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责编：吕臻 美编：张锦萍 校对：梁丽姣

3版

本报讯 （王向
阳） 6 月 25 日，山东
省家庭教育志愿服务
总队公益大讲堂活动
走进临清市京华附属
小学。

活动中，山东省
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总
队专家、山东建筑大学
副教授周秀艳作了题
为《做更好的父母》的
宣讲。周教授聚焦父
母自我提升与科学育
儿，通过剖析亲子沟
通、情绪管理、榜样示
范等要点，引导家长以
接纳包容的态度陪伴
孩子，注重言传身教，
在学习与反思中优化
教育方式，构建温暖有
爱的家庭环境，助力孩
子健康成长。

随后，聊城市“校
家社讲堂”专家讲师、
聊城文轩初级中学一
级教师邢素伟作了题
为《有效沟通——架
起亲子关系的桥梁》
的宣讲。邢老师围绕
亲子沟通障碍，解析
倾听、共情、非暴力表
达等实用技巧，强调
尊重与理解的重要
性，指导家长以真诚
态度打破沟通壁垒，
化解代际矛盾，通过
有效对话构建亲密的

亲子关系。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当地优秀家长代表分

享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心得体会。
一位参与活动的家长感慨：“这样大规模、高质
量的家庭教育活动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收获满
满，对今后教育孩子更有信心了！”

据了解，山东省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总队
公益大讲堂活动由聊城市教育考试与教学研
究院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室组织，自 6 月 17 日
开始，为期 9 天。活动以“赋能家庭 共育未
来”为主题，邀请13位省级和9位市级专家讲
师开展专题巡讲，吸引了近6000名学生家长
踊跃参与，创下全省家庭教育公益活动场次
最多、规模最大的纪录。

活动筹备阶段，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室充
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从场地选址、嘉宾邀请
到活动宣传、流程设计等环节层层把关，精准
对接家长实际需求，确定不同年龄段孩子的
身心发展特点、亲子沟通技巧、心理健康教育
等家长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为活动成功举
办打好基础。活动期间，家庭教育专家们深
入聊城各县（市、区）学校开展巡回宣讲。为
确保讲座内容的实用性与针对性，教育教学
质量评估室创新设置“家校互动答疑”“教育
难题现场问诊”等特色环节，安排专业人员实
时收集家长疑问，协助专家即时解答。每场
讲座座无虚席，家长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
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真正实现“教育问题有回
应，科学方法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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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耀军

7月1日，山东省学前教育区域联动发展
共同体成果展示活动暨第二期活动启动仪式
在我市举行。此次活动不仅是对过往区域协
同发展经验的总结升华，还聚焦于将我市学前
教育领域一系列扎实举措与显著成效置于全
省视野下交流互鉴。

近年来，我市以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安全优质发展为核心，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市
的坚实服务网。全市 1401 所幼儿园中，公办
园 785 所、普惠性民办园 457 所，共同托举起
近九成（89.04%）在园幼儿享受普惠性学前教
育服务，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6.66%。超过
1.9万名教职工耕耘于此，为全市14.3万名在

园幼儿的成长保驾护航。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高达97.3%。

在规范管理的维度上，我市行动精准有
力。针对民办幼儿园资金安全这一关键点，
全市将民办园全面纳入资金监管平台列为
年度民生实事，创新建立“红黄蓝”监管预
警机制，目前 551 所民办园已实现备案银行
账户监管全覆盖。同时，普惠性民办园认
定工作迎来新规修订，力求管理更科学。
为响应社会托育需求，我市紧跟省级政策
步伐，率先起草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实施方
案。招生服务便捷化亦是亮点，“一网通办”
已在绝大多数县区落地生根，仅余两地正全
力攻坚，目标直指 2025 年全覆盖，切实为家
长减负。

质量提升始终是核心追求。我市深植教
研沃土，持续开展学前教育兼职教研员读书分
享活动，2025年已举行十三期，进一步提升了
教研员专业能力和水平。《构建幼儿园亲自然
园本课程的实践研究》等省级教改成果积极向
全市辐射。市学前教研室深入度假区、高唐
县、东昌府区等基层园所指导，为园本教研注
入新活力。

教师成长平台的搭建同样不遗余力。优
秀游戏、生活活动及融合教育案例征集活动全
面铺开，激励一线实践创新；精心策划的学前
教育宣传月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专栏与线下
宣讲联动，营造出全社会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
良好氛围。

面向未来，我市学前教育蓝图清晰：持续

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深化镇村一体化办园
模式，扩充优质资源供给；严格民办园准入与
过程监管，重拳整治违规办园；精心筹备“齐鲁
教研行”省级微格教研活动，强化教研指导责
任区效能；在探索开设托班服务方面，着力构
建多部门协同监管的长效机制，确保规范与质
量并行。

此次山东省学前教育区域联动发展共同
体在聊城开启新篇章，既是对我市坚守普惠初
心、深耕保教质量之路的肯定，更吹响了区域
协同向更优质均衡迈进的号角。当联动发展
的活水不断注入，更多水城幼童将在普惠阳光
下茁壮成长，全省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画卷
亦将增添亮丽的一笔。

筑牢成长之基 共享普惠阳光
——我市积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 王向阳

在青海省刚察县，聊城文轩初级中学教
师马勇用一年时光，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
闪耀着鲁韵光芒的支教故事。

扎根高原 精准施教

初到刚察，马勇便面临着高原反应与气
候差异的重重挑战。然而，当他看到藏族孩
子纯真的笑靥时，这些困难瞬间化作前进的
动力。通过两周的走访调研，马勇深入了
解了当地学情：学生们英语基础普遍薄弱，
词汇量不足、语法知识零散、听说能力欠缺
等问题十分突出，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日常对
话都难以完成。

面对这样的学情，马勇确立了“夯基础、
激兴趣、分层次”的教学策略。在课堂实践
中，他创新性地实施情境化教学模式：将草原
旅行、节日习俗等生活场景融入语法教学，通
过藏汉谚语互译增强文化认同，设计了基础
巩固（词汇抄写）、能力提升（句子仿写）、拓展
探究（主题演讲）三层作业体系。课余时分，

他向学生们分享欧美游学见闻，讲述藏族翻
译家斋林·旺多推动三语文化交流的动人故
事。“当看到孩子们从羞涩不语到能用英语自
信地讲述家乡传说时，我无比欣慰。高原教
育需要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更要找到语言
学习与民族文化的契合点——让每个孩子都
能用世界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马勇表示。

教研深耕 共建共享

在刚察县，100 余位教师如高原格桑花
般坚守着育人初心。他们既是传道授业的
师长，更是孩子们朝夕相伴的“高原父母”。
这种质朴的教育情怀深深感染着马勇，也激
励着他积极开展教研创新。

作为备课组长，马勇主导构建了“问题
导向—案例研讨—实践反馈”三位一体教
研模式，主持了 40 余场主题教研活动，开
设了《Who’s got talent》等示范课，创新了

“任务驱动+小组合作”教学法，荣获海北
州优质课一等奖。在科研引领方面，他主
持申报的《鲁青校际协作模式研究》获山东
省课题立项，《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获青

海州级课题立项，带动了 12 名青年教师参
与科研。

针对教师发展需求，马勇还设计开展了
《新课标视角下的单元整体教学》《从平凡到
卓越：四有好教师成长路径》等专题培训，累
计覆盖180余人次。创新实施了“1+N”导师
制，通过“听课诊断—评课指导—重构提升”
闭环培养，助力才让拉毛等青年教师在州县
教学竞赛中脱颖而出，实现从“新手”到“能
手”的蜕变。

文化融合 以心育心

在多民族共生的刚察大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探索每日上演。马
勇积极探索“语言为媒、文化为魂”的教学创
新：在课堂中创设三语文化情境，引导学生
用英语讲述藏族歌舞、唐卡艺术；举办“三语
诗歌朗诵会”，让孩子们用三种语言吟诵故
乡；搭建“鲁青少年云端对话”平台，促成刚
察学子与山东伙伴的文化交流。当学生们
用流利英语向远方伙伴描绘赛马节盛况时，
他深切地感受到，语言教育正成为促进民族

团结的金钥匙。
“教育援青不是单向帮扶，而是生命与

生命的对话。”马勇说，“当我带来的山东特
产成为双语教学素材，当我在牧区家访的帐
篷里与家长畅谈成长，当我在酥油茶香中倾
听学生心声时，我心底的声音更加坚定：真
正的教育就是要让高原格桑花与沿海浪花，
都在中华教育沃土上绽放光彩。”

回望高原岁月，刚察的蓝天白云见证
了马勇的成长。从知识传授者到文化摆渡
人，角色升华的背后是永不改变的教育初
心。“未来无论身在何处，我都将永葆赤子
情怀，以知识为舟、梦想为灯，让教育星火
在祖国需要的地方永远闪耀，让民族团结
之花在孩子们心田永远绽放——这是我不
变的誓言。”这是马勇即将离开刚察时的告
白。

马勇的支教故事，如同一首动人的乐
章，在刚察这片土地上奏响。他用爱与责
任，为孩子们点亮了知识的明灯，为教师们
搭建了成长的桥梁，为民族团结注入了新的
活力。

马勇：格桑花开处 鲁韵润心田

■ 刘晓伟 魏蕾 刘越超

在鲁西大地一个宁静的乡村里，有一位
教师用 38 年的时光，将一句承诺镌刻成永
恒。他就是入选“中国好人榜”、荣获第九届
山东省道德模范称号的茌平区冯官屯镇中
心小学教师杨忠林。从青丝到白发，从青年
到花甲，他以诚实守信的品格和无私的爱
心，为一代代乡村学子照亮了逐梦之路。

38 年前，冯官屯镇中心小学条件艰苦，
进城工作是众多教师梦寐以求的机会。当
难得的进城机遇摆在杨忠林面前时，学生们
殷切挽留、渴望知识的眼神刺痛了他的心。

面对家人的不解，他毅然留下。这一留，便
是大半辈子。

2003 年，杨忠林主动承担起全校闻名
的“问题班级”的教学工作。面对纪律涣散、
学生顽皮的状况，他秉持“言必行、行必果”
的信念，从不给学生“贴标签”。凭借真诚与
关爱，他逐渐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

“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我会仔细
分析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征，因材施教。”杨
忠林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他的悉
心引导下，这个曾经被视为“差班”的集体面
貌焕然一新，全体学生最终以优异成绩顺利
升学。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杨忠林是“定海神
针”，是值得信赖的“灯塔”。冯官屯镇中心
小学老师田汶琦感慨：“我最佩服的是杨老
师的‘诚信育人’，他对学生说的每一句话都
算数，答应学生的事一定做到。正是这种极
致的守信，让孩子们从心底信服他、亲近
他。他就像一座灯塔，不仅照亮了学生，也
为我们年轻老师树立了标杆。”“杨老师常
说，做人要讲信用，答应的事就要努力做
到。他从来不骗我们，对我们特别好，特别
有耐心。我们班同学都喜欢上他的课，有什
么困难都愿意找他，他就像我们的爷爷一
样。”该校五年级四班学生董紫萱说。

“我这辈子就做了教书这一件事。看着
一批批孩子从懵懂到成才，走出乡村，改变
命运，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杨忠林深情地
说。一句朴素的承诺，三十八年如一日的坚
守。他用诚实守信构筑起师生间最坚实的
桥梁，用无私奉献为乡村的孩子们插上了梦
想的翅膀。“当老师，贵在‘诚’字。对学生诚
心，对承诺诚信。守住了讲台，守住了对孩
子们的诺言，这一生，值了。”杨忠林的话语，
道出了他一生的教育信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位甘守清贫、
乐教乡梓的“中国好人”，用半生的光阴，书
写了“美德山东”“厚道齐鲁”最生动的注脚。

杨忠林：38年坚守，点亮乡村学子梦想

6月24日，聊城市东
方高级中学2025届毕业
生齐聚聊城市国防教育
基地的劳动实践基地，以
一场青春主题派对，为高
中时光画下圆满的句号。

■ 刘德策 房秀敏

▶ 毕业生们在“青
春签到墙”上签名。

◀ 毕业生们观看节目，享受欢聚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