常渴望得到父母
的关注与爱。于是，姜婷婷一方面
与家长沟通，给予男孩儿更多的关
注与抚慰；另一方面翻阅了大量书
籍和资料，帮助男孩儿解开心结。

课上，她为男孩儿提供更多回
答问题、展示自我的机会；课下，
她时常把男孩儿叫到办公室里聊
天，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并及时
进行疏导。就这样，男孩儿和姜婷
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孩子感
受到父母和老师的爱，敞开了心
扉，和同学相处得也越来越融洽。

努力不会被辜负，付出终有回
报。看着那一张张洋溢着笑容的小
脸，陪伴孩子们一天天成长，姜婷
婷的内心时常涌动着暖意，付出的
辛苦，都化成了缕缕清香，沁人心
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