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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说：“爱是一种伟
大的力量，没有爱便没有教育。”
教师真诚的爱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的营养源，是唤醒、鼓励学生的兴
奋剂，是打开学生心扉的钥匙。教
师不仅应当有爱的情感和爱的行
为，更要有爱的艺术。

用宽容心待学生

宽容是一种智慧、一种美德、
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教育方式。学
生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教
师如果一味训斥、责怪，不仅达不
到教育目的，反而会激化师生矛
盾。以宽容之心对待学生的过错，
不仅维护学生的自尊心，还给了孩
子反思自己行为的时间和改正的余
地。

班里曾有两名学生因篮球场上
的碰撞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差点儿
动手。我没有严厉批评他们，而是
先将两人分开，等他们冷静下来之
后，分别倾听了两人的想法和感

受，了解到他们只是因为当时情绪
激动才产生冲突。我引导他们换位
思考，让他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
解彼此的行为。最终，两名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互相道歉并握手
言和。

给予尊重和信任

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是人的
一种普遍需要。尊重和信任学生也
是教师不可或缺的职业道德品质。

尽管学生在许多方面有待成
熟，但学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教
育对象。他们有较强的自尊心和上
进心，渴望得到教师和家长的尊
重、信任和鼓励。

睿智的爱需要教师真正走进学
生心灵，运用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
科学方法去引导他们。要站在学生
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理解他们的追
求，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走进他
们的心灵。

有个同学基础比较薄弱，平日

在班里也少言寡语，有的同学便歧
视他。有一次，我在课堂上提问，
看到这个孩子举手，便马上叫起了
他，其他同学哄堂大笑。我当场批
评了其他同学，对孩子主动举手回
答问题的做法给予肯定和鼓励，让
他感受到老师的尊重和认可。后
来，我又找了几名优秀的同学帮助
他，他的成绩有了明显进步。

学会赏识

心理学家威廉杰姆士曾说，
人性最深层的需要就是渴望得到
别人的欣赏和赞美。而要让教师
拥有赏识这一法宝，就要激发教
师的爱，让教师出于爱来工作，
而不仅仅把教育当成职业或是谋
生手段。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在教育中
倾注了爱，教师就会用欣赏的眼光
看待孩子，理解孩子的想法和行
为，帮助他们改进不足，鼓励孩子
不断进步，唤醒他们的潜能。

激励与引导

师爱不是溺爱，而是用恰当的
方式激发孩子的内驱力。

与其说“你真聪明”，不如
说：“你刚才用画图的方法解应用
题，很有创意！”这样孩子能明确
知道“好在哪里”。

运动会上，我为不擅长跑步
的同学报名参加跳绳比赛。当他
拿到年级第三名时，全班为他鼓
掌。那一刻，他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自信。

细节关怀

教育无小事，细节处的关怀最
能触动心灵。师爱往往就藏在那些
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中。

冬天晨读时，我发现轩轩的手
冻得通红，便悄悄递上暖手宝；午
休时，为睡着的孩子轻轻盖好外
套。

平时活泼的瑞瑞突然沉默寡
言，课后我找他谈心，才知道他因
父母吵架而害怕。通过和家长沟
通，我及时化解了他的焦虑。

家校共育

家校共育是师爱的延伸。师爱
不应局限于校园，而要通过家校合
作形成教育合力。

面对家长“孩子总玩手机”的
抱怨，我不直接批评，而是分享

“家庭定时阅读”的建议，并定期
反馈孩子在校的进步。

我会在班级群发“今日小惊
喜”照片，比如小雨主动帮同学系
鞋带、茹茹的作文被全班传阅……
让教育充满正向能量。

教师是家校之间的桥梁，爱的
传递更需要双向奔赴。

师爱的表达方式千千万，但核
心始终是以孩子为本——用尊重播
种信任、用耐心静待花开、用智慧
启迪成长。愿我们都能做有温度的
教育者，让孩子在爱的阳光下健康
成长。

谈学论教谈学论教

沧州高沧州高新区第一幼儿园新区第一幼儿园

立夏时节立夏时节
体验趣体验趣味农耕味农耕

“立夏到，万物长”。为了让幼儿感
受节气文化与农耕魅力，近日，沧州高
新区第一幼儿园开展“春耕去 夏耘来”
立夏节气农耕体验活动，150余名幼儿
在趣味实践中探索自然奥秘。

教师通过播放动画故事、观察昆虫
等方式，生动讲解立夏的农耕意义与传
统习俗。幼儿分组参与“除草小卫士”

“间苗小专家”“施肥小能手”等任务。
沧州高新区第一幼儿园将二十四节

气与农耕教育相结合，通过“观察 实
践 探究”模式，让幼儿在播种、养护、
收获中感知自然节律。 瓮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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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沧州市第一幼儿园举办
了“幼儿自主游戏观察与评价”专
题研修。沧州市名校长卢明工作室
和沧州市中小学名师智建琴工作室
的全体成员，以及来自市区和下辖
区县多所幼儿园的 120余名幼教工
作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市第一幼儿园特邀全国先进工
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张春炬莅临指导。她通过沉浸式
诊断、专题研讨等形式，为幼儿园
自主游戏“把脉开方”，助力教师
专业成长，推动区域学前教育高质
量发展。

深入现场 精准分析问题

在小班建构游戏现场，张春炬
看到几名小朋友正在用积木进行搭
建。她缓步上前，轻轻地将旁边没
人用的小汽车和动物模型放在孩子
们身旁。瞬间，原本安静的游戏氛
围被“点燃”，孩子们兴奋地把汽车
驶入围合场域。张春炬见状，什么
都没说，而是蹲下身开始进行搭建。

“我的小汽车能停到你的停车
场吗？”

“当然可以！”
一句简单的问话，她就成为了

孩子的玩伴。不一会儿，车道、停
车场、动物园在她与孩子们的互动
中呈现出来。

她以玩伴的身份走进幼儿的游

戏世界，巧妙地引导游戏情节发
展。她的敏锐观察和适时介入，将
游戏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链
接。回归生活场景的建构游戏，不
仅提升了孩子的建构水平，而且赋
予了建构游戏新的意义。

编织区、种植区、户外音乐
区……张春炬深入室内和户外自主
游戏现场，通过观察、思考、询
问、分析、指导，以敏锐的专业眼
光，针对幼儿游戏材料投放的多样
性、材料与幼儿能力水平的适配
性、儿童视角下的环境创设及有效
师幼互动等方面的问题，与参研教
师展开了深入探讨。

张春炬指出，市第一幼儿园依
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发展水平，投
放了丰富多元、兼具层次性和探索
性的活动材料。孩子们在与材料的
互动中收获了更多学习与成长的机
会。幼儿的游戏与学习充分链接自
然、社会与生活，让孩子在亲身体
验中习得知识与技能，让儿童的学
习看得见。

研讨碰撞 指明提质方向

在随后的研讨中，观摩教师们
热情高涨，纷纷分享感受。

“张春炬老师的专业示范和引
领，让我们立足教育实践，真观
察、真学习、真反思。这次走进市
一幼，我看到孩子们自主游戏的材

料很丰富，而且幼儿园通过利用专
业的社会资源，为小朋友们带来了
多样化的活动和体验，非常值得我
们借鉴和学习。”

“观摩中我与几个小朋友进行
了交流，发现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都很强，感觉市一幼在教育细节方
面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而
且，在班级环境布置上，都是利用
一些废旧材料，让小朋友进行创造
和手工制作，培养了他们的思维和
动手能力。”

“市一幼的公共环境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楼梯下的自然生态观
察角、走廊里的科学观察区、楼道
中的建构区，让我看到了‘把环境
真正还给孩子’这一理念的真正落
地。但是，如何给孩子提供更精准
的观察材料，如何让孩子更便捷地
实践操作，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的问题。”

张春炬围绕“诊断”情况，分
享了很多宝贵经验。她指出，要根
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关注儿童的兴
趣和需求，提供丰富的操作性材
料，为儿童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要让“活教育”思想扎根教育实
践，将幼儿生活场所转变为教育阵
地，积极践行“五公里资源地图”
行动，将自然资源、社区资源、文
化资源转化为生动教材；要深入学
习 《幼儿园保育教育评估指南》，
抓好常态化日常评估，重视过程性

评价；要赋权儿童，让教育真正发
生。

专题讲座 助力教师成长

当天下午，张春炬还以“‘活
教育’视阈下师幼互动策略”为主
题作专题讲座。

她以“螺丝钉掉了之后”这一
案例切入，结合《幼儿园保育教育
评估指南》，直击师幼互动痛点，引
发教师对日常教育细节的深入思考。

讲座中，她生动诠释陈鹤琴先
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
人”的教育思想，详细剖析师幼互

动策略与步骤。“慢下来，关注当
下”“倾听儿童”“向儿童表示尊
重”“从走近儿童到走进儿童”等
实用指南，让各幼儿园的教师们收
获满满“干货”。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沧州市第
一幼儿园将充分发挥沧州市名校长
卢明工作室的作用，持续深化教育
改革，站在儿童视角，回归儿童立
场，倾听儿童声音。从优化材料投
放的“小切口”，撬动教育改革的

“大格局”。让每一处游戏角落都成
为幼儿经验生长的 “肥沃土壤”，
让每一次师幼互动都化作润泽心灵
的“温暖春雨”。

市光明小学市光明小学

““迷彩迷彩””亲子共闯关亲子共闯关

5月 16日，沧州市光明小学第十一
届国防教育文化节之亲子国防体验营火
热开营，200余组家庭身着迷彩服，通
过沉浸式军事体验，厚植家国情怀。

活动以“翻越障碍投球挑战”拉开
帷幕。家长鼓励孩子勇敢翻越障碍，迅
速调整状态，共同瞄准目标，投出手中
的球。一次次投球，不仅是技巧的比
拼，更是亲子间默契与信任的体现。孩
子们专注的眼神、家长们耐心的指导，
构成了活动现场最美的画面。

市光明小学已连续11年开展国防教
育文化节，通过亲子共训模式，将国防
理念融入家庭，让爱国情怀在两代人心
中同频共振。 王 茜

沧州高新区实验学校沧州高新区实验学校

巧手变废为宝巧手变废为宝
非遗传承匠心非遗传承匠心

为弘扬劳动精神，近日，沧州高新
区实验学校组织开展了“劳动最光荣 奋
斗最幸福”主题教育周活动，通过全学
科融合实践，让学生体悟劳动价值。

在“传统工艺体验营”里，学生跟
随非遗传承人学习剪纸、拓印等传统技
艺；“劳动技能大赛”的资源创新环节，
学生将废旧物品变废为宝；家校协作开
展的烹饪、园艺等项目，培养了学生动
手与团队协作能力。

为表彰优秀，沧州高新区实验学校
特别设立了“金勺小厨神”“焕物造梦
师”“绿野守望者”等个人奖项，以激励
全校师生在劳动中增长生活技能，感悟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

焦 蕊 卢晓萌

市第六中学市第六中学

疏散演练疏散演练
提升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为强化师生安全意识，提升应急避
险能力，5月 14日，沧州市第六中学组
织开展了防震避险疏散演练。

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声响起，各班教
师迅速指挥学生“伏地、遮挡、手抓
牢”，躲在课桌下用书包或书本护住头
部。“强震”暂停后，师生按预定路线弯
腰、护头、靠墙，快速有序撤离至操场
开阔区域。楼层引导员和安全员全程保
障通道畅通。到达安全区域后，班主任
及时清点人数并上报。

此次演练采用智能广播模拟真实预
警，规划特殊学生疏散路线并专人协
助。演练后，学校还进行了防震知识普
及和急救技能培训。 李 涛

5 月 16 日，献县第三实验小
学的小记者们怀揣着好奇与期
待，开启了一场以“亲近‘母亲
河’探秘家乡文化”为主题的采
风活动。他们走进园博园、参观
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了解

“三大名楼”，在实践中触摸历

史，在探索中感受家乡文化的独
特魅力。

漫步园博园
园林古韵中探寻文化密码

走进沧州园博园，就如同翻开

了一本立体的历史文化教科书。小
记者们来到沧趣园，大门两侧的石
狮威严矗立，仿佛在诉说着沧州

“狮城”的传奇故事。仿明清式风
格的建筑充满古韵，风雨游廊串联
起各个景观，园内的壁画更是暗藏
玄机，一幅幅画面讲述着沧州的历
史典故，引得小记者驻足凝视，认
真记录。

崇碣园以独特的方式将历史
与自然融合。在这里，小记者们
了解戚继光的英勇事迹，重温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园内的
景观设计精巧，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都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往昔
的故事。一名小记者感慨道：“以
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这些历史知
识，今天亲眼看到与它们相关的
园林景观，感觉历史一下子变得
鲜活起来。”

凤仪园则将《红楼梦》的场景
搬到了现实之中，小桥流水，亭台
楼阁，花木掩映，充满诗意。漫步
其间，小记者们仿佛看到书中人物
在园内吟诗作画、谈笑风生。他们
在这里拍照留念，想象着书中的情

节，感受古典文学与园林艺术碰撞
出的“火花”。

参观非遗馆
光影交织中领略传统技艺

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是此次
采风的又一重要站点。这座位于沧
州园博园内的展馆，是中国大运河
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集中展示地。

步入一楼的“中国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总览”展厅，北京兔儿
爷、天津煎饼果子、沧州铁狮子，
还有泰山皮影、徽州民居……小记
者们被京杭大运河流经城市的代表
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吸引，不时
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最 令 人 兴 奋 的 当 属 三 楼 的
“非遗传奇——大运河非遗数字体
验馆”，一场震撼的灯光秀在此上
演。绚丽的灯光投射在展馆内，
与非遗展品相互辉映，营造出梦
幻般的氛围。通过现代数字技
术，古老的非遗文化在光影交织
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小记者们仿

佛穿越时空，与非遗传承人进行
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深刻领
略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内
涵。

了解“三大名楼”
登高远望间感悟历史沧桑

采风的最后一站，小记者们来
到大运河畔的清风楼、朗吟楼和南
川楼。“三大名楼”古朴典雅，矗
立在运河之滨，见证了沧州的历史
变迁。站在楼下，小记者们仰望着
巍峨的楼阁，心中充满敬畏。

沿着楼梯缓缓而上，每一步
都仿佛在穿越历史的长河。登上
楼阁，凭栏远眺，大运河的壮丽
景色尽收眼底。悠悠河水波光粼
粼，两岸风光如画，千年运河的
磅礴气势让小记者们为之震撼。
他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三大名
楼”的历史典故，了解这些楼阁
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文化内
涵和社会功能，深刻感受家乡历
史的厚重与沧桑。

此次采风之行，献县第三实验
小学的小记者们通过亲眼观察、亲
身体验、亲耳聆听，对家乡文化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纷纷
表示，回到学校后，会将这次难忘
的采风经历和对家乡文化的感悟分
享给更多同学，让大家一起为家乡
感到骄傲和自豪。

名楼脚下寻故事名楼脚下寻故事名楼脚下寻故事 非遗馆里探文化非遗馆里探文化非遗馆里探文化
———献县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运河地标采风纪实献县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运河地标采风纪实献县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运河地标采风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玉洁赵玉洁 摄影摄影 聂聂 影影

同学们漫步南川老街同学们漫步南川老街。。

张春炬张春炬（（右四右四））与老师们观摩户外音乐区活动与老师们观摩户外音乐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