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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爱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好的教育可以改变
孩子的一生。”“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孩子。”“共情，是走进对方的开
始。是成就彼此的种子。”“教师就是要有一
颗大爱之心，尊重每一个孩子，点亮他们的心
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老师是引路
人，为孩子们导好航向；老师更是护花使者，
有爱才能春满园。”……4月7日，达川区石梯
镇中心小学校长李思胜在“石梯小学教师工
作群”转发了一则教育故事，引起强烈共鸣，
教师杨丹、杨林、张成、吕文天、陈娜娜、冉春
雷等纷纷在教师群内留言，谈了自己的阅读
感受。

教育是爱的事业。这则故事讲述了一位
班主任教师如何通过实施爱的教育，改变一
个“问题学生”的人生。达川区各学校曾通过
教师工作微信群转发这则教育故事，引起达
川区教师广泛共鸣和积极响应。

据了解，这则教育故事也曾在湖南省新
化县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3月31日凌晨
零点，新化县县长左志锋把一篇名为《老师当
着全班取笑一个学生，但看了他档案后震惊
了……》的故事推给了该县教育局长袁华
新。当日早上6点多，袁华新在看到文章后
深受感动，并在全县基层校长微信群和中心
学校校长微信群中转发。袁华新在推荐时写
道：“这篇文章，是左志锋县长深夜向新化教
育人推荐的。我读了三遍，连同后面长长留

言。我受到震撼，同时感到羞愧。改变源于
共情，共情源于理解，理解源于爱。爱，是一
切教育的基础。只有具备了无私的爱之后，
我们才有资格去讨论教学形式和技巧。我希
望大家都能用爱，去发现、包容和改变每一个
孩子。”不少老师读后纷纷表示，“好老师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
生，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好老师。”

目前，新化县教育系统、达川区教育系统
正以此为契机，在全县（区）教师队伍中大力
弘扬敬业爱生、立德树人的良好风尚。

故事原文

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站在五年级的学
生们面前，说了个谎。她看着她的学生们，说
她会平等地爱班里的每一位同学。

但这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坐在前排的
一个小男孩，他叫李安。班主任发现，李安根
本无法与其他孩子们玩到一起去。他的衣服
很邋遢，身上也不整洁，而且不怎么受大家欢
迎。班主任很喜欢在他的卷子上用红笔画一
个个红叉。

过了不久，班主任教课的学校要求老师
对每个孩子过去的记录进行审阅，她把李安
的档案放到了最后一个才看。然而，当她看
李安档案的时候吃了一惊。

一年级的老师写道：李安是个聪明的孩
子，永远面带笑容。作业写得很整洁、很有礼

貌，他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欢乐。
二年级的老师写道：李安是一个优秀

的学生，深受同学的喜欢，但是他很苦恼，
因为他妈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家里生活
困难。

三年级的老师写道：母亲的去世对他是
个沉重的打击。他试图尽最大努力，但他的
父亲责任感不强，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他的
家庭会对他产生不利影响。

四年级的老师写道：李安性格孤僻，对学
习不感兴趣。他没有什么朋友，有时会在课
堂上睡觉。

此时，班主任才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她
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圣诞节到了，当学
生们送给她圣诞礼物之时，她更是无地自
容。学生们的礼物是用明亮的彩纸包好，上
面扎着美丽的丝带，唯独李安的不是。

他的礼物是用厚厚的牛皮纸袋包裹，
那纸是从杂货袋上扯下的。班主任费了很
大劲才打开这个礼物。那是一只水晶石手
链，上面有颗水晶石已经丢失了，还有一瓶
只有四分之一的香水。一些孩子开始发
笑，她制止了他们。她大声夸赞这只手链
多漂亮啊，并把它戴在手上，还在手腕上擦
了些香水。

那天放学后，李安说了一句话才走：“老
师，今天你身上味道就像我妈妈以前一样。”

孩子们走后，她哭了至少一个小时。就从
那一天起，她不再研究怎样教阅读、写作和算

术，而是研究怎样教育孩子们。班主任开始特
别关注李安。与她一起学习时，他的大脑便显
得灵活起来，她越鼓励他，他的反应就越快。

到了这年年末，李安已经成为班上最聪
明的孩子，尽管她说过会平等地爱所有的孩
子，但李安成了她的“宠儿”。

一年后，班主任在门缝下发现一张纸条，
是李安写的，他告诉她，她是他一生中遇到最
棒的老师。

又过了六年，班主任又收到李安的另一
张纸条。他说，自己已经高中毕业，成绩排在
全班第三名，她仍是他一生遇到的最棒的老
师。

多年后，班主任收到一封信。这次李安
说，当初拿到学士学位后，他决定继续留在学
校深造，他还说，班主任仍是自己一生中遇到
的最好的老师。但如今信上的落款变得长了
些：医学博士李安。

那年春天，李安又来了一封信，说他马上
要结婚了，他不知道班主任是否愿意参加他
的婚礼，并坐在新郎母亲的座位子上。

当然，班主任去了。她戴着那只丢了颗
水晶石的手链，还专门喷了李安母亲用过的
那种香水。师生俩互相拥抱，李安轻声在老
师的耳畔说道：“谢谢你，非常感谢你让我知
道自己可以有所作为。”

老师眼含热泪，低声说：“李安，你全搞错
了，是你教会了我，直到遇见你，我才知道如
何做老师。”

好的教育方式影响孩子的一生
达川区教师热议如何实施爱的教育

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
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
校园，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
管理。消息一出，迎来一片叫好声。各
地学校纷纷制定相应措施，禁止学生带
手机进校园、进课堂。

学校要如何管理好学生手机？禁止
学生带手机，家长与学生如何联系？近
日，记者深入我市校园进行了一次调查。

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很普遍

4 月 7 日下午，记者来到某中学附
近，看到学校已经放学，不少学生正走
出校门，期间不少人掏出了手机，有的
在查看时间，有的在回复消息，有的在
拨打电话。在学校附近一处较为隐蔽
的小巷中，记者注意到几位男同学正蹲
在一起火热朝天地讨论着什么。走进
一看，原来，他们正在玩一款最近火爆
的手机网络游戏——“吃鸡”。“你们的
手机哪里来的呢？学校禁止带手机了，
你们怎么带进去的呢？”面对记者的疑
问，有同学爽快地回答：“手机是妈妈给
我配的，上学的时候我就关机，放到书
里夹起，老师发现不了的。”

“教育部印发通知后，我们要求学
生禁止带手机进入课堂，但偷偷将手机
藏起来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小学教师
王燕对记者说。

家长：为孩子滥用手机操碎了心

“现在的娃娃谁没有手机？况且我
和他妈妈工作都忙，孩子没有手机联系
起来很麻烦。”家长王峰告诉记者，他最
近很关注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内心
很支持，但又担心失去了对孩子的监
管。“放学后只有通过手机打电话不停
地催促，他才会按时回家。”王峰说。

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孩子对手机产
生了过度依赖，给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不
少麻烦。不配手机，不方便联系。配手
机，怕孩子贪玩。如何管好学生手机，
家长们犯了愁。

教师：家长要配合学校管理手机

“手机毕竟是一个电子产品，对于学生的吸引力
非常巨大，一旦痴迷玩网络游戏，后果不堪设想。”某
中学陈老师表示，自从实施禁带手机进课堂后，学生
上课的积极和主动性有所提高，“以前总有个别同学
偷偷摸摸玩手机，现在基本不存在了。”

在通川区八小，记者注意到每个班级都为学生配
备了“手机保管箱”。何强老师介绍，设立保管箱的目
的在于有效保管学生手机，不让学生带手机等电子产
品进入课堂。“来学校主动放到保管箱，放学后取回。”
何强说，“如果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和家长取得联系，可
以使用老师的电话。”

采访中，不少老师希望家长积极配合老师管理学
生手机。一些老师建议家长不要为中小学生配手机。

主管部门：要加强禁带手机宣传

记者注意到，关于手机的使用问题，我市各级教
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要求各中小学发了倡议书，或
以致家长的一封信方式，对教育部印发的通知进行广
泛宣传。

各学校相继开展了“禁止手机带入校园”“关爱视
力保护眼睛”等宣传活动。

“开学前，我们通过进行入学教育，给学生普及了
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何强说。

专家建议，尽量不要给孩子购买手机；确有必要，
要加强监督，合理引导他们注意手机的使用范围，并
限制使用时长。

专家还建议，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做
好情绪观察，主动走进孩子心灵，防止孩子因情感缺失
等原因而沉迷于网络和手机游戏。同时，起到以身作
则，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玩手机，应多鼓励孩子多看
书、多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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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宣汉县双河中
学热闹非凡。宣汉县所有初
中生物学科教师齐聚双河中
学，向助力川陕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的省专家服务团的专家

“取经”。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新城

分校校长助理、成都市骨干教
师闵洋为大家上了示范课《发
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闵老
师通过“新冠病毒攻击人的呼
吸系统”的课堂导入，流畅地
引入本节课课题。采用“课堂
探究”“分组合作”的方式，引
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并设置
合适梯度的问题，启发学生去
思考去解决。“呼气、吸气，呼
气、吸气……”课堂上，闵老师
还组织学生体验肺部胸腔的
扩张与收缩，在轻松愉快的体
验活动中学习文化知识。

示范课结束，进行专家说
课、评课活动，省专家服务团
的老师与宣汉县的生物教师
进行了很好的互动交流。“这
是一场‘及时雨’，充分发挥了
名校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对
宣汉县学校加强薄弱学科建
设大有好处。”宣汉县教科局
相关负责人说。

当天，成都市石室中学正
高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四
川省学科和技术带头人赵广
宇，还为宣汉县的生物教师开
展了专题讲座《指向学生发展
的教学设计》。他希望生物学
科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
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要多磨课。要在课堂做教学
活动的引领者和组织者，而不
是讲授者。要通过让学生动
手、动脑实践，去思考问题，去
自主归纳知识，从而让学生真
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据了解，“省专家服务团助力川陕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走进达州活动”于4月2日落下帷
幕。5天集中帮扶时间里，来自全省各大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60名知名专家走进通川区、宣
汉县、大竹县基层一线，对接教育、医疗、农
业、规划、林业、发改、旅游、电子商务八大领
域 48 个项目需求，精准开展了智力帮扶活
动，助力达州高质量发展。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王万礼 通讯员 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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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下旬的一天，达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实验学校组织3—6年级学生开
展了一次采摘蔬菜、义卖蔬菜活动。

当天早上，老师们带领小朋友们来
到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新星种植
园，师生亲手种植的蔬菜。大家分工合
作，有的摘，有的洗，有的给蔬菜套绳，
干得热火朝天。大约一个小时后，绿油
油的大头菜、小葱、蒜苗，黄黄的菜花、
肥硕的莴笋，被全部采摘一空。

学校专门设置了售卖台，小朋友们
把采摘的蔬菜齐齐整整地摆放在售卖

台前。并精心地为蔬菜贴上了准备好
的价签，等待义卖开始。

上午10点，义卖活动开始了。各个
班级的小摊位前挤满了顾客。这些顾
客，既有学校老师，还有学生家长。“买
菜送花啦！买菜送花啦！”“我们的蔬菜
绿色健康，价廉物美。”小朋友们的叫卖
声不绝。老师和家长们也真心砍价，真
实的生活场景，让小朋友们体验到了不
一样的生活乐趣。

“同学们所卖的蔬菜收入，将全部
归班级所有，用于班上日常开支。”在活

动现场，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验学
校校长刘东对记者说道。

有播种才会有收获。义卖结束后
的当天下午，老师们带领同学们又回到
了新星种植园，进行春耕春种。用手除
草，用铁锹翻土，对土地进行平整。然
后撒种，施肥，再盖上一层薄薄的细土
……瞧，小朋友们干得多认真。

春日的阳光格外明媚。下一个收
获的季节，正向小朋友招手。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通讯员 李玲娇 摄影报道

我们种的蔬菜全卖出去了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验学校劳动实践课掠影

义卖蔬菜义卖蔬菜。。

近年来，受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
包括劳动教育在内的一些综合学科被
视为“豆芽菜”，有所削弱，甚至淡化。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验学校
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开设劳动教育课，
还开辟劳动实践基地，让孩子们参与蔬
菜的种植、采摘及义卖全过程。孩子们
收获的，不仅包括劳动技能，还包括对
农作物生长知识的掌握、体会父母劳动
的不易、销售产品的经营策略、分享劳
动成果的美育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的很好的一项综合实践活动。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一个人的和
谐全面发展——富有教养、精神丰富、
道德纯洁，所有这一切，只有当他不仅
在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素养上，而且
在劳动素养、劳动创造素养上达到较高
阶段时，才能做到。劳动永远是人类生
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文化幸福的基
础。对学生加强劳动教育，就是要纠正

在青少年学生中形成的不珍惜劳动成
果、不尊重劳动者、不想劳动、不会劳动
的不良现象。让学生通过参加劳动，培
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精神，进而
形成劳动习惯。

《意见》明确指出，要把劳动教育纳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
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把握育人
导向，遵循教育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注
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劳动教育课已不再是“豆芽菜”，不
能削弱，必须加强。

劳动教育不容忽视
·陈鲸印·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陈萍 张成宇 唐玲）
近日，四川省大竹中学学术中心捐建项目意向书签约
仪式在该校莲印校区举行。

该项目由企业家、大竹中学92届高三毕业生、杰
出校友黄晓明全额出资捐建。

据了解，黄晓明一直关注大竹中学发展，曾向四川
省大竹中学凤鸣教育基金会捐款200万元；常年对大
竹中学家庭经济困难的数十名学生进行资助，帮助他
们完成学业。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刘慧君）近日，大竹
县杨通小学学子王川回到母校，向母校的学弟学妹们
每人捐赠了一件校服。

王川是从杨通乡中心小学走出去的企业家，常年
在外打拼，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企
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致富之后不忘家乡、不忘母
校，向母校的学弟学妹们捐赠了这批校服。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刘祥来
覃向昌）近日，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举
行2021年春季助学金线上发放仪式，主会场
设清华大学，4 省 22 所中学设分会场。宣汉
县南坝中学 150 名贫困学生获资助，每人获
资助金1000元。

据了解，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一
直关注宣汉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宣汉县南
坝中学更是关爱有加。目前截止，该基金会
已先后资助宣汉县南坝中学学生 4 批共计
600余人次，发放资助金近80万元。

宣汉县南坝中学校长张松表示，甘肃兴
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让南坝中学的学子感受
到了社会的大爱，并激发了学子们挑战未来
的信心。

宣汉县南坝中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资助

大竹中学
校友捐建学术中心项目

大竹县杨通小学
学子为母校捐赠校服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