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邢晓蕊）12月28日，我
市首届“枫叶杯”作文大赛成功举办，1100
多名中小学生现场写作，一展才华。

12月28日上午8时许，参赛学生在家
长的带领下，早早地赶到了平顶山枫叶国
际学校参加比赛。8时30分，学生提前入
场。每个考场的教室门上都提前张贴了
考生的名字、座号等，方便学生入场。

此次大赛由市教育局、市文联和平
顶山日报社联合举办，旨在促进中小学
生的作文写作水平，让学生养成爱写作、
会写作、能写作的良好习惯。大赛采取
当堂作文的形式，不限体裁和篇幅。为
示公平、公正，密封保存的作文题目在考
前 10 分钟分发到监考老师手中。监考
老师现场启封试题，并将题目抄写在黑
板上。

上午 9 时，比赛正式开始。记者在
考场外看到，参赛选手有的紧盯考题，凝
神思考，有的已迫不及待地埋头写作。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三四年级组
的作文题目有两个：一是我已经不是小
孩子了。二是想想就开心。学生从其中

任选其一。五六年级组的作文题目同样
是二选一：一是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
二是成长的快乐。初中组的题目也是二
选一：一是致二十年后的自己。二是就
这样慢慢长大。题目有一个明显的特
点，都和成长的话题有关。

作文大赛的时间为上午 9 时-11
时，但是开考一个小时不到，有的学生便
提前交卷。“这次作文题目真有意思，我
觉得挺好写的。”“‘想想就开心’这题目
挺好玩的，我也觉得很好写。”学生们一
身轻松地走出考场，兴奋地交谈着。

“你写的什么题目呀？”市十一中五
年级女生王深薇一看到同班同学于沐冉
走出考场，就笑着迎上去了。“我写的是

《成长中的快乐》，你呢？”于沐冉兴奋地
说。“我写的题目是《我想对你说说心里
话》。”王深薇看着好朋友，一脸神秘地
说。“写的什么内容呀？”“不告诉你！”两
个好朋友嬉闹着抱成一团。

王深薇向记者透露，当天是好朋友
于沐冉的生日，巧合的是她们俩都参加
了这次作文大赛。陪好朋友过一个不同

寻常的生日，她因此有很多话想同好朋
友说。“我对她说的话和祝福都写在了作
文里面了，希望她能得一个大奖。”王深
薇俏皮地说。

平顶山枫叶国际学校四年级学生李
博雯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她说：“我昨
天到郑州参加了 21 世纪杯全国中小学
生英语演讲比赛河南赛区的复赛，得了
全省第八名。我觉得那次比赛就像是旅
游一样，想想都开心。今天，我就把这件
事写进了作文里。”

“我听曲令敏老师的讲座，她说写作
文要写出自己的心里话。今天，我写的
是《成长中的快乐》。我把小时候的搞笑
经历写了进去，比如给小猫剪胡子，等
等，觉得写得还可以。”新华区体育路小
学五年级学生杨焱雯很喜欢写作，平时
就经常记日记，这次比赛她胸有成竹，不
知不觉写了1000多字。写完后，读了很
多遍才交了卷。“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
快乐的，虽然有时候也会遇到伤心、难过
的事情，但那只是短暂的困难，只要勇于
面对，一定会拥有简单、快乐的生活。”小

姑娘兴致勃发，竟然把作文里面写的内容
“背”了出来。

大赛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说，此次作文
比赛的题目是由命题组专家多方商讨最终
定下的。参赛选手普遍反映，这次作文的
题目很好写，近半学生提前一个小时交卷。

“作文命题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
实际，学生很难发挥。这次作文命题的
突出特点是源于生活，让学生有话可说，
有事可写，有情可诉。但是，题目虽好
写，写好却不容易。若要写出精彩的文
章，学生需要拥有一定的文字积累和扎
实的写作基本功。不然，很容易写得平
淡无奇。”平顶山枫叶国际学校校长邱广
欣点评说。

本次大赛，小学组（三四年级组和五
六年级组）和初中组各设特等奖 5 名、一
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并
设立优秀辅导奖和优秀组织奖。近期，将
公布获奖人员名单。此次比赛的获奖作
品将择优在《平顶山晚报》以特刊的形式
发表，优秀作品将向中国教育报、语文教
学和研究以及少年先锋报推荐发表。

写身边事 抒真感情

千余名学生参加“枫叶杯”现场作文大赛

本报讯（记者邢晓蕊）日前，由平顶
山学院承担的“国培计划（2014）”——河
南省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送培到县”项
目圆满结束。从10月15日开始，历时两
个月，该学院先后组织专家团队到南阳
邓州市、洛阳栾川县等八个县（市、区）开
展“送培到县”活动，共培训学员近2000
人。

据平顶山学院相关负责人说，为进
一步实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使国
培计划惠及更多的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
老师，此次专门采用“送培到县”这种形
式进行培训。

为做好本次培训工作，平顶山学院
于 9月 11日下午专门召开工作协调会，
邀请市育才幼儿园、市育新幼儿园、平东
幼儿园、市湖光幼儿园的园长参加，就

“送培到县”项目精心遴选教师，并征求
各位园长的意见。9 月 23 日-30 日，平
顶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俊卿、教
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闫江涛等人先后赴湛
河区、新华区、邓州市、嵩县等地，与当地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进行接洽、座
谈，商讨项目的组织、实施及课程设置等
事宜，认真听取了当地教育部门有关人
员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科学设计送教
方案，突出培训的实践性、针对性。

随后，平顶山学院组建了由学前教
育专家、省级示范幼儿园的园长、一线优
秀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确定了以服务
基层为宗旨，采取专题讲座、同课异构、
专家点评、互动研讨等形式开展培训活
动的总体指导思想。

10月 15日上午 8点半，平顶山学院
“国培计划（2014）”第一期“送培到县”项
目开班典礼在邓州市第十一小学举行，

“送培到县”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当天上
午，闫江涛教授为学员们作了题为《教师
专业标准与教师成长》的讲座。当天下
午，在邓州市第十一小学的多媒体教室，
市育新幼儿园的徐佳尧老师和卫东区幼
儿园的吴文娟老师开展了同课异构教学
活动。两位老师不同的教学风格，彰显
了教师的教学个性，让大家看到不同的
教师对同一教材的不同处理，不同的教

学策略所产生的不同教学效果，并由此
打开了老师们的教学思路，真正体现了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据平顶山学院相关负责人说，此次
“送培到县”活动共计10次，每次送培为
期两天，从今年 10 月中旬开始，历时两
个月，分别对南阳邓州市（两次），洛阳市
栾川县、嵩县（两次）和我市卫东区、新华
区、新城区、石龙区、湛河区等八个县

（市、区）开展巡回送培活动。平顶山学
院积极与送教县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联系
沟通，当地教育部门积极配合，尤其在人
员组织、场地安排、设备调试等方面都作
了精心安排，为保障高质量完成培训活
动打下基础。

“送培到县”活动紧密结合一线幼儿
教师的实际需要，围绕一线幼儿教师普
遍关注和关心的教育教学问题展开，突
出“理念更新”“技能提升”“贴近实践”三
个方面，使乡村教师足不出县就可接受
到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徐佳尧
老师和吴文娟老师分别讲授的大班语言
课《绿色的梦》、市育新幼儿园赵谢岩老
师和何青青老师分别讲授的大班数学

《接着排》、王耸岭老师和王鑫老师分别
执教的大班音乐活动《小树叶》、平东幼
儿园的高晓琴和叶丹丹两位教师分别讲
授的大班社会课《太阳公公的忠告》等同
课异构教学活动新颖灵活，教师从不同
的角度切入同一个内容，他们不同的构
思和教学方法，展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
和教学设计，传递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开
阔了听课教师的视野，取得了良好的活
动效果。

市育新幼儿园园长王建敏、后勤主
任刘红瑞等专家进行了准确到位、细致
入微的点评。广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博士叶平枝教授的《幼儿教师日
常评价行为的现状及改善》，南京军区
联勤部三八保育院教研主任陈静奋老
师的《幼儿园音乐教育和幼儿全面发
展》，河南省实验幼儿园李江老师的《幼
儿体育游戏的创编》、陈兰兰老师的

《区角活动的环境创设与区角材料的
制作》，平东幼儿园园长常予霞的《幼儿
园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安排》、副园长李
凤仙的《儿童绘画特点与指导要点》、副
园长李阿慧的《手指游戏在幼儿园课程

中的运用研究》，市湖光幼儿园闫苗老师
的《幼儿舞蹈创编》等专题讲座和名师示
范课接踵而至，让学员们应接不暇。专
家们先进实用的幼教理念、实操具体的
案例分析、生动精彩的活动课堂，引起
学员的强烈反响，赢得了参训学员的喜
爱和好评，让参培的教师们耳目一新，
获益良多。

模式新颖、形式多样、鲜活生动的
专题讲座，气氛热烈的交流研讨和现场
诊断，使参训教师心中的疑问和工作中
遇到的个案得到了专家的现场解答，获
得了培训学员的高度评价。学员普遍
认为，送培活动对于基层教师提升理论
素养和实践能力大有帮助。

来自嵩县东村镇中心幼儿园的刘小
红说：“我是一名业务园长，由小学到幼
儿园工作刚一个多月，对幼儿园的各项
业务都不熟悉，这次平顶山学院‘送培到
县’活动真是送来了及时雨。我对平顶
山学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来自邓州市
育才幼儿园的学员韩荣丽说：“我们平时
没有机会出去培训，通过这种形式培
训，真是太好了，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
会。”栾川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教师许晓
燕说:“作为一名青年幼儿教师，我深深
感受到了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备感
光荣与神圣。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
的机会参加平顶山学院承办的国培计
划‘送培到县’项目，让我从中学习到优
秀教师的教学方法，使我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我、提
升自我。”

通过平顶山学院的统筹规划，精心
安排，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鼎
力配合，“送培到县”项目取得了良好的
培训效果，圆满完成了培训任务。平顶
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俊卿说，通
过“送培到县”项目使广大农村和偏远地
区的教师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掌握学前
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极大地促进了送培
县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这对我省农村
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必将带来积极影
响，同时，对于我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
展，必将产生积极推进作用。

由平顶山学院承办，历时两个月，巡回八县（市、区），共培训教师近2000人

幼师国培“送培到县”项目圆满结束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写作文是
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如何写好作文？
这是众多学生心中的谜团。他们渴望有
人指点迷津，渴望找到一把写好作文的
金钥匙。12月27日，我市作家曲令敏应
邀在平顶山日报社一楼会议室，为我市
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有关如何写好作文
的专题讲座。

当天上午8点多，学生、家长潮水般
涌进会议室。晚来的学生和家长，在后面
又站了几排。9点许，在家长和学生热烈
的掌声中，曲令敏开讲了。她说，写作文
是驾驭文字的入门练习，能不能精准地使
用文字，往往决定了学生学业、事业发展
的成就。会写文章，是一个人用之不尽的

财富，写作水平也是一项提升生活质量的
技能，足以让短暂的生命变得更加多姿多
彩。曲令敏以一位母亲的口吻，谆谆教导
中小学生端正思想，重视写作。

那么，如何写好作文呢？曲令敏用
朴实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同大家
分享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收获和感悟。

“说心里话，从心里说，是写好
作文的不二法门。”

曲令敏从创作《有情如画时》的经历
谈起，讲述了自己的成书过程“像随手捡
的树叶落花一样”。“好的范文肯定不是
死编硬凑的，要写出自己的心里话，发出
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观点。”曲令敏
直言，“说心里话，从心里说，是写好作文
的不二法门”。

然而，说话谁都会，为什么写不出来
呢？曲令敏娓娓道来：“专就写作文来
说，第一个要突破的魔咒，就是先学会说
心里话，才能进一步说出别人心里有而
说不出的话……你可以学习别人的表述
方式，但一定要写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当说心里话成为习惯之后，就在自己的
心里淘了一眼活泉，无论遇到什么状况
都不会没东西可写。直到你走上工作岗
位，也会有创造力。”

“我在写《地板上的母亲》这本书时

就强制让自己回归真诚，所以点击率超
过两百万，七八年过去了，还有人转
载。”曲令敏说，“每一篇作文在写的时
候心中都要有一个‘读者’，这个读者最
好是你老师之外的人，比如爸爸、妈妈，
比如好朋友……”她建议学生们在写完
作文后给家长读几遍，因为读是最好的
修改。

“观察力和想像力是写好作文
的基本功”

曲令敏说，观察力和想像力是写好作
文的基本，只有日积月累，方能水滴石穿。

“记得四岁时学习数字，2 总是写
反，老师就领我们到池塘边儿，看鹅站在
北岸，头朝东是正的，头朝西是反的……
通过观察，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毛病改掉
了。”曲令敏以自身经历告诉同学们，观
察和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

她还讲述起小学时老师教写作文的
情景：“老师带我们去野外看庄稼从种到
收的过程，看鸟听风，观察风雨阴晴。特
别是小河中的倒影，芦苇在风中的形状，
他说这就叫灵气……每个孩子都是诗
人，哪怕文字捕捉不了用符号用画几笔
描绘下来，都是很有效的练习。”

“观察力，想像力，来源于勤学苦
练。”曲令敏殷殷叮嘱家长没事儿时多带

孩子到郊外玩，回去后让孩子把游玩的过
程记下来。如孩子写不出，下次再去时自
然会留心观察。曲令敏深有感触地说：

“你经历的事情就是写作文的种子，看在
眼里，落在心里。坚持练习，就能学以致
用，下笔如有神了。”

“读与写是最好的习惯”

曲令敏说，读与写是最好的习惯，既
能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又能增强生活能
力和精神成长力。

“读书，读网，读人，读山河大地与万
物。网络时代的读，刷新大脑，更新知
识。生命从文字扎根，写，给自己看，在
文字的田园里耕种，收获的尽是喂养心
灵的粮食。”曲老师用充满诗意的语言，
描绘了读书、写作带给她本人的激情飞
扬，使她年过花甲心态依然年轻。

“写作文以及将来写毕业论文，写各种
文案，没有童子功是很苦很难的。李贺、贾
平凹等人，半夜想到好的字句，再冷也要爬
起来写在纸上。所以，同学们，大家一定
要养成多读多写的习惯，备个随手记写的
小本子什么的。”曲令敏满怀深情地告诫
中小学生，“多读多写，是最好的成长，能
培养你的想像力、遣词造句的能力、思想
力等，能开阔你的视野，让你像撒网一样
不断地从生活中捞出活鱼鲜虾……”

——我市作家曲令敏谈写好作文的诀窍

说心声 细观察 多读写

“送培到县”学员在卫东区童馨幼儿园接受培训 （资料图片）

曲令敏现场讲解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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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晓蕊 通讯范卫
明）12月 22日，平顶山外国语学校军
乐队获授“解放军预备役某师政治部
预编军乐队”，这意味着该校军乐队
正式纳入预备役管理序列。

当天下午，解放军预备役某师政
治部相关负责人专程到平顶山外国
语学校，将“解放军预备役某师政治
部预编军乐队”的匾牌授予该校军乐
队。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平
顶山外国语学校明确提出了“创中原
职教黄埔，办华夏幼师名校”的办学
目标，依托百年老校底蕴，深化课程
改革，突出办学特色，打造育人品
牌。该校争取财政投入资金120余万

元购置了军乐队器材设备，组建了
120人规模的军乐队，制订、实施《军乐
队训练活动实施方案》，每周一、三、五
下午集中训练，用健康向上的活动占
领学生的课余时间，丰富学生课余文
化生活，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着力提高学生的军人素养。

该校军乐队的演出效果和精神风
貌也受到了解放军预备役某师的重视
和支持，为褒奖、促进学校军乐队的建
设与发展，解放军预备役某师在双方
已共建“解放军预备役培训基地”的基
础上，将学校军乐队纳入预备役管理
序列，预编为该师政治部军乐队，以实
现进一步强化双方共建共融关系，携
手为军地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

平顶山外国语学校军乐队
纳入预备役管理序列

本报讯（记者邢晓蕊 通讯员张
童）12月 25日上午，平顶山教育学院
举行 2013 级学生顶岗实习签约仪式
暨学校、企业、家长三方见面会。来
自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福建麒
麟荣誉国际酒店、福建晋江华美达广
场酒店三家单位齐聚该校“招贤纳
士”。

见面会上，海南博鳌亚洲论坛
大酒店、福建麒麟荣誉国际酒店、福
建晋江华美达广场酒店三家单位分
别与该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该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部师生
通过文艺表演的形式向签约单位展
示了在日常教学中的茶艺、调酒、中
餐摆台、西餐摆台和中式铺床等不同
课程。其中《浣尘出真》《陌上花开》

《职业技能展示》《花式调酒》等节目
展现了本专业课程的特色。

该学院相关负责人说，此次见面
会也实现了学生实习进入外企、央
企、民企的“三企”对接，这将有利于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达
到校企双赢的目的。

平顶山教育学院举行
2013级学生顶岗实习签约仪式

本报讯（记者邢晓蕊 通讯员胡松
汉）“通过观看田秀英妈妈的视频，我深
深明白了只有战胜苦难，苦难才能变成
财富。”近日，在参加了“大格局，好人生
——赢在起跑线上”系列培训活动后，
宝丰一高一（25）班学生郑凤飞说。

12 月 19 日至 25 日，在宝丰一高
信德楼道德讲堂，该校面向高一学生
开展了以“大格局，好人生——赢在
起跑线上”为主题的传统文化系列报
告会。学生们观看了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火炬手田秀英、传统文化志愿者
胡斌、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首届师德
模范罗一鸣等先进人物的教育视频，
并参加了系列德育讲座。培训期间，
学校细化日程安排，严格各方面要
求。各班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分享，
学生们互相交流感悟、收获。

该校高一年级主任康华侨说，通
过德育系列培训，高一学生受到很大
触动。在每次交流分享环节，学生们
争着上台表达心声，场面异常感人。
该校一（16）班学生崔康乐说：“我从小
的偶像就是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就是我读书的目的。”一（25）班一
名学生大声地对班主任胡战刚老师
说：“胡老师，今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不
让父母操心了，看我的行动吧！”

据康华侨介绍，该校高一各班每
天让学生写一篇学习心得体会，并在
自习课上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分享。
周末的时候，老师还把家长请到学校
举办孝亲活动。学生现场为父母捶
背、洗脚等，以实际言行向父母表达
感恩之心。

胡占刚说：“经过这 7天的培训，
教室和宿舍都变得干净了，很多学生
变得懂事了，不再和老师顶嘴了。学
习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上课主动发
言的多了，自习课说闲话的少了。”

该校校长陈青莲说：“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一个人的心胸有多
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格局有多
大，成就就有多大。立大格局，才能
有好人生。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为学
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培养有德行的
人，让优秀传统文化陪伴学生一生，
让他们终身收益。”

宝丰一高举办德育系列培训

12 月 26 日下午，平煤幼儿园举
办了庆元旦绘本剧表演比赛，为小朋
友提供了一个才艺展示的舞台。小
朋友当起小演员，像模像样地装扮起
剧中人物，生动地展现出绘本内容，
过了一把演员瘾。舞台上，小朋友憨
态可掬的表演，调皮可爱的表情，不
时逗得老师、家长发出阵阵笑声。

该园园长刘凤玲说，通过绘本剧
表演，孩子们享受了绘本带来的快
乐，同时也深入地理解了绘本的内
容，语言能力等得到了锻炼，变得自
信、大胆。

图为该园小朋友在表演绘本剧
《我的妈妈在哪里》。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摄

绘本剧表演 比比谁精彩

12 月 24 日下午，新华区实验小
学的操场上热闹非常。同学们有的
在市场上“淘宝”或与同学交换图书、
玩具，有的在为自己卖的图书、玩具
做广告。当日下午，该校举办了第

七届“小市场”大世界爱心总动员社
会体验活动，同学们带着自己看过
的各种书籍、玩具进入“市场”，还捐
出部分所得，用于扶助家庭贫困的
同学。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