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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 事故

园丁手记

中考加油站

筑牢预防学生溺水安全堤坝
市教育局传达学习两会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讯 6 月 1 日晚，市教育局召

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及市十五届人

大五次会议、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精

神，旨在以两会精神为指南，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

会议指出，全国、全市两会是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关键时期，也是在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召

开的重要会议。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入

学习两会精神，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两会精神

与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精神实

质。同时，会议要求全市教育系统紧

密结合我市教育实际，狠抓重点工作

落实，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推进

公办幼儿园、中小学等项目建设，持

续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回应社会

热点、焦点问题，打好教育脱贫攻坚

收官战 ；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如何打好中高考加时赛？
往年六月，是中高考终场哨声吹响的

时间。今年，中高考延期一个月，六月成为

中高考“加时赛”时段。作为作战队员——

学校、学生、家长，如何齐心协力，打好中

高考“加时赛”呢？

学校

用心一起拼 夺取双胜利

“目前，我们需要迎战两个大考。”我

市金台高中副校长杨笃解释说，第一个大

考是新冠肺炎疫情，第二个大考是高考。

杨笃所说的两个大考，不仅存在于高

中学校，也存在于初中学校。作为中高考

学校，如何迎战两个大考呢？答案是用心

一起拼，夺取双胜利。

迎战疫情防控阻击战，我市不少学

校的师生，特别是校长等领导班子成员，

始终紧绷安全弦。目前，全国疫情防控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国外的疫情

形势却依然严峻。因此，在“内防反弹外

防输入”的防控形势下，无论是高中学

校，还是初中学校，始终对风险保持着高

度警惕，严把校园疫情防控各个关口。同

时，各校坚持采取错峰上下学、就餐，分

时段测体温等措施；通过班队会等形式，

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学生做好个人

防护工作。

迎战中高考，我市不少学校可谓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新建路中学召开

中考誓师大会，用誓师大会的仪式感，提

振全体师生的“精气神”；列电中学组织

了九年级质量分析会，用大数据助力九年

级教师明晰学生的学情、考情 ；宝鸡中学

组织高三教师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举办的 2020 年“学科点精”网络直

播培训，助力教师精研学科重点的复习渗

透与命题特点。

学生

调整好心态 迎战中高考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学习、中高考延

期……面对接二连三的新变化，不少考

生情绪起落较大，成绩也随之起伏不定。

为此，不少教育人提醒考生，“加时赛”比

的就是心态，考生一定要迅速调整好心

态，迎战中高考。那么，考生如何调整好

心态呢？

“回归教材，以不变应万变。”记者

采访的时候，高三教师和初三教师不约

而同地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原因是，无论

是高三学生还是初三学生，越到后期越

容易紧张。紧张的考生找不到方向，便慌

不择路地盲目刷题，或钻入偏题、怪题、

难题的牛角尖，耽误宝贵的备考时间。凤

翔中学物理教师宋文斌提醒考生，高考

试题中有六七成、中考试题中有八成以

上都是紧扣教材知识点的基础题。为此，

考生与其慌不择路，不如回归教材，在夯

实基础知识的同时，寻找自信心，并逐渐

调整好心态。

眉县中学引导学生调整心态的做法

是花式寄语。其中，最受学生喜爱的两则

寄语是这样写的 ：“自律者一飞冲天，偷

懒者一落千丈。只要我们以疫情和灾难

为教材，悟透疫情‘大考’，必胜高考‘小

考’。”“重力、弹力，处处给力；动能、势能，

万事皆能 ；卫星、恒星，满门福星 ；动量、

冲量，前途无量 ；拼一载春秋，搏一生无

悔。”花式寄语的形式很简单，语言也很质

朴，但效果却出奇地好。不信，我们听一听

学生们的说法：“这些话简短却朗朗上口，

听着提气。”“这些话语直击内心，说出了

我们的心声。”

与此同时，我市不少学校选择用主题

班会、心理疏导课结合适当体育活动等形

式，引导学生缓解压力，调整好心态。

家长

消除焦虑感 当好“后勤官”

“孩子住校，害怕孩子吃不好。孩子坐

公交车上下学，害怕

孩子被病毒感染。”“看

着孩子最近直线下降

的模考成绩，我的血压

直线升高。”“我们全家

人在家里不敢大声说

话、不敢看电视，生怕打

扰孩子学习。”……记

者采访家长时，不少学生

家长如是说。

“消除焦虑感，让自

己静下心来。”宝鸡市正

康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王

舟所说，每年中高考季，

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

象 ：考生家长比考生焦虑。今年

的中高考与疫情叠加，让这届

考生家长焦虑得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家长一定要明白，家长是

孩子备考的“后勤官”。“后方”不

稳，“后方”的焦虑必将扰乱“军

心”，导致“作战”效果不佳。为

此，“加时赛”时段，家长该做的

不是盯着孩子上上下下的学习成

绩，也不是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而是应该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如何

静下心呢？很简单，就是家长回归

自己的正常生活，该遛弯遛弯、该

工作工作。

除了消除焦虑感之外，作为“后

勤官”，家长的“加时赛”该如何打

呢？多位教育人的意见是，做好“贴心

管家”“心理医生”“情报部长”。“贴心

管家”就是要照顾好孩子的吃喝睡，保

证考生吃得有营养、睡得有精神。“心理

医生”要关注考生的情绪波动，及时疏

导考生的消极情绪。“情报部长”要通过

网络及时收集有关中高考的信息，例如

中高考新变化、新解读，以及中高考志愿

填报信息等，及时给予考生有针对性的

指导。 

生物 ：

深入研读《课程标准》 全面提升综合能力

《考试大纲》划定了考试的范围、重难

点，是考生备考的重要工具。但有的学校

为了取得好成绩，便考什么、学什么，忽视

《考试大纲》之外的知识。为此，教育部取

消了《考试大纲》。面对没有《考试大纲》的

考试，考生应该如何备考呢？

“适应新变化，认真研读《课程标

准》。”宝鸡市店子街中学生物教师刘保田

如是说。他说，教育部取消了《考试大纲》，

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试难到“没边儿”。考生

可以顺应新变化，研究《课程标准》。考生

在研究中要意识到，《课程标准》是国家颁

布的指导各科教学的纲领性文件，不仅是

教材编写的依据和教学的依据，也是考试

的依据。同时，考生在备考中要以《课程标

准》为方向，了解并关注生物学科的基本

事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等方面的基础知

识 ；了解并关注这些知识在生产、生活和

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关注生活现象、社会热点，了解命题

方向——这是刘保田的建议。近几年的中

考真题给考生展示了一种命题趋势——

紧贴生活现象、社会热点。为此，刘保田

提醒考生，遇到生物学科与生活现象结合

的新题型，不要畏惧。毕竟，万

变不离其宗，新题型考的依旧

是基本的原理、概念。其次，刘

保田建议考生加大新题型的

练习。例如，考生在平日里可

以从生物科学的重难点出发，分析生活现

象、社会问题等，进而提升学科素养，提升

解答新题型的能力和水平。 

“掌握考试技巧，减少不必要的失

误。”刘保田提醒道。他说，不少考生丢分

的原因，不是没有掌握知识，而是不会考

试。为此，他建议考生学一些简单的答题

技巧，提高答题的正确率。例如，遇到一些

比较简单的选择题，考生可以依据熟记的

基本概念直接作答 ；遇到题目复杂的习

题，考生审题时要注意标注试题和选项中

的关键字、词，并直接排除明显错误的选

项 ；遇到综合性题目，考生书写答案时要

注意生物术语、专业名词的规范使用，防

止不必要的失分。

本报讯 近日，市教育局、市

水利局及陕西省宝鸡峡引渭灌溉

管理局宝鸡总站联合发布《关于做

好 2020 年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县区构建家庭、学校、

社会“三位一体”的预防工作责任体

系，筑牢安全堤坝，预防学生溺水。

近期，广西、河南、陕西等地分

别发生多起学生溺水事件。为了提

醒各县区教育部门、各学校举一反

三，盯紧盯细，预防学生溺水事故

发生, 市教育局、市水利局及陕西

省宝鸡峡引渭灌溉管理局宝鸡总

站联合发布了此次《通知》。

《通知》要求各县区教体局、水

利局、宝鸡总站所属各管理站和中

小学校，充分认识预防中小学生溺

水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应对

举措，对预防工作提早安排、全面

部署。其中，各县区教体局和各学

校要通过多途径开展预防溺水安

全教育主题，以多种形式和载体，

宣传预防溺水常识，特别要加强留

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单亲家庭子女等学生群体的安全

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安全意

识。各县区水利部门要加强相关库

区及渠道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并

在重点部位设置防溺水警示标志，

努力从源头上防范学生溺水事故

的发生。同时，各部门要相互配合，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预防工作责任体系，营造全社会

预防学生溺水的浓厚氛围，形成全

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防止安

全事故发生。

本报讯 近日，省委文明办联

合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发布

2020 年“新时代好少年”名单。我市

两名学生入围“新时代好少年”榜

单，两名学生入围“新时代好少年”

提名榜单。

据了解，今年 3 月至 5 月，省

委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

联在全省开展了寻找、学习、宣传、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旨在展示

新时代陕西少年的时代风貌，学习

和弘扬他们的良好品德，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树

立广大未成年人身边的学习榜样。

活动举办以来，老师、家长、学

生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网上推荐

评议活动，超过 14 万未成年人在线

学习本次“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

事迹并为他们点赞。最终，经过网

络推荐、逐级审核、网上学习评议、

专家评审后，我市四名学生脱颖而

出，获得荣誉称号。其中，宝鸡市高

新二小六年级学生孙善若溪、岐山

县城关小学五年级学生朱美希荣

获“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千阳县启

文小学六年级学生马一博、太白县

咀头小学五年级学生王子悦，荣获

“新时代好少年”提名奖。

体育家庭作业不可少
张中田

日前，教育部明确要求各校增
加体育课、课外锻炼和健康教育，
强调为学生布置体育家庭作业。这
就要求教育人必须重视体育家庭
作业，通过合理安排，丰富学生的
体育生活，增强学生体质。 

体育家庭作业其实一直都有。
以往，虽然没有体育家庭作业的说
法，但 学 生 们 在 课 间、课 外，都 会
自由开展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
何尝不是在完成体育家庭作业？
只不过，当时没有给它一个正式的

“作业”名分而已。如今，体育作业
有了“名分”，意味着每个学生必须
提高体育锻炼的意识，每天拿出一
点时间来锻炼身体。久而久之，体
育家庭作业必将引导学生科学合
理分配课外时间，也将有助于解决

“小胖墩”“小豆芽”“小眼镜”等学
生身体素质问题。 

布置作业应有讲究。教师布置
体育作业要动静结合，以动为主。其
中，静态作业应着重体育知识和比
赛观赏，动态作业应着重体育活动
和技能培养 ；体育作业切忌“一刀
切”，可以结合学生的体育特长去布

置，也可以从学生参加校队训练的
项目出发去布置，还可以围绕近期
体育活动内容去布置。在做体育作
业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以单独完成，
也可以和家人一起，还可以和同学
联手，只要有利于提高作业质量和
水平就行。此外，体育作业的“批改”
可以让学生在网上发视频展示，以
便教师及时督促、反馈，进而激励学
生自觉高质量完成好体育作业。

学生完成体育作业要讲究科
学。例如，静态作业完成一般不要
超过 1 小时，也不能把时间放在午
休或晚上 10 点以后，以免影响学
生 睡 眠。动 态 作 业 完 成 时 间 须 有
特殊限制，一是早上刚一起床不宜
锻炼 ；二是饭后半小时内不宜锻
炼，避免引起身体不适 ；三是体力
欠缺、身体不适的时候不要勉强锻
炼，否则会适得其反，给身体造成
损害 ；四是运动时长要适度，要循
序渐进，切不可盲目攀比逞能。

环境越和谐  幼儿越平和
田雯

事例一 ：幼儿园玩传球游戏，

洋洋不小心把小朋友推倒在地。洋

洋妈妈不问青红皂白上前就大声

斥责洋洋，并命令他把皮球还回

去。洋洋妈妈想不到的是，洋洋不

仅没有听从她的命令，反而跟小朋

友打起了架。
事 例 二 ：“ 我 先 看 到 的，应

该我玩。”“秋千是大家的，都能

玩。”……贝贝和慧慧为了自己能

玩秋千，吵了起来。这时一旁的贝

贝妈妈说 ：“既然你们都想玩，那

猜拳来决定顺序好吗？”两个孩子

一致同意，一场风波及时化解。
在幼儿园里，这样的事情还有

很多。在这些事情中，我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 ：环境越和谐，孩子越

少有攻击性。这个有趣现象能给我

们的教育带来什么启示呢？我认

为答案有二。

首先，家长不妨给幼儿营造

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孩子是父

母的一面镜子。如果父母经常争

执、吵闹甚至打架，目睹这些的幼

儿便会模仿着父母的行为，用言

语谩骂、侮辱别人, 用打、踢、咬、

推搡等动作攻击他人。如果父母

和谐相处，孩子也会跟别人友好

相处。为此，我建议家长调整家人

之间的相处模式，给孩子营造一

个温馨的家庭氛围。同时，家长还

应引导幼儿准确表达内心需求并

提升沟通技巧，以避免攻击别人

或者受别人攻击。 

再者，教师要公平对待幼儿，

并及时化解幼儿间的矛盾。教师作

为幼儿的引导者、启蒙者，在对待

幼儿时，一定要公平对待，不可厚

此薄彼，以防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同时，幼儿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后，

教师应该及时关注，并引导幼儿相

互道歉、相互理解，及时化解幼儿

间的矛盾。此外，教师要携手家长，

引导幼儿了解他人的意图，学会正

确评价他人的行为与态度，从而帮

助幼儿提高认知，进而避免攻击性

行为。 
（作者系金台区金利苑幼儿园教师）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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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的学生

刘保田

三部门发通知要求构建“三位一体”预防工作责任体系——

我省发布 2020 年“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我市四名学生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