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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
宝鸡日报社  宝鸡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规矩课
学规矩不做熊孩子

财商课
压岁钱助力财商教育

新东方有望入驻我市
本报讯 近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副总裁，西安新东方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姚振华

一行 8 人，来我市考察投资办学相关事宜。这意味着

“新东方”有望入驻我市。

近年来，为积极贯彻落实全市教育大会精神、拓

展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全市的教育教学质量，宝鸡市

教育局紧盯全国优质教育资源，采取“招商引资、联合

办学、合作交流”等形式，主动出击，积极作为，旨在为

宝鸡“四城”建设贡献教育力量。日前，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赶赴新东方北京总部，积极与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洽谈、对接，达

成了初步意向。1 月 14 日，新东方一行 8 人组成考察

团，通过实地走访、查看资料等形式，在我市进行了详

细考察。考察当天，考察团还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就教育质量提升、教育公益事业、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等方面达成了共识，标志着新东方在我市投资办学等

相关工作实质性启动。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教育

培训、教育产品研发、教育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

性教育科技集团，2006 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新东方积极发掘和培养具有现代化思想

和全球眼光的人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连续八年获

得中国品牌力指数排名培训服务行业第一名，上榜

“2019 全球最有价值商业服务品牌 50 强”，入选“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品牌”和“2019 中国品牌强国

盛典榜样 100”。

重温经典曲目
喜迎新年到来 

本报讯 近日，“重温经典、致敬祖国”2020 年新年

合唱音乐会在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举行，3000 名师生重

温经典曲目，感悟中华传统文化，喜迎新年的到来。 

此次音乐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电视连

续剧《红楼梦》组曲，第二部分是经典合唱曲目。音乐

会一开场，一首《红楼序曲》便惊艳了所有人。《红楼序

曲》音乐声刚落，在众多乐器的伴奏中，《红楼梦》组曲

便依次展现出经典曲目的魅力。其中，《红豆曲》唱出

新旧愁思缠绵，《晴雯歌》咏叹公子薄情、女儿薄命，

《葬花吟》凄美凝涩，《枉凝眉》郁郁缠绵。紧接着，《早

安宝鸡》《贝加尔湖》等或悠扬婉转、或气势豪迈、或充

满激情的经典合唱曲目将整场晚会推向了高潮。

此次音乐会由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宝鸡市教育局

联合举办，旨在用重温经典曲目的方式，感悟中华传

统文化，喜迎新年，并讴歌宝鸡教育人的使命担当和

奋进精神。

模拟超市的改革
模拟收银员结账和顾客购物……前段时间，我们

幼儿园仿照真实超市，在教室公共区域设置了一个模
拟超市，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几个小朋友一窝
蜂似的冲到“货架”旁，见了东西就往篮子里捡。没几
分钟，四位小朋友的篮子就装满了。随后，他们有说有
笑地走向“收银台”。“结账”时，“小顾客”拿出自己手
里的模拟货币，不知道该给多少 ；“收银员”自己也不
知道该收多少。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给钱”、“收钱”
的样子了事。

这可不行，孩子们虽然进了“超市”，可对“商品”
没有选择，没有达到学习超市购物的效果 ；孩子们挤
在一起，看到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没有主见。

经过思考，我对“超市”进行了“改革”。首先，我将
“超市”里原本随意摆放的物品，分成了生活用品、学
习用品、瓜果蔬菜等大类。其次，我给每个“货物”标上
了 1 角、2 角等价格。最后，我还重新印制了简单的模
拟货币，面额都是 1 角。同时，规定扮演“顾客”的孩子
每次只能领 10 张模拟“货币”。

效果怎么样呢？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孩子们进入
“超市”后不再啥都往篮子里塞，也不再别人拿什么自
己跟着拿什么。他们在货柜前徘徊、思索，有时候拿起
放下，放下又拿起。扮演“顾客”的孩子不但要计算自
己手里的钱够不够，还要操心“收银员”该收自己多少
钱。门口“收银台”前，“收银员”不但要一件件地扫码，
还要准确地计算应该收多少钱。现在，孩子们在玩的
过程中，不但有了较真实的超市购物体验，也学会了
自己动脑筋做出选择和取舍。  

从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作为老师，组织“区角活
动”时一定要认真观察，深入思考，努力挖掘游戏所蕴
含的最大价值，不断更新和完善游戏，这样不但能给
游戏保鲜，激发孩子们参与游戏的积极性，更能有效
培养其多方面的能力。

（作者系凤翔县南指挥镇中心幼儿园教师）

我的教育 事故

寒假，孩子该补哪些课？

阅读课
游戏式阅读让读书更有趣

“我小时候没钱买书，想阅读

只有读课本。如今，家里的书堆成

了山，但我姑娘却对阅读没有兴

趣……”提起阅读，学生家长张建平

痛心地说道。张建平所言并非个例。

如今，不少孩子除了

课本之外，读的书越

来越少。那么，如何利

用寒假给孩子们补阅

读之课呢？

“我们家的做法

是把书籍作为新年

礼物送给孩子，让孩

子在新年接受礼物

的仪式感中，爱上阅

读。”宝文理附小学

生家长赵丽这样说，别人家大年

三十晚上发红包，我们家除了红包

之外，还会给孩子准备一本精心挑

选的书籍。如今，这一传统已经坚

持了五六年。五六年的坚持，让阅

读成了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我家孩

子在市图书馆的借阅量已经超过

1000 册了。

“阅读存折”是高新一小学生

高行激励自己不断阅读的新方式。

高行的父亲高山说，这个法子取

自银行存折。银行存折记录的是

存入、转出的消费记录，他便想到

了制作“阅读存折”。记者在高山

展示的“阅读存折”中看到，里面

不仅记录着借阅书目、借阅时间，

还记录着一串数字。“这些数字是

阅读书目和阅读时间抵的积分。

这些积分可以换玩具和游戏时

间……”高山解释道。“阅读存折”

听着不错，效果怎么样呢？高行

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阅读

存折”让阅读变得趣味十足，我现

在越来越喜欢阅读了。

“在引导孩子爱上阅读的同

时，家长还可以引导孩子向阅读深

处进发。”这是宝鸡一中学生家长

李政龙的意见。他说，近年来，许多

学校通过图书吧、图书漂流游戏、

名人进校园等方式，让阅读的种子

在学生心中扎根。但平日里，学习

任务重，时间紧，孩子读书时间有

限。寒假期间，家长不妨通过引导

孩子精读中外名著的方式，拓宽孩

子阅读的深度 ；通过图书馆、书店、

读书群等渠道，拓宽孩子阅读的广

度，进而让孩子向阅读深处进发。 

临近放假，我市高新区水

木清华幼儿园做了一个测试：

一群志愿者充当“人贩子”，拿

着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零食

等诱骗小朋友上他们的面包

车。测试结果让所有人吓了一

跳，在模拟场景下，全园幼儿

近乎一大半上了“人贩子”的

面包车。这个测试提醒我们，

假期须及时给孩子补一补安

全教育课。

补安全教育课，自然得清

楚孩子的“安全”知识盲点，市

教育局根据往年的寒假安全

事件统计数据，在《关于做好

中小学幼儿园寒假安全教育

工作的通知》中给出了参考答

案——交通事故、烟花爆竹炸

伤、暖气烫伤、食物中毒、滑倒

摔伤……

“参考答案”的作用是什

么？金台区十里铺中学教师李

晓辉说：“有了这些‘参考答

案’，家长不用再为寒假安全

教育课的内容发愁，可以根据

‘参考答案’直接给出针对性

方案，让安全教育事半功倍。”

例如，针对烟花爆竹炸伤问

题，家长可以通过与孩子一起

观看禁燃科教片等方式，引导

孩子远离烟花爆竹。针对食物

中毒问题，家长可以引导孩子

不吃过期食品、三无食品，不吃

陌生人给的食物……

以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

题为例，以“参考答案”为大

纲，考一考学生的安全知识掌

握情况。这是太白县黄凤山小

学教师李祥生的意见。他说，

安全是每一所学校的头等大

事。因此，校园里，上至校长，

下至教师，时时刻刻都在渗透

安全知识。不过，学校的安全

知识多是理论知识，家长不妨

借着孩子放寒假的良机，考一

考孩子。例如，春节期间，街

道上、公路上车多、人多。走

到路口，家长可以故意闯红

灯，看孩子的反应。如果孩子

跟着家长闯红灯，那家长就应

从最基础的红灯停、绿灯行给

孩子普及安全常识 ；如果孩

子阻止家长闯红灯，那家长在

替孩子开心的同时，可以再考

一考其他内容，查缺补漏，引

导孩子过一个文明、祥和、安

全的假期。

 英语、数学、语文……寒假期间，有不少孩子在各个补习班补课。殊不知，这种在

假期给孩子报各种文化课补习班的方式，违背教育规律，无助于孩子成绩的提高，反

而会抑制孩子学习的热情。请看——

安全课
了解知识盲点  助阵实战练兵

不经允许，拿着别人的口红“涂

鸦”；拜年的时候，大力敲门；吃饭的

时候，独占可口饭菜，不许其他人动

筷子……春节期间，在小孩子身上，

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些例子

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有一个共同的

主题——孩子不懂规矩。春节期间，

家长不妨借着年俗

仪式给孩子们补一

补规矩课。

教 孩 子 西 府

民谚是渭滨区广元

路幼儿园幼儿家

长张宏的做法。“小

孩儿小孩儿你别

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二十三，祭

灶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

腐……”张宏说，西府民谚跟歌谣一

样，简单好学。更重要的是，西府民谚

中有不少易学、易用的“老规矩”。例

如，“三十晚上坐一宿，正月初一去作

揖。”说的是，除夕之夜守岁迎新，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看春晚，

聊聊过去的一年，想想未来的一年，

让春节变得更融洽、更温暖；正月初

一去拜年要讲礼貌……

“过年要讲究仪式感”，这是宝

鸡幼儿园教师邢彩娥的意见。她说，

全家人吃饭，长辈没动筷子，晚辈不

得动筷子；吃饭的时候，不能用筷

子敲碗盘，吃饭不能吧唧嘴等，这都

是老规矩。如今，不少人认为这是

“穷讲究”，便简化了不少老规矩。殊

不知，这些老规矩印刻着我们的传

统文化的精髓，是孩子学习做人的

范本。没有了这些“穷讲究”的约束，

孩子往往会变成不受人欢迎的“熊

孩子”。为此，邢彩娥建议家长在春

节期间重拾这些“穷讲究”。走亲戚

是春节里的重头戏，从正月初二起，

一直要到正月底。走亲戚的顺序、着

装等也有一套完整的规矩，家长不

妨从重拾走亲戚的老规矩开始，引

导孩子学规矩。

在仪式教育的基础上，深挖仪

式背后的文化内涵，这是金台区东仁

堡小学校长崔婷的建议。崔婷说，仪

式教育只是表，仪式背后的文化内涵

才是值得孩子深学的核心。因此，春

节期间，家长不妨放下手机、应酬等，

跟孩子一起动手，通过剪纸、扎花灯

等，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趣味和内

涵；其次，我市不少地方组织了春节

特色活动，家长不妨带着孩子参与其

中，通过特色活动让孩子了解更多民

间故事、传统民俗礼仪，在潜移默化

中让孩子学规矩。

发压岁钱是春节习俗之一。

小小的红包传递了祝福，也为节日

增添了趣味和喜庆色彩。如今，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数额

也水涨船高。孩子收到高额的压岁

钱，如果家长引导不好，轻则让孩

子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

重则会让孩子走向人生歧途。那

么，如何防止压岁钱“好心办坏事”

呢？答案是，巧用压岁钱，让压岁

钱成为孩子财商教育的最佳生活

载体。

“三五十元显得‘小气’，上百

元才是‘行情’，有的人甚至一出手

就给上千元呢。”家住凤翔的张丰

这样说起了压岁钱直线走高的新

行情。记者在宝鸡中学、三迪小学

等多所学校的采访中也了解到，如

今大多数孩子春节期间收到的压

岁钱都在 1000 元至 5000 元之间 ；

而少数孩子，由于家庭条件较好及

多方面的原因，每年的压岁钱甚至

能收到几万元。

“简单粗暴地没收不可取”，这

是高新一小教师王菲的观点。她说，

如今孩子的自我意识特别强，家长

没收孩子压岁钱的方式，简单粗暴，

会引发学生的强烈不满，进而让孩

子对金钱产生错误的观念。为此，她

建议家长让孩子参与压岁钱的使用

与保管工作。例如，家长

可以让孩子决定，压岁钱

是用于征订报纸杂志，还

是支付全家旅行费用，或

是购买学习用具，或是参

与爱心捐赠。在参与过程

中，孩子不仅会受到正确

的财商教育，还可增强其

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某银行宝鸡支行营业部理财

经理杨峰静也给出了意见。她建议

家长把压岁钱分成两份，一份由家

长保管，一份由孩子保管。孩子保

管的条件是，必须在“账本”上记录

自己的花销。记账不仅有助于孩子

了解自己的支出和节余，还有助于

防止孩子乱花钱。另外，家长还可

以引导孩子进行简单的投资，例如

把压岁钱作为成长基金，引导孩子

学习简单的存款知识 ；用压岁钱

购买投资型保险、稳健型基金等，

引导孩子学习简单的理财知识。

本版插画：陈亮

刘琴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唐晓妮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