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4日，聊城高
新区文轩中学乒乓球队
员在参加聊城市第一届
学生（青少年）运动会暨
全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
乒乓球比赛。

比赛中，该校男子
乒乓球队荣获团体冠军，
女子乒乓球队荣获团体
第五名；栾奕锐荣获男子
乒乓球比赛单打第一名，
刘浩志荣获男子乒乓球
比赛单打第三名。
本报通讯员 闻玉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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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敏

最近我的咽炎特别厉害，它总是在
上课时攻击我。我只能停下，一声接一
声地剧烈咳嗽，说不出一句话，孩子们呆
呆地看着我。

我觉得应该认真地跟孩子们聊一
聊。再上课的时候，我让学生放下课本，
说：“同学们，今天我说件事。最近我得

了咽炎，你们也看到了，我咳嗽起来就止
不住，说不出来话。可是我这两天遭遇
了比得咽炎更难过的事，就是你们没有
一个人关心我。”说到这里，我故意停下
来，微笑着观察孩子们的反应。有些孩
子不好意思地笑了，有些孩子在交头接
耳，还有孩子说：“老师，你怎么了？”我笑
着说：“是咽炎，谢谢你的关心。”

我接着说：“你们知道吗？当我咳嗽
得难受的时候，你们呆呆地看着我，让我
很伤心。但我不是为自己感到伤心，而
是因为你们还没学会两种能力：第一，特
殊情况下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二，关爱他
人的能力。我每次咳嗽时，你们与其看

着我，是不是不如看课本或做练习？至
于关心老师，课后可以问老师怎么了，叮
嘱老师要注意预防等。这就是‘有爱就
要说出来’，关心他人就要表达出来。在
家里也是一样，家长也有生病的时候，这
个时候，你主动为父母倒杯水，主动问问
父母的需要，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他们才会接收到你的爱，也会非常欣
慰。你们觉得呢？”

我将抱怨转化成了引导，多数孩子
冲我认真地点头。上课期间，咽炎依然
不依不饶。令我欣喜的是，在我咳嗽时，
孩子们自觉自习，而讲桌旁的一个孩子
将水杯递给我，我心里涌起阵阵暖流。

稍微好些后，我及时肯定了他们的做法。
下课后，我看到办公桌上，有一个用

作业纸包着的小盒子，纸上写着：“老师，
每天吃一颗吧，也许不能根治您的咳嗽，
但大概可以缓一缓。——高宇成。”我打
开纸，里面是一盒金嗓子喉片。

很多时候，孩子们做得不好，不能只
怪孩子，更重要的是家长和老师引导得
不到位。家长往往只是在内心希望孩子
能懂事，能好好学习，但面对孩子的不良
行为，却又一味地责备，没有用心引导孩
子。在学校里，如果老师经常结合实际
上一堂德育课，也会让很多孩子学会关
爱他人。

以德育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关爱他人

本报讯（记者 刘敏）“学校始终积
极开展文明班级、文明宿舍、文明学生、
文明教师等文明创建活动来丰富校园
文化，推动班级、学部等各个层面参与
到学校文明创建中。”5月17日，聊城市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鹿爱龙说，作为市级
文明校园，文明之花已开满校园。

在文明校园创建过程中，该校以
德育教育为核心，以班级课堂为主阵
地，以各种形式的德育活动为载体，以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模式为抓手，增
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学校积极落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将德育教育融入主题班会、升
旗仪式、学科课堂，实现了德育教育日
常化。

此外，各班学生利用晨读及班会时
间，共同学习《中小学生守则》、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提高规矩意识。

学校还利用清明节、端午节、重阳
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各种实践活动，继
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老师经常
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培养学生的志愿服务意识。”鹿爱龙说，
学校的系列活动丰富了学生生活，促进
了学生全面发展。

市特殊教育学校

校园盛开文明花

本报记者 刘敏

5月17日下午，聊城市水城中学一
楼多功能大厅内，学校德育处副主任薛
艳宾给600名高一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爱国主义教育课，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
人民的情怀。

该校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每名同学都应在心底种下一颗
爱国的种子，把自己的人生与理想同
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薛艳宾告诉学生，爱国要先从自己身
边的小事做起，首先要去爱家人、爱老
师、爱学校，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担
当少年责任，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我

将努力学习，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
动。”学生李玮祎说。

该校校长胡相东表示，学校坚持以
党建引领校风、师风、学风，将“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
程。该校每月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这已
成为培养师生家国情怀的重要一课。

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本 报 记 者 崔崴
本报通讯员 朱晨冉

“太感谢老师了，跑这么远的路来看
我。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期
望……”5月14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刚察县吉尔孟乡秀脑休麻村，五年级
学生昂志多杰与前来家访的聊城援青教
师刘东海见面时，难掩内心的激动。

刘东海是聊城市教育考试与教学研
究院的一名中学语文教研员。2022年7
月，他主动申请到海拔3300多米的刚察
县开展支教工作，并担任刚察县寄宿制
民族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刚察民中”）副
校长，同时兼任毕业班语文教师。他克

服高原缺氧、头痛失眠和饮食习惯差异
等困难，主动了解校情学情，不断探索和
丰富支教模式，加大教研力度。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他结合刚察民中实际情
况，借鉴山东学校的经验做法，起草了

《刚察县寄宿制民族初级中学绩效工资
考核办法》《刚察县寄宿制民族初级中学
学生一日常规》等教学评价和学生管理
制度，有效提升了教学成绩和育人效果，
促进刚察民中整体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
台阶。

“相比聊城来说，刚察学生课业要求
低一些，但并不代表学生们的压力小。
很多孩子也会对未来感到迷茫，对学习
感到困惑，这更需要我们提升教师队伍
素质。以教促学，以帮促学。”在刘东海
的倡议下，刚察民中开展了语文、英语等
学科师徒结对帮扶活动。他要求每名援
青教师至少带 5 名徒弟，通过基本功大

赛、公开课、同课异构、师徒交流等方式
培养青年教师。

发挥教育桥梁作用，开展鲁青两地
网络教学教研及学校管理交流活动，是
刘东海教育援青工作的又一个亮点。他
以常态课、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分享、心理
健康讲座等为重点，通过网络，把刚察县
和聊城市相关学校联系在一起，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教学教研及学校管
理交流活动。在他的推动下，先后有11
对结对学校开展了线上教学交流，活动开
展12场次，参与师生700多人次。

“课前备课指导、课中听课指导、课
后反思指导，一步一步分析，环环相接引
领。”说起教学业务，刘东海娓娓道来，

“通过这些环节，充分发挥聊城援青教师
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而促进全县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刘校长经常对我们讲，‘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聊城援青教师毕广杰
说，为了提高刚察民中教师的课堂教学
能力，刘东海主动带头申请上语文示范
课，邀请语文组和全校年轻教师观摩。
他精心设计了课前说课、示范课展示、评
课研讨三个环节，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还把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
为导向的“杜郎口教学理念”展示给刚察
民中老师。

“刘校长把刚察民中当作他的家
了。”刚察民中校长杨建忠说，“以刘校长
为代表的聊城援青老师们，在教育教学
及学校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示范带动作
用，开创了刚察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刘东海用实际行动，在内地与高
原、老师与学生之间架起了一座交往交
流交融交心的彩虹之桥。”聊城市援青干
部管理组成员、刚察县教育局副局长朱
晨冉说。

扎根高原育桃李 此心安处是吾乡
——记聊城援青教师刘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