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周刊教育周刊
宝鸡日报社  宝鸡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责任编辑
符雅琦  兰莹莹  谢莉

2024 年 12 月16 日
星期一

5版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唐晓妮采写）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优秀教师事迹你我讲

听周风秦韵  看“何以中国”
宝鸡中学学生赴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展研学活动

本报讯 “出发，听周风秦

韵、看‘何以中国’……”近日，

在宝鸡中学开展的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研学活动启动仪式

上，宝鸡中学校长刘长虎为出

征队伍授旗并宣布出发令。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中

国第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青

铜文化专题博物馆。这里有

“何以中国”的答案，有周秦

王朝的记忆。为帮助学生充分

领略璀璨厚重的周秦文明，体

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不断

增进家乡自豪感和民族自信

心，宝鸡中学特举办了此次

活动。在活动中，宝鸡中学历

史方向的高二学生和相关学

科教师，从宝鸡中学出发，步

行 3 公里左右，来到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步入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学生们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依次走进“青铜之乡”“周

礼之邦”“帝国之路”“智慧之

光”等展厅，近距离参观了秦

公镈、逨盘、何尊等“国家宝

藏”。学生们静心观摩，或拍

照保留资料，或拿出笔记本记

录，或虚心向讲解员求教，学

习氛围浓厚（见右图）。“学到

了课本上没有的奇妙知识，

我们的历史课在这里‘活’

了起来。”“一件件国宝重器

如一部部青铜史书，记录着

泱泱中华灿烂辉煌的文明密

码。”“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

于风云变幻的西周，直接在与

先祖对话。”几名学生欣喜地

分享道。

宝鸡中学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学生深

入学习了周秦知识和青铜文

化，构建了全面、立体的知识

思维体系，还让学生们坚定了

文化自信，增强了家乡自豪感

和奋发上进之心。他们将把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研学活动打

造成为宝鸡中学的特色德育

品牌，以培养兴趣爱好和家国

情怀为抓手，探索德育新模

式、搭建德育新平台，助力学

生成长成才。 

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举办“乐活小集市”活动

本报讯 “走过路过，千万

不要错过，精美玩具大甩卖

啦。”“八成新的洋娃娃，买一

送一，大酬宾。”……近日，渭

滨区经二路小学的“乐活小集

市”火热开市（见上图），学生

们化身“小商贩”，卖力地推

介着自己的“商品”。

在“小集市”上，学生们

七八人一组，布置起了专属摊

位。一个个摊位连接在一起，

占满了经二路小学西校区的

操场。走近一看，小小的摊位

上，摆满了玩具、书籍、手工艺

品等。不少摊位的“小商贩”为

了吸引更多“顾客”的青睐，

纷纷亮出招揽客人的绝活 ：

有的给自己的摊位定制个性

名牌，如解忧杂货铺、欢乐

谷、开心淘 ；有的大声吆喝，

“心动不如行动”“快来看，快

来买”；有的则直接让利，给

出买一件赠送小礼品、买两件

打八折等优惠条件……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的营销方式，

吸引了大量师生驻足挑选、购

买或交换物品。

经二路小学负责人介绍

说，此次活动是一次综合性实

践活动，既锻炼学生的人际交

往能力，也检验学生的美术设

计、数学运算、团结协作等能

力；同时，还倡导学生将家里

的闲置物品与同学等价交换，

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珍惜物品

等好习惯。未来，他们将继续

开展更多综合实践类活动，引

导学生运用各门学科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使学科知识在综

合实践中得到延伸、提升，让

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全方

位锻炼、成长。

凤县双石铺小学

师 生 田 间 拔 萝 卜
本报讯 “嗨哟嗨哟拔萝

卜，嗨哟嗨哟拔不动……”近

日，凤县双石铺小学的劳动基

地里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师

生们正在一边唱儿歌，一边集

体拔萝卜。把课堂搬到田地

里，这是该小学劳动实践课堂

教育的生动一幕。

步入双石铺小学的劳

动基地，一大片绿油油的萝

卜缨在阳光照射下格外显

眼。“ 拔 萝 卜 大 赛，现 在 开

始……”老师一声令下，早已

摩拳擦掌的学生纷纷钻进萝

卜地，兴奋地投入了拔萝卜

活动中。学生们分工协作，有

的负责拔萝卜，有的负责清

理萝卜上的泥土，有的则负

责搬运，忙得不亦乐乎。其

中，拔萝卜组的学生一边拔，

一边总结经验。他们发现，圆

萝卜入地浅，容易拔 ；长萝卜

入地深，很难拔。不过，即使

遇到再难拔的萝卜，他们也

有招儿 ：抓住萝卜上所有叶

子，左右摇晃几下，就能轻松

地拔出萝卜。

双石铺小学负责人介

绍，这些萝卜是学生自己种

的，也是他们亲自管护、收

获，学生参与了萝卜从耕种

到收获的全过程。这种体验

比课堂更直观、更深刻，不

仅能让学生体验到劳动的乐

趣，也能激发学生对劳动的

尊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珍惜。

今后他们将以校园劳动基地

为平台，开发系列课程，推动

劳动教育常态化、可视化，让

校园劳动教育基地成为学生

成长的乐园。

痴情职教写春秋
——记眉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师严飞

“有人觉得中职没前

途，我却觉得中职正在迎

来发展的‘春天’。”12 月

12 日，说起当初选择职业

教育的缘由，眉县职教中

心教师严飞如是说。

2010 年 5 月，严飞舍

弃大城市的工作，成为家

乡的一名中职教师。“每周

一到周五，从早上六点半

到晚上十点多，全天候围

着学生转。”严飞回忆日常

生活说，早上六点半，眼睛

困得睁不开，他就硬逼着

自己起床，再叫学生起床 ；

晚上十点多，他还要看着

学生上床睡觉后，才回去

休息。

每天连轴转的严飞既

当“爸爸”，又当“妈妈”。

严飞解释说，中职生脑子

活、情商高，但中考的失利

让他们自卑、敏感。为此，

严飞便通过每天的嘘寒问

暖，让学生意识到 ：一次

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失

败，眼下最要紧的是重拾

自信心，努力学习知识和

技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同

时，严飞还要从最基本的

礼仪教起，教导学生团结

同学、感恩师长，改掉往日

的坏习惯。

父母之爱子女，必为

其计长远。师者，亦然。如

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效率？理论课上，严

飞将每门课程的教学重难

点分解为学生一听就懂、

一学就会的小知识点，让

学生用最短的时间，吸收

最多的理论知识。实训课

上，严飞不仅要求每位学

生必须上手操作，还通过

制作实操评分表、增加案

例演示等方式，不断提高

学生的实操兴趣和实操能

力。此外，严飞还利用寒

暑假到企业学习最前沿的

行业新知识、新技术，让

自己的课堂与行业和市场

接轨。

中职学校技能竞赛是

检验中职教育教学质量的

试金石。严飞的教学成绩

怎么样？一组中职学校

技能竞赛数据便是明证 ：

截至目前，他指导的学生

累计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3 个和省级一

等 奖 13 个。其 中，2016

年他指导的学生在汽车空

调维修项目中，斩获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

奖，实现了全省该赛项零

的突破 ；2022 年，他指导

的学生在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赛项目中，斩获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

奖，实现了该赛项获奖等

次的新突破。

《汽车构造》《汽车修

理技能训练》……14 年来，

严飞一直承担着汽车专业

的教学重任。他常说 ：“作

为一名中职教师，没有值

得炫耀的资本，但我相信，

只要默默耕耘、永不言弃，

这片葱茏的土地，一定能

开出馥郁芬芳的花朵。”

第七届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结果出炉

宝鸡市特教学校斩获特等奖
本报讯 近日，从第七届

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

开赛上传来喜讯，宝鸡市特

殊教育学校斩获听力组特

等奖。

排舞，简言之就是排成

一排排跳的舞蹈，形式多样，

有助于特需学生提高自信

心，增强合作意识和集体荣

誉，深受特需学生喜爱。为了

给特需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

我的舞台，助力他们更有尊

严地融入社会，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江苏

省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等联合

举办了此次大赛。大赛设智

力组、听力组、融合组和特教

教师组 4 大组别，吸引了来

自全国的 39 所特教学校积

极参与。大赛中，宝鸡市特殊

教育学校排舞队的 19 名师

生化着精致的妆容、身着靓

丽的舞蹈服，为观众表演了

规定项目《看见》。现场，在

手语老师的指引下，学生们

用眼睛感受音乐的律动，用

一次次跃起、旋转及默契配

合，展示了扎实的舞蹈基本

功，用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

行云流水的动作衔接，将他

们对美好世界的炽热渴望与

对生活的深邃理解完美呈现

（见左图）。表演结束，观众纷

纷起立鼓掌，掌声久久不息。

最终，19 名师生凭借卓越

的现场表现，一举斩获听力

组特等奖。

“这是我们学校首次参

加这项赛事。”宝鸡市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蒋志瑛说，特需

学生在参与此次大赛的过程

中，突破身体限制，克服自

卑、迷茫等心理问题，勇敢

地在聚光灯下用舞蹈表达自

己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们独

特的魅力和坚强的意志。她

表示，学校将继续鼓励更多

特需学生走出自己的封闭世

界，勇敢地展示自己，更加积

极主动地融入社会。

“教育是我一生最热爱的事业”
——记岐山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师秦晓梅

“ 眼 见 并 不 一 定 为

实……”12 月 11 日，在岐

山县第一初级中学的数学课

上，秦晓梅巧用“颜回偷食”

的典故，引导学生理解数学

证明的必然性。

“秦老师的课旁征博

引，趣味十足。”“秦老师教

给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更是

方法。”……几名年轻教师

骄傲地向记者介绍着秦晓

梅。年轻教师们羡慕、敬仰

的优秀教师秦晓梅，是如何

练成的？

学无止境，行以致远，

学习永远是人生的必修课。

从 1988 年至今，秦晓梅已

在讲台上奋战了 36 年。36

年里，无论多忙，秦晓梅总

要挤出时间学习。她一遍遍

学习课标，把握教育新方

向；她积极参加省市县教育

部门组织的研修学习活动，

开阔自己的视野和思维。同

时，她在教学中积极探索大

单元教学方式，不断创新教

学方法；注重创设丰富有趣

的教学情境，点燃学生的学

习兴趣；因材施教，分层布

置作业，让能走的孩子走得

更远、能跑的孩子跑得更快、

能飞的孩子飞得更高。此外，

她注重教学反思与学术论文

的撰写及研究。目前，她出版

教育教学专著 1本，发表论

文10余篇，主持省市级课题

10多项。她的学习成果在学

生身上得到了回报。多年来，

她所带班级的学生学习成绩

稳居全校前列。

师爱无疆，润物无声。

秦晓梅深知，爱是教育的基

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

过，她对学生的爱不是挂在

嘴边，而是体现在行动中。

学生小王家境贫寒，学习

努力，秦晓梅变着法儿将需

要的学习用品奖励给小王，

让小王心里暖暖的。学生小

赵身体不适，秦晓梅及时将

小赵送到医院就诊，并垫

付了医药费。学生小阳、小

瑶、小刘的入学成绩均只有

二三十分，秦晓梅便义务给

他们“开小灶”，答疑解惑。

在最近一次模拟考中，小阳

的数学成绩达 106 分，名列

全班第二；小瑶和小刘的成

绩也分别达到了 92 分、80

分……类似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秦晓梅的爱让学生

感受到了被尊重、被呵护。

于是，他们与秦晓梅成了无

话不谈的好朋友。平日里，

秦晓梅的课堂，他们纷纷竖

起耳朵，仔细听讲；秦晓梅

的教导，他们也总是牢记心

间、落实在行动中。

回首36年的教育生涯，

秦晓梅写下这样一段话：

“教育是我一生最热爱的事

业。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

山；向前看，长途漫漫亦灿

灿。面对未来，我将用爱和

智慧点亮孩子们心中的梦

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