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学习强国”沧州平台，一组冬奥

主题手绘视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不足一分钟

的视频中，作者手持铅笔，轻描细画，不一会

儿，冬奥会吉祥物跃然纸上，形象栩栩如生，动

感十足。也许你想不到，这些惟妙惟肖的手绘，

出自一名小学生之手，她，就是沧州市迎宾路小

学四年级6班的安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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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冬奥主题手绘

登上“学习强国”
本报记者 赵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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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庭及家族中的人和事，挖掘好家训和好家风；分担家务，完成一项未曾

做过的、有一定难度的劳动；以“最美瞬间”为主题，记录身边人、身边事和家乡之

美；在所居住的区域进行志愿服务，“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寒假期间，在完成学科作业的同时，市十七中学生的实践活动内容也丰富多

彩。

作为“双减”工作河北省试点校，沧州市第十七中学深入研究“双减”政策，结合

学校和学生实际，在学科教学、体育教育和课后服务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前几日，收到班里一位特别
优秀的学生写给我的信。一开
始，孩子真诚地表达了对我的喜
欢和感激，接下来，笔锋一转，
委婉地说出对我的不满。事情源
于一次考试，孩子因疏忽落下一
道题，被我当众批评。她在信中
说：“老师您知道吗？您批评我
的时候我感觉很没面子，我的自
尊心受到很深的伤害。下课后，
我 觉 得 同 学 们 都 不 愿 意 理 我
了。”在信的结尾，还提出了她
认为合理的建议：“老师，如果
我再犯错误，请您把我叫到办公
室，没人的时候再批评我。”

读完孩子的信，我久久难以
平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只
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孩子几句，
言辞并不犀利，没想到孩子的小
心灵就因此受了伤。这让我不禁
陷入沉思：现在的孩子，特别是
那些优秀的孩子，大多玻璃心，
太敏感，心理承受能力差。

我现在的教育方式，较之从
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曾经我极力
推崇赏识教育，一味认为好孩子
是夸出来的，精彩极了的鼓励是
孩子成长的催化剂，而糟糕透了
的批评却是孩子前进的绊脚石。

殊不知，我忽视了教育的个
体，赏识教育专家周宏的女儿周
婷婷是个聋哑人，从她来到这个
世界上，命运就给了她重重一
击。与别人的不同让她陷入自卑
的泥潭，她需要修复，需要治
愈，而恰到好处的赏识正是帮其
树立自信最好的方式。

而我们的孩子，特别是那些
大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他
们生活在家人的呵护和他人的喝
彩声中，一路坦途，没有经历成
长之痛，他们心灵的外衣薄若蝉
翼，经不起一点儿风吹雨打。

就像我的儿子，从小到大都
是别人眼中的乖孩子，从小学到
初中成绩一直遥遥领先，他就是
在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成长起来
的。然而，到了高中，他不再出
众，心理上的落差让他自尊心受
挫，老师的批评更是让他“很受
伤”。

我经常想，如果时间可以倒
流，我会有意识地去打击他，去
磨练他，可是没有如果，我只能
无奈地看着他在不良心态下备受
煎熬。

如果一个老师希望自己的孩
子到学校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那
他就应该给自己的学生什么样的
教育。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开
始调整我的教育方式，不让这样
的教训在我的学生身上重演。

特别是对于班上那些出类拔
萃的乖孩子，我会“鸡蛋里挑骨
头”，适当地给他们一些警醒，
甚至是惩罚。

教育不是不能惩罚孩子，如
果平时你能让孩子感受到你对他
的爱，这样的惩罚就不会变成一
种伤害。

我爱他们，非常爱，正因为
爱他们，我才不会迁就他们。

平日里，我会敏锐地捕捉优
秀孩子身上的一点儿小错，哪怕
是忘记带班牌，我也会把它当作
磨练孩子的机会，通过批评警醒
来提高孩子的耐挫能力。

我经常给孩子们讲瘸蝉的故
事，蝉只有经历如刀剥皮、如箭
剔骨、如火烧身、如针穿心的
痛，才会完美蜕变。

成长之痛是每个人都要经历
的，不经历风雨就很难见到美丽
的彩虹。

（作者系海兴县育红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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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第十七中学积极探索“双减”教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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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记“关注双减落地系列报道”

安七七笔下的冬奥吉祥
物或带着护目镜，脚踏滑
板；或足蹬雪板，举枪射
击，或举手抬足，在冰上翩
翩起舞，为大家展示着单板
滑雪、冬季两项、花样滑冰
等冬奥项目，让许多“学习
强国”的网友点赞。其实，
安七七的原创绘画作品被

“学习强国”连载，已非首
次。

早在今年春节前夕，她
创作的《熊猫迎新春》系列
年俗作品就已登上了“学习
强国”。

画作中，一只只活泼可爱
的熊猫，手中或捧着香甜的糖
瓜，或拿着鸡毛掸子和扫帚，
或拎着一块令人垂涎的肉，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
子”“二十六去割肉”等年俗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品两度被连载

由于父母都是美术专业
出身，安七七从小就对画画
情有独钟。往墙上画、往地
上画、往玻璃上画，就连妈
妈的衣服和爸爸的肚子都成
了她的“画纸”。上幼儿园
时，每当有重要活动，或是
佳节来临，幼儿园的宣传墙
上总少不了安七七的“大
作”。

上小学以后，在班主任
的鼎力支持下，安七七不仅

“承包”了班里的黑板报，而
且当上了宣传委员。学校的
科技节、童话节和迎冬奥画
展，成了她尽情展示绘画才
能的舞台。2020年 7月，在
沧州市少儿公益绘画比赛
中，安七七创作的抗疫作品

《我们在一起》夺得一等奖。
同年10月，她的作品《中医
抗疫》在上海朗迪杯中医文
化书画展开幕式上展出，并
在当地巡展3个月。

对于安七七来说，用画
笔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实
在是一件乐事。丰富的色彩
和舞动的线条，让画作充满
了生命力。她只要拿起画
笔，沉浸于绘画世界，所有
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用安
七七的话说，那真是相当解
压。

除了痴迷绘画，安七七
还爱好写作，是个不折不扣
的“小作家”。她创编的绘本
《云上的朋友》在学校原创绘
本比赛中拔得头筹。

借画抒情乐在其中

2021年 1月，安七七开
设了微信公众号“小Q爱画
画”，在上面与大家分享她的
原创故事、生活趣事和童趣
满满的创意绘画作品。

在 《回 忆 里 的 2020》
中，她用充满感情的文字和抗
疫手抄报、连环画，再现了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感人场
景。“我的妈妈不姓‘崔’，
但她子弹内壳里发出来的全
是‘催’”“上一个和谐平安
的假期，我又建起了‘防催
城’，于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拉开了帷幕……”在《天下
妈妈一样催》中，她以幽默

的口吻和有趣的漫画，生动
塑造了日常生活中不停催促
的妈妈形象。而《我是一个雪
人》则讲述了一片小雪花从落
下到融化过程中的种种经历，
安七七还根据故事情节配上了
插图，读后令人动容。

最近，安七七又在公众
号的文章中加入了音频播放
功能，她要把自己创作的故
事和画中场景声情并茂地讲
给更多人听。

把创作故事讲给大家听

从“猜老师”到“画老师”

“用不多于 20句话来描述一位老
师，然后请同学们来猜。既不能让大
家马上猜到，也不能猜不出来。”

上学期，在七年级 5 班，一场
“猜老师”比拼精彩上演。同学们并
没有因思政课老师出的这道“难题”
而挠头，他们抓住老师外表和衣着的
特点，以及上课时的经典动作和“金
句”，通过文字把各位老师的形象生
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竞猜时更是热闹不已。有时听到
最后一句，大家才猜出是哪位老师；
有时两位同学各执一词，争得不亦乐
乎；有时直到全篇结束，大家也没猜
出来，执笔者一解释，大家才发现原
来他写的是一首藏头诗，早已把老师
的姓氏和所教科目告诉了大家。每每
猜对一位老师，教室里都会响起孩子
们会心的笑与掌声。

“猜老师”之后，还有“画老
师”环节。擅长美术的同学从细节着
手，画出的肖像不仅相貌和神态酷似
本人，就连衣服和发饰都描绘得丝毫
不差。很多老师都把这幅画当作礼物
珍藏了起来，有的还用它做了微信头
像。

通过这些有趣的课堂活动，学生
们对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师生之
间更加亲密，师生关系更加和谐。而
这，正是《师生交往》这堂思政课所
要达到的目的。

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基
础上，十七中思政课团队创新教育方
式，打破以往“讲课—背题—做试
卷”的课堂教学模式，通过与孩子们
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实践活动，
把课本上的“大道理”融入其中，潜
移默化达到教学目的。

在讲授《亲情之爱》这一课时，
老师们发动家长积极配合，在家里开
展了一系列“亲子活动”。所有的家
庭成员先写下“最不能接受家人的一
件事”，从而找到家庭矛盾的冲突
点；再写下彼此“最关心的一件
事”，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被重视、
被关爱；然后，父母以 《生你那一
年》或《我眼中 20年后的你》为题，
给孩子们写一封信；最后，孩子们在
课堂上拆信、读信，很多人都被字里
行间流露出的深深爱意所打动，情不
自禁流下了热泪。活动过后，一些之
前与父母沟通甚少的孩子，敞开了心
扉，和父母有了交流，家庭氛围也愈
加融洽。

在探讨“珍视生命”这一主题
时，老师让孩子们去发现能够保护自
身的生活细节，学习心肺复苏技能和
海姆立克急救法；总结遇到火灾、地
震、煤气中毒、绑架等危害生命安全

的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方法，让孩子们
感受生之不易，学会勇敢地面对生活
中的挫折和困难，珍视宝贵的生命。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国庆
节、国家公祭日等特殊节点，老师会
带孩子们回顾历史，铭记先烈们抛头
颅、洒热血的英勇付出，立志为实现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 2021年国
家公祭日过后，面对某高校教师的不
当言论，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立场
与观点；“我们从来没有把仇恨传
承，只是让中华儿女谨记这一天，来
纪念那些死于战场上的英雄，同时也
告诫晚辈，只有强大才能国泰民安，
落后只能挨打。”“铭记历史，是为了
时刻提醒我们，这强大来之不易，这
和平来之不易。勿忘国耻，我们没资
格替先辈们原谅入侵者。”

每天锻炼一小时

2月 10日上午，高抬腿 1分钟 1
组，共做3组；波比跳15个至20个一
组，共做3组。

2月10日下午，坐姿收腹20至30
个 1组，共做 3组；提膝触肘 30至 50
个一组，共做3组。

……
寒假期间也不能忘记锻炼身体。

放假之前，十七中为学生们制定了详
细的锻炼计划，里面不仅列出了每天
两次的锻炼项目和强度，而且体育老
师们还录制了视频，将每一个项目的
动作要领都进行了示范。

这也是十七中“每天锻炼一小
时 幸福生活一辈子”特色体育教育
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除了活力四射的课间操和每周两
节体育课，为了活跃身心，提升学生
的身体素质，十七中又增设了每周一
节课外活动课，并将课后服务时段划
分为高效体能锻炼和自由兴趣活动两
部分。高效体能锻炼增强了孩子们的
体质，让他
们为即将到
来的中考体

育测试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智力
九宫格”“搭桥过河”“螃蟹背西
瓜”……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游戏，激
发着学子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体育老师、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加
入，更让大家信心倍增，师生们团结
一心巧过关，在蓝天绿地间共享运动
的快乐。

学习之余 多才多艺

2021年12月20日，“河北省第七
届中小学艺术展演”在邯郸举行。作
为沧州市唯一一个参展作品，十七中
学子表演的武术舞蹈《焱舞河韵》，
以精致的造型、高难的动作和完美的
团队配合，展现了运河两岸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勇攀高峰的艺
术内涵，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这个节目的参演者，全部来自学
校的舞蹈社团。

在十七中，课后服务时段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让孩子们在紧张的学
习之余，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之
中，陶冶情操，感受生活的多彩与美
好。

在文学艺术类社团，成员们诵读
经典名著、挥毫泼墨、唱歌跳舞；陆
地冰壶、篮球、趣味活动，学子们玩
得不亦乐乎；学校还开辟无人机训练
基地、推出智能机器人创客活动、成
立编程社团，让孩子们与前沿科技

“亲密接触”，培养动手操作能力和合
作精神，强化逻辑数理思维，提升综
合科学素养。学校还鼓励学子们外出
参赛，尽情展现青春风采。智能科技
类社团的成员们，多次在省级和国家
级比赛中崭露头角。

减负不减质，校园生活更精彩。
未来，十七中还将不断创新教育方
式、丰富作业类型、完善课后服务，
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样的选择，让“双
减”落地有声。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