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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蒋官屯中学
42名学生受爱心资助

本报讯（记者 张英东）“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3月11日，开发区
蒋官屯中学学生高玲（化名），在接过爱心人士捐
赠的1000元助学金后激动地说。

高玲家境不好，但勤奋懂事、刻苦上进，升入
中学后，做事认真负责，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与
高玲一同接到助学金的，还有刘萌（化名），刘萌
成绩优异，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并且热爱运动，
曾代表学校参加开发区举办的运动会，是一名受
老师和同学们认可、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是由蒋官屯纪检监察
党支部、聊城顺德集团党支部联合发起的。”蒋官
屯中学校长裴希乾表示，除了高玲、刘萌两位贫
困学生外，该校还有4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接受了
每人300元的激励性资助。

东昌府区红旗小学
春季兴趣小组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闵红）3月10日，东昌府区
红旗小学2022年春季兴趣小组开班。

在充分了解学生兴趣、特长的基础上，本学
期，该校共组建了 34 个兴趣小组，内容涵盖益
智、体育、美术、音乐、传统文化等类别，学生在每
周四下午参加自主选择的兴趣小组活动。为了
保证兴趣小组课程的顺利开展，红旗小学安排专
业教师担任指导老师，并配备专门的场地和器
材。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开设了旱地冰壶兴趣小
组，学生可以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本报讯（通讯员 梁婷）3月14日，东昌府区
育红小学举办“数学好玩，玩好数学”特色活动，
在全校掀起爱数学、学数学、用数学的热潮。

本次活动由全校师生共同参与，每个年级各
具特色。一年级主题为“数字之美”，学生以绘画
的方式把0至9这10个数字变成一幅幅生动的数
学画。二年级主题为“七巧板拼摆”，学生借助

“七巧板”，拼摆出各种图案。三年级主题为“趣
味口算接力赛”，学生在游戏中体验数学的乐
趣。四年级主题为“长廊猜灯谜”，学生通过猜灯
谜游戏，了解数学文化知识。五年级主题为“黑
白棋大赛”，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六年级主
题为“扑克牌24点游戏”，锻炼学生心算能力和
反应能力。

此次活动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拓宽
了学生的视野，同时，也营造了活泼向上的校园
文化氛围，让每个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成功，获得
成长。

东昌府区郁光小学
首届数学节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通讯员 侯井娥）每年的3月14日是
国际数学节，也是国际圆周率日。3月14日，郁
光小学启动了该校首届“国际数学节”活动，弘扬
数学文化，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师生的数学素养。

该项活动分为开幕式、学生展示和师生活动
总结三个环节。其中，开幕式环节由数学教师以
及部分学生于 3 月 14 日下午 1 时 59 分准时开
始。学生展示环节按照年级分为数、玩、创、做、
画、背 6 个主题，分别为数数我最棒、玩转九宫
格、最美数学签、趣味数学题、思维数学报、最炫
圆周率“π”。

该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数学活动，为学生
提供一个了解数学、走进数学、获取数学知识背
后故事的舞台，让学生发现了数学的乐趣与奥
妙，在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数学学习氛围。

本报记者 刘敏

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无比重
视。但面对孩子厌学、沉迷网络等问
题时，父母往往束手无策。很多父母
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沟通，最后，只好
默默地选择了放弃。而出现这种情
况，是因为大多数父母缺乏专业知
识，不会与孩子沟通，教育方法不科
学。

冠县教体局家庭教育研究指导
中心主任陈洁，接触过很多心理辅导
案例，也见过太多失败的家庭教育
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让她印象深
刻。

林林（化名）是一名初中生，因为
学习压力大，不愿去上学。在家待了
一两个月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找到了
陈洁。

“孩子不出屋门，自己蜷缩在被
窝里哪儿也不去，孩子的妈妈一度以
为他患上了抑郁症。”交流过后，陈洁
发现孩子不愿意出门，是不想面对亲
友和周围的邻居。

林林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
虽然对他很好，但是并不能与他进行
有效地沟通。面对母亲的说教，林林
越来越烦。亲友、老师和同学的探
视，对他来说则又成了另外一种压
力。陈洁发现，林林其实是一个特别
善良的孩子，也很懂事。在层层压力

之下，他觉得还是躲在被窝里比较舒
服。

陈洁指出，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很多情况下，外界给他的那种良
好的评价，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压
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孩子小时
候，没有充分培养他的自信心。“在内
心里，他对自己的内在的自我认同感
太低。”陈洁说。经过两次心理疏导
后，林林不想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小蔡（化名）是一名小学生，特别
容易暴躁，还爱哭，父母没有办法只
好找到心理专家求教。

在沟通的过程中，陈洁发现，小
蔡特别有创造力，一个简单的玩具到
他手中，他可以玩出很多花样。之所
以出现极端情绪的表现，陈洁发现是
与一次考试有关。

有一次，小蔡的考试成绩不错，
但老师对他成绩的真实性提出了质
疑。不被老师信任的小蔡在向母亲
哭诉时，母亲也没有给予他关注与信
任。此后，小蔡开始恨所有老师，也
与父母作对。后来，小蔡发现，玩手
机是他可以“惩罚”父母和老师的一
种手段，所以便迷恋上玩手机，甚至
曾经离家出走。

在这一案例中，陈洁认为最根本
的原因是，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有问
题。家长只关注成绩，对孩子缺少认
可与信任。“其实，这个孩子身上有很

多优秀的品质，洗衣做饭、给爷爷奶
奶端洗脚水，什么活都干。”陈洁说，
但是孩子做的这些，从未得到过父母
的表扬。

认识到问题所在，在陈洁的帮助
下，孩子的家长首先做出了一些改
变。家长变了，孩子也慢慢变得越来
越好。

陈洁指出，孩子身上的问题，往
往是父母教育的投射。家庭教育，是
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
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
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
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
影响。

陈洁坦言，《中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实施，是一种教育回归，为的是
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并承
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要想成为合
格的父母，很多家长需要补上科学育
儿这一课。

本报记者 刘敏

《中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我国首
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为保障
其完美落地，在今年寒假期间，冠县教
体局为 500 多人开展了一期为期 5 天
的家庭教育指导员培训。

“参加培训的500多人中，有老师、
妇联主席和‘五老’志愿者。”3 月 10
日，冠县教体局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
心主任陈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
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建立起
一支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员队伍。

“我们专业的讲师团，针对家庭教
育最核心的内容，开展了家庭教育指

导员的培训。”陈洁介绍说，参加这次
家庭教育指导员培训的学员，有110名
妇联工作人员，8名“五老”志愿者，其
余则全部为教师。

虽然是线上培训，但对学员的要
求很严格。培训期间，所有学员当晚
12点之前要上交学习笔记。“在线上学
习考试中，很多学员都拿到了满分。”
陈洁说，今年，他们还将安排合适的时
间对学员进行线下的体验课程的培
训。

按照《中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
求，各地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体系。“为了建立这一服务体
系，我们需要先进行人员的培育。”陈

洁表示，参加本次培训的教师，覆盖了
辖区内所有学校和幼儿园。“家校矛
盾、师生矛盾、孩子身心的受损，不是
一方面原因造成的。”陈洁直言，家庭
教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家庭教育
的学习不仅是家长的需要，也是教师
的责任。参与家庭教育培训的教师
中，大部分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教师，
一个是家长。他们同其他学员一样，
按自己孩子的年级进行分班学习。通
过此举，家庭教育中心也给家长们传
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为了孩子更好地
成长，教师和家长需要共同努力。

在线上家庭教育日常化学习稳
步推进的基础上，冠县教体局还制定
了家庭教育指导员培养计划和激励政
策，今后三年内，每年将择优培训500
名家庭教育指导员。同时，冠县教体
局实施“双龙三进”计划，定期举办教
师沙龙和家长沙龙，进学校、进企业、
进社区，组织体验活动、案例研讨、主
题讲座等，线上线下学习相互推动，自
我成长和社会服务相促进，实现教师
队伍和家长队伍双向成长。

冠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怀
礼表示，县教体局和县关工委、县妇联
等部门联合成立家庭教育专业讲师
团，制定统一规划，对各家庭教育指导
员、家委会、妇委会、“五老”志愿者、各
单位妇女干部等进行专业培训，为进
一步建构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奠定了基础。

东昌府区育红小学
增强学生数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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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需要补上科学育儿这一课

两个家庭教育案例引人深思

今年起，冠县连续三年每年培训500名家庭教育指导员

如何“依法带娃”专业人士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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