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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崔洪玉在 20多年的执教生

涯中，将童心、齐心、信心和

爱心融入班级管理——

““四心四心””治班治班
她让教学有温度她让教学有温度
本报记者 赵玉洁 本报通讯员 周如凤

父母好好学习父母好好学习父母好好学习
孩子天天向上孩子天天向上孩子天天向上

本报记者 赵玉洁

每周一次主题讲座，每月一次线下心理沙龙。市迎宾路小学“青苗心理

家教”微信群创立一年来，一至四年级73个班级的400多名家长在副校长

兰香的带领下，学习科学养育方法、进行自我疗愈，集思广益、解疑释惑，不

断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家庭教育重在“治未病”

“为什么大的要让着小的？”“为什
么妈妈喜欢妹妹？”“为什么不让着弟弟
就是自私？”面对二孩儿家庭中大宝的
这些困惑，在最近一期线上主题讲座
中，兰香就和群里的爸爸妈妈们畅聊起

“如何做‘端水大师’”。
像这样的主题讲座，在“青苗心理

家教”微信群中，每周末都会有。
提起创建这个微信群的初衷，兰香

颇为感慨。
近年来，学生的心理问题愈发凸

显，而且年龄段持续前移。如今，就
连小学生群体中也有一些孩子被焦
虑、抑郁、人际交往障碍等心理问题
所困扰。

“家庭教育不当是很多心理问题的
根源。等孩子出了问题再干预，不如防
患于未然。”带着这样的理念，从 2022
年春天开始，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资质的兰香，就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上
推出了心理直播，利用周末晚上一个多
小时的时间，围绕一个家庭教育主题展
开讲解。同时，通过现场连线，为爸爸
妈妈们答疑释惑、指点迷津。一些家长
带着困惑而来，听完课把学到的理念和
方法实践到日常家庭教育中，不仅改善
了亲子关系，而且疗愈了自己，家庭氛
围变得越来越好。这些爸爸妈妈也因此
成为了兰香心理直播的铁杆粉丝。

为了让更多的父母学会科学养育，

去年3月，兰香带领学校科学教养心育
团队的老师们，在市迎宾路小学创立

“青苗心理家教群”，从此与家长们开启
了每周一学的美好时光。除了听课、记
笔记、复盘分享，爸爸妈妈无论是谁遇
到教育难题感到无所适从，只要在群里
一求助，不仅兰香会悉心指导，而且其
他群成员也纷纷出主意、想办法。大家
抱团取暖，共同为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贡献力量。

在每月一次的线下心理沙龙中，除
了教大家一些家庭教育知识外，兰香还
会带爸爸妈妈做各种心理游戏，通过团
体沙盘、曼陀罗绘画等方式，帮助父母
进行自我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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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工贸学校职沧州工贸学校职普融通班普融通班

助助学生成功学生成功““切换赛道切换赛道””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徐全
才） 3月 4日，沧州工贸学校职普融通
班正式开班。入学两周以来，数十名
职普融通班新生在学校精心安排下，
很快便适应了职教生活。

作为我市首家试点，沧州工贸学
校职普融通班主要招收沧州区域内不
适应普通高中学习生活的高中一年级
和二年级（第一学期）在籍学生，为
部分文化课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学生
提供了多样化选择机会。学生可以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进行学习，扬长
避短，通过职教高考升入理想的高职
院校。

职普融通班的王君（化名）是从某
普通高中转过来的。之前，由于他对物
理不感兴趣，跟不上教学进度，进而产
生了厌学情绪。后来，得知职普融通班
招生，他避开了不擅长的物理，转而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
内容也由单纯的理论课程转变为理论+
实训，他的学习兴趣大增。

下一步，沧州工贸学校将继续积
极推进沧州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
育深度融合发展，加强课程建设，发
挥专业优势，培养更多有扎实文化基
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校园动态校园动态

沧县鸿臻中学沧县鸿臻中学

急救培训进校园急救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郭云静） 3月 11日，

在沧县鸿臻中学礼堂，几百名学生聚精
会神，目光紧随台上教大家急救知识的
老师，生怕一不留神就错过关键动作。

“以上就是心肺复苏的基本步骤，
大家看清楚了吗？”来自沧县蓝天救援
队的李海蓉为同学们讲解并演示了心肺
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创
伤急救以及常见急症的现场处理。

同学们积极踊跃上台，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参与互动演练和实操。大家
纷纷表示，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
学到了应急救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
且增强了关爱生命的意识，提高了自救
互救的能力。

一起来一起来““找茬找茬””
高 林

午后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洒在
一摞摞整齐的作业本上。我拿起松松的
作业，见字迹潦草，错误连连，与平日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思考过后，我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
处理这件事。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一
件有趣的事情。”上课时，我把松松的
作业展示给大家看，“大家认真观察这
份作业，让我们一起来找茬吧！”

孩子们一听，立刻兴奋起来，纷纷
举手想要参与。我注意到，松松的神情
有些紧张，他低下了头，似乎在等待着
即将到来的批评。

“看到这份作业，你们有什么想说
的吗？”我问道。

“很生气，因为这是对学习的不负
责任。”一个孩子说。

“我觉得这样做太不应该了，我们
应该认真对待每一次作业。”另一个孩
子补充道。

我转向松松，“如果你是这位同
学，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松松抬起头，眼眶有些湿润。他低
声说道：“我知道我做得不好，以后我
会认真对待每一次作业。”

看到他的态度转变，我感到欣慰。
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于是，我接着问道：“那么，你们
有没有鼓励这位同学的话呢？”

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这位同学能
够改正错误，努力做得更好。他们的话
语中充满了真诚和鼓励。

“我相信这位同学能够做得更好，
但不仅仅是下一次，而是每一次。”我
总结道。

课后，我又单独找松松谈话，告诉
他，我相信他有能力做得更好，只要他
愿意付出努力。我鼓励他要有信心，相
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取得进步。

松松听着我的话，眼中闪烁着坚
定的光芒。他告诉我，他会认真对待
每一次作业，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
绩。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我们需
要用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去引导学生，让
他们在爱与鼓励中茁壮成长。同时，我
们也应该充分利用同伴的力量，让每个
孩子都能够在集体的温暖中找到自己的
价值。

（作者系沧州市实验小学教师）

小 小 恶 作 剧
“童心”换“同心”

相比一脸威严、高高在
上的老师，学生更喜欢富有
活力、能与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同频共振”的朋友型师
长。

一次，崔洪玉带学生
去春游。到了植物园，大
家 依 然 压 抑 着 内 心 的 情
绪，排队安静前行。见孩
子们拘谨放不开，崔洪玉
灵 机 一 动 ， 决 定 打 破 僵
局。只见她趁身旁两个同
学不注意，迅速调换了他
们的饼干和牛奶。两个人
发现零食变了，既惊讶又
摸不着头脑。班长张圆圆
看到他俩满脸不可思议的
表情，笑得前仰后合，“老
师和你们开玩笑呢！”得知
原委，周围的同学们也都
笑起来，气氛一下子就活
跃了。拍照时，崔洪玉又
是撩头发，又是叉腰，逗
孩子们开心。渐渐地，学
生们也放松下来，将手搭
在 崔 洪 玉 肩 上 ， 一 路 同
行，有说有笑。她带的一
大包零食也很快被孩子们
一扫而光。

就这样，崔洪玉用她的
“童心”换取了孩子们的
“同心”，师生关系变得更加
亲近融洽。

全班一齐心
落后变先进

崔洪玉曾中途接管过一
个班。在以往的班务检查
中，这个班样样落后，拖了
整个年级的后腿。于是，她
决定从纪律和卫生入手，改
变现状。

对于缺乏自觉性的学生
来说，单纯要求他们上课前
安静下来收效甚微。为此，
崔洪玉明确规定上课前两分
钟由课代表带领全班齐读课
本，上什么课就读什么书，
直到任课老师走进教室。形
式上确定了，做的事情具体
了，学生不再浮躁，学习的
氛围也就有了。

当时班里还是水泥地，
一天不拖地再扫就飞尘满
屋，而且孩子们随地乱扔废
纸，教室很难保持整洁。

“教室里尘土飞扬，你们是
最大的受害者，长此以往一
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另外，
你们每天都衣冠整齐，可脚
下却堆满废纸，这就犹如一
个甜苹果放在了垃圾堆旁，
不会有人在意它甜不甜，只
会在意它干净不干净。”崔
洪玉从学生的利益出发，短
短两句话，却说到了孩子们
心坎上。从此，教室的卫生
从值日生敷衍了事变为人人
自觉自愿去保持，任课老师
都说走进班里非常舒心。

在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
下，这个班后来在班务评比
中不仅摆脱了落后，而且在
纪律方面还被评为“星级班
级”。

养成健全人格
做真实的自己

初中阶段是学生建立独
立人格的萌芽期，老师的正
确引导可以促进孩子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养成健全的
人格。崔洪玉记得有一届班
里有几个活跃分子，课上课
下都很积极，深得老师和同
学的喜爱。班里还有一个女
生，品学兼优，非常自律，
然而她没看到自己的优点，
一心想要变成那几个同学的
样子。有一天，崔洪玉找她
聊天，刚问“最近怎么不开
心了？”没想到，女孩儿竟
然哭了起来，“我知道大家
都喜欢他们那样的人。我学
他们说话、学他们做事，可
我学得太累了。我为什么不
是他们那样的性格呢？”

崔洪玉听后，语重心长
地告诉她，性格没有好坏之
分，大家在一起相处更看重
才华和品德，而且班里同学
都喜欢她，老师也非常看重
她。这些话虽然暂时缓解了
女孩儿苦闷的情绪，但心中
的困顿怎是三言两语就能消
除的？

为此，崔洪玉又私下做
了个小调查，同学们都觉得
她各方面很优秀，是自己学
习的榜样。于是，崔洪玉就
组织开展了一次以榜样为主
题的班会。同学们的一致推
举为女孩儿增添了不少自
信，也让她明白了，做真实
的自己就是最好的。

母亲般关怀
成就孩子未来

有一年教师节，崔洪玉
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信中
写道：“遇见您是我最大的
幸运。是您教会了我爱与责
任……”

来信的是一个生活在单
亲家庭，曾经调皮多动、惹
事不断的男孩儿。崔洪玉没
有放弃，不厌其烦地教导
他。男孩儿缺少母爱，崔洪
玉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除了和风细雨般的教化，也
有恨铁不成钢的抱怨，有时
还唠叨几句，让孩子感到这
就是母亲的常态。崔洪玉隔
三岔五就去他家家访，帮孩
子置备生活用品。只要有时
间，崔洪玉就把男孩儿叫到
家中给他做好吃的，让他感
受家的温暖。发现这个孩子
在写作方面有潜质，崔洪玉
还鼓励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的征文比赛。

她把教师的威严和母
亲的慈爱都给予了这个孩
子，引领他走上了人生正
轨。后来，这个男孩儿考
上了石家庄的一所大学，
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3月12日，河间
英华学校的学生在校
园中开启了一场植被
科普之旅。他们摸树
叶、闻花香，了解植
物的名称和特性，尽
情感受大自然的魅
力。大家还分工协
作，种下一棵棵小树
苗，为校园增添新
绿。 西 叶 摄

“焦虑爸爸”释然了

群里曾有一位“焦虑爸爸”。去年
暑假，面对即将上小学的女儿，他担心
这、担心那，时常辗转反侧，愁得睡不
着觉。

开学前，他到学校参加幼小衔接家
长会。听完兰香的讲解和分析，他久悬
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一些。

得知学校有“青苗心理家教”微信

群后，他第一时间报名。无论是线上讲
座还是线下沙龙，他都积极参加，全神
贯注听课，认认真真做笔记。

在他的每一篇笔记后面，都附有一
幅有趣的漫画：或是一家三口的头像，
或是一个面带笑容的小太阳，还有“追
光而行”的自己。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激励着他不断坚持下去。

原来每天焦虑不已，他自己情绪低
落不说，女儿也因此受连累，在家里连
大气都不敢喘，生怕爸爸发脾气。前不
久，女孩儿的妈妈给兰香发来信息，说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爸爸不仅放下了
焦虑，而且整个人都变温和了。现在，
女儿和爸爸越来越亲密，整个家庭也更
加和谐融洽。

改变从父母开始

小升妈妈也亲身感受到了科学养育
带来的可喜变化。

前一段时间，小升身体不舒服没有
去上学，每天带着药跟妈妈去上班。有
一天回家前，妈妈多次询问小升“药带
着了吗？”小升都肯定地说：“带好了。”

回到家后，妈妈就忙着做饭、洗
衣、收拾家务。直到晚上9点，她才想
起小升该吃药了。可翻遍了儿子的书包
也没看到药。要放在以前，妈妈早就火
冒三丈，得好好数落一顿小升。但这一
次，妈妈想起兰香直播时曾讲过：“温

和比发怒更值得尊敬，也更有力量。”
于是，她把已到嘴边的指责压了下去，
平复情绪后，对小升说：“妈妈去单位
给你拿药。”

药拿回来，平时吃药极其困难的小
升，这次竟然不吵不闹，一口气就把药
喝完了。第二天一大早，爸爸送小升上
学，临走时小升对妈妈说：“妈妈，我
今天上课一定认真听讲。”这本是每天
出门前妈妈都要叮嘱他的，没想到这次
小升主动说出了口。

后来，有一天，小升早晨静悄悄

地起床，为爸爸妈妈做了一盘凉拌黄
瓜。吃早餐时，妈妈夸赞菜好吃，爸
爸一听也跟着表扬起来，小升特别开
心。临出门前，妈妈又鼓励了一句：

“儿子不错，凉拌黄瓜是今天早上最好
吃的开胃菜。”从此，小升每天放学回
来，都会主动到厨房帮妈妈一起准备
晚餐。

在线下心理沙龙分享时，提起孩子
的这些变化，小升妈妈感动地说：“其
实，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爱父母，只
要我们愿意改变，什么时候都不晚。”

线下心理沙龙线下心理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