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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 通讯员张童）学生上
课如同“上班”，边做项目边学习，还可以拿到薪
酬，这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探索校企深度融合
育人模式带来的变化。

12月13日上午，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
系2018级网络营销专业学生高孟娟、方铭等同学
正在电脑上飞快地“码字”。“我们负责给一家自
媒体供稿，每天都要选稿、写稿、改稿。近一个月
来，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大锻炼。”高孟娟细声细
语地说，通过这种“实战”操作，她不仅对自媒体
运营有了更多了解，而且锻炼了打字速度，提高
了写作水平，还得到了几百元的薪酬。

近年来，该学院尝试与企业深度融合的职业
教育模式，把企业“搬进”校园，校企共建实训基
地，校企共同设计实践教学方案、开发实践教学项
目，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实施实践教学，企业
把真实任务放到学校完成。这样一来，学生上课
如同上班，学习与实训紧密结合，有利于培养专业
技能过硬的学生，满足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

“我们与学院计算机系合作，共建了6个实训
室，筹建了一个项目实训室。我们把公司的项目
拿到学校来做，师生共同参与，在真实的工作环
境中让学生提前进入职场，积累真实的工作经
验，培养职业素养。学生毕业后，能很好地融入
职场，实现高效就业。”北京打造前程互联网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总经理畅克恒说。

李梦佳是该学院美术系 2015 级平面设计专
业学生，她目前和一些同学参与了一个移动 APP
项目。“我和同学合作设计了一个关爱流浪宠物
的APP，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掌握了很多软件的
使用方法，对APP的界面设计、色彩、排版等有了
更多了解。通过这样的‘实战’锻炼，我发现自己
的专业知识还有很大欠缺，就自觉加强了学习，
希望将来能更好地胜任工作。”李梦佳直言。

“我们美术系和北京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合
作，开办了特色班，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到
企业项目中去，深化专业知识学习，锻炼自己过硬的专业技能。”该学院美
术系主任轩一心说。“我们把项目进行拆分，交给不同的学生完成。学生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他们学得更有兴趣，效率也更
高。”北京达内时代科技集团负责专业教学的老师张雷说。

今年秋季，该学院教育系与武汉童格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开办学前教
育（国学方向）专业，共招收两个班88名学生。“我们的专业课更接地气，
比如在教授中国艺术时，会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带领学生
利用二十四节气进行幼儿园环境创设，在边做边学中掌握剪纸、茶艺等知
识。”该学院教育系副主任杨琪说，在和企业合作的同时，老师们也会定期
到企业培训，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以便教给学生最实用的专业知识。

“12月4日，我带一名老师和两名学生到武汉参加了童格文化有限公
司举办的幼儿园教师基本功大赛，全国300多家幼儿园的教师参加，我们
的老师和学生现场观摩并且登台展示才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机会。”该学院教育系主任宋新宇说，通过和企业合作共建实训室，为
学生营造出逼真的实训环境，让学生边学边做，在实践中学到了扎实的专
业知识。此外，学生还可以利用假期到企业直属幼儿园实训，学生所学知
识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他们对学习会更有兴趣。

该学院相关负责人说，构建校企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不仅把企业
“搬进”学校，更重要的是把企业实际案例引入到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同
时得到锻炼，从而培养出更多“双证”（教师证和职业资格证）教师和“双
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学生，让学生同时学“做人”和“做职业人”，将
来走向职场后就更容易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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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红歌嘹亮响彻天空，爱国热情洒满校园。12月
16日下午，平顶山市第二中学唱响主旋律红歌比赛在学校
操场举行，同学们用嘹亮的歌声，展示他们朝气蓬勃的精神
面貌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为进一步宣传十九大精神，纪念“一二九”运动 83 周
年，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班级凝
聚力，市二中举办了此次合唱比赛。师生们用嘹亮的歌
声诠释爱党爱国情怀，纪念“一二九”运动，凝聚校园正
能量。

此次比赛由该校团委组织，11 月 20 日下发比赛通知，
并于当日成立比赛组委会，该校校长朱亚军担任组长。除
了高三年级学生外，该校高一、高二 32个班的 2000多名师
生全部参与到此次比赛中，

每一个参赛代表队都精心准备，认真排练，比赛在高
一（3）班《精忠报国》的歌声中拉开序幕，《龙的传人》《我
的中国心》《歌唱祖国》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回荡在
校园，催人奋进，鼓舞人心。整场比赛主题鲜明，参赛代表
队唱出了团结、唱出了干劲、唱出了新时代学生的风采。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一（1）班、一（4）班、二（14）班、二（15）
班分别获得一等奖。

朱亚军说，举行红歌比赛不仅仅是一种纪念、一种传

承，更是让全校师生感受到一种激情，从中汲取力量，
也是对学生们发扬爱国精神、学习优良革命传统的一
种鼓舞。

（耿剑 文/图）

平顶山市第二中学：

红歌嘹亮凝聚校园正能量

图为学校教师合唱团正在表演。

最近，湖南省沅江市泗湖山镇发生的
“小学生持刀弑母案”受到读者广泛关注，
许多家长感到震惊和痛心。12岁少年，连
砍 20 余刀，杀死 34 岁亲生母亲。孩子为
什么对母亲如此仇恨？家长要如何管教
青春期孩子？与孩子沟通时，家长要注意
什么？12月16日，记者采访了我市几位从
事心理咨询的专业教师。

家长暴力管教易激发孩子
仇恨心理

“12 岁少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这孩子不只是愤怒，更是仇恨。”平顶山学
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平顶山市 12355 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赵迎春痛心
地说，这孩子的仇恨不是来自于前置事件

（抽烟被打），而是家长长期以来的暴力管
教。“母亲管教孩子的手段是残暴的，这种
暴力管教行为在孩子心中烙下了仇恨，最
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市二高副校长、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
导师李宏照表示，孩子持刀弑母的案例已
非个案了，此前也出现过多例。“如果父母
经常打孩子，孩子很容易有暴力倾向。孩
子如果长期置身暴力环境，就有可能以暴
制暴。”

市育才幼儿园园长、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岳瑞平说：“在这个事件的报道中，有
很多细节值得我们注意，比如这个孩子很
小的时候，母亲外出打工，教育缺位，良好
的亲子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到孩子青春
期时，家长会很难和孩子沟通感情，如果
家长再使用打骂、讽刺等不当管教，只会
让孩子把对爱的渴望转向外界，要么结交
不如自己的朋友，要么在网络虚拟世界里
寻找自我……就这样，孩子慢慢变成成人
眼中的坏孩子。”

“家长往往打着爱的名义打骂孩子，孩
子小时候没办法反抗，长大了就会依样还
给家长。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李宏
照说，如果把一个孩子比作小树，家庭教育
滋养的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如果家庭
教育欠缺，那么孩子就很难茁壮成长。

青春期的孩子为何不愿和
父母沟通

“这个事件让我们迫切地感受到，孩
子处于青春期时，家长与孩子间的交流沟
通太重要了！如果沟通不好，不仅事关孩
子的健康成长，甚至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赵迎春不无担忧地说。

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
通，这是为什么呢？赵迎春说，青少年心
理教育专家陈一筠教授曾经谈过这个话
题，概括了几个理由：

一、父母不关心孩子内心的想法。孩
子认为爸爸妈妈不了解自己真正在想什
么，总要自己顺着他们指好的路走。孩子
会说：“我不是躯壳，我有灵魂，我也有我
的思想，我有大脑，我也会自己思考。”

二、似乎只有大人的事儿才是最重要
的。孩子会说：“爸爸妈妈对我的事情总
是不以为然，好像只有他们的事情才是最
重要的，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事都不值一
提。所以，现在我有烦恼根本就不和他们
说，反正说了也没用，他们也不会重视我，
也不会安慰，有时候甚至还会笑话。”

三、家长对孩子提各种要求，自己却
做不到。父母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自己
却做不到，孩子指出父母的错误那就是顶
嘴，而父母用吼叫的口气来教训孩子就是
循循善诱。

四、没有耐心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
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和爸爸妈妈说话，因为
父母总认为他们的意见很荒谬，是狡辩、
找借口，许多事情他们根本不征求孩子的
意见，也从来不愿听孩子的解释。

五、跟孩子“聊天”，话题只有学习。
在孩子看来，父母每天在家说得最多的话
就是要把学习搞好，总是爱问孩子的作
业、学习、成绩等，孩子感到很厌烦，总感
觉和家长话不投机。

“相信这些情况在很多家庭都出现
过，作为父母要懂得与孩子沟通的方法和
技巧，切忌一味要求和命令。”赵迎春说。

“家长要弄明白孩子真正需要什么，而不

是你以为给什么好就给什么。”李宏照提
出，家长要了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
还要按照孩子的个性特点给予正向引导，
孩子才会愿意和家长沟通。

与孩子有效沟通，家长需
要不断学习

与孩子沟通不畅时，作为父母，应该
如何改善自己的做法，才能更好地教育孩
子呢？结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
授的提议，赵迎春等老师建议家长格外注
意以下几点——

要改变教育模式。孩子小时候，家长
可以敦促孩子快点写作业。孩子长大时，
家长就要告诉孩子：你现在长大了，有一
些事情要自己做，需要帮助时你就说话，
你如果不说的话，我不管，你要自己管自
己。家长则要暗中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只是表面上开始放手。

把孩子当作同事一样尊重对待。孩
子进入青春期，独立意识更强，需要有一个
独立的心理空间。家长要尊重孩子，不要
动涉及他隐私的东西。

让孩子参与家庭大事。孩子走向工作
单位后，往往先做领导的助手，所以一定要
有动手能力。作为家长，如果家中老人病
了，周一到周五你照顾，周六、周日可以让
孩子照顾，这样你老了他也会照顾你。

从孩子的态度中发现自己教育方式
上的问题。当孩子对你不尊重的时候，你
一定有不自重的表现。有的家长爱孩
子没有节制，他今天对你不尊重，明天
出去就会对老者也不尊重。在家里你
要让他明白，让他先反省自己，然后再
告诉他。

关注孩子好朋友及其相关家庭背景，
让孩子结交良师益友。关注孩子的兴趣
爱好，尽可能与他有共同话题。

给孩子信任，减少不必要
的唠叨

孩子青春期时，家长一定要注意，不

要唠叨！你的唠叨只会让他离你越来越
远，话要说，一两句足够了。

为孩子的善良、成功、负责表现出骄
傲。家长夸孩子不要只以学习好作为评
判标准，而是看孩子是否懂事、有爱心
等。在孩子主动照顾生病的家人、关心同
学等事情上，要肯定孩子。

“有太多的人只学会了‘说话’，没有
学会‘沟通’。当和孩子发生矛盾冲突时，
只会吵、骂、打，用语言暴力甚至行为暴力
解决，轻者影响了亲子间的亲密关系，重
者酿成悲剧。”赵迎春说，沟通非常奇妙，
它可以激化对话双方的冲突，也可以解决
冲突甚至避免冲突。但是，很多家长在和
孩子沟通时，都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在解决问题。如何同与自己意见
冲突的孩子沟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需要家长不断学习。

“临床心理学博士卢森堡写的一本书
《非暴力沟通》里，提到‘非暴力沟通’这一
方式。‘非暴力沟通’是一种爱的语言，它
可以使冲突双方的沟通更加和睦，不必压
抑，也不必动怒，就能轻松解决问题。学
会了它，我们会发现，生活上很多冲突中
的沟通难题，都可以用非暴力沟通的话术
技巧来拆解。”赵迎春说，这种沟通的方式
很简单，“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式：只说
现象不作评论+表达感受+表达需求，就可
以了。”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做志愿
者时，赵迎春经常遇到家长反映和孩子无
法沟通的问题，比如一位母亲看到孩子
拿着手机玩游戏，就气不打一处来：“你
就会玩手机，看看人家 xxx，再看看你。
看！看！看！看瞎你的眼。再这样下
去 ，你 就 配 做 一 个 乞 丐 ，还 能 干
啥……”“此时此刻，这位母亲表达的只
是自己的愤怒和不满情绪，而非建设性的
表达。用非暴力语言沟通的方式是这样
的：（现象）孩子，你一直看手机，眼睛累不
累呀？（感受）妈妈很心疼，怕你眼睛受不
了。（需要）先休息一下好吗？这样，孩子
就容易接受。”赵迎春说。

（本报记者 邢晓蕊）

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许多家长备感困惑。由此，我市
几位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教师建议——

用爱和智慧陪孩子走过青春期

本报讯 12月9日，2018“畅享杯”全国财
会技能大赛（高职组）全国总决赛在江苏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落下帷幕，河南质量工程职
业学院取得团体一等奖的好成绩。这也是
该学院在近日举办的赛事上第三次取得优
异成绩。

2018“畅享杯”全国财会技能大赛由中
国总会计师协会主办，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大赛分设会计、出纳、税务三大
岗位，采用团体、封闭、限时的方式进行。
共有来自全国 43 所高职院校的 120 余名选
手参加。

该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老师高静、宋艳丽
指导的会计专业郭瑞、刘毓悦、张悦3名同学
经过奋勇拼搏，最终总成绩排名第六，取得团
体一等奖的好成绩。

在 2018 年河南省智能制造职业技能大
赛和 2018 年“厚溥杯”商业网站设计项目展
示大赛河南省总决赛上，该学院机电工程系
2017级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3名学生分别获
得个人赛一、二、三等奖，信息工程系代表队
的作品《围城》荣获大赛一等奖。

（耿剑）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在多项比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邢晓蕊 通讯员孟文）“他
们用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以
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激昂的
朗诵声久久回荡，激动人心。这激情的一幕
就发生在平顶山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学习成果展示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定

‘四个自信’”朗诵大赛的决赛现场。
近日，平顶山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学习成果展示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坚定‘四个自信’”朗诵大赛决赛在该学院图
书馆演播厅举行。经过层层选拔，共有 20
支队伍进入决赛环节。参赛选手紧紧围绕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定‘四个自信’”
这一主题，声情并茂地表达了他们对祖国
的热爱与忠诚，以及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
努力学习、建功立业的决心。参赛选手充
分展现了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精神风貌，赢
得了阵阵掌声。

“在舞台上，我们表达了心中对祖国深深
的热爱之情，这堂思政课形式很新颖。”参赛
学生吴嘉丽刚走下朗诵舞台激动地说。

为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平顶
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通过建立思政课教学基地、举办思想政治课
学生艺术作品展、参观革命纪念馆等形式多
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
相结合，真正把思政理论课建设成为深受大
学生喜爱、使他们终身受益的课程。

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朗诵大赛让思政课堂“活”起来

孩子在幼儿园学什么？怎么
学？这是广大家长最为关心的问
题。尤其是在杜绝幼儿园小学化
的当下，一些家长认为“幼儿园什
么都不教”，对幼儿园的教育充满
质疑，透着隐隐的不满情绪。幼儿
园到底教什么？家长在幼儿教育
中都存在哪些误区？如何正确地
爱孩子？近日，在给家长举办讲座
时，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名师
培育对象、市育新幼儿园名师李玉
丽给出了答案。

幼儿时期是培养良好行为习
惯的关键时期

“幼儿时期是培养良好行为习
惯的关键时期，幼儿良好的行为习
惯养成比知识的获得更重要。”李
玉丽直言。

她说，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
中，老师会着重培养孩子养成良好
的生活、卫生习惯，如饭前便后要
洗手，吃饭时细嚼慢咽，不挑食等；
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通过吃
喝拉撒睡，教孩子学会穿脱衣服鞋
袜、扣纽扣、整理物品等；给孩子做
事的机会，培养其独立性、自信心；
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
其独立意识。

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
如认真倾听、善于表达、学会思考
等，尤其会在各种活动中培养孩子
良好的专注力。具体做法有很多，
比如教师会通过区域活动、主题探
究活动等，让孩子认真投入地去做
事，并要求孩子做完一件事情再去
做另一件；在搭建积木、折纸、泥塑
等游戏当中，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培养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比
如规则意识、合作能力等，都是在
幼儿园的各项活动中慢慢渗透，并
通过长期坚持，让孩子养成的。

家长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
当今的年轻家长都非常重视

孩子的教育，但是也存在不少误
区。“家长总爱拿自己的孩子和别
人的孩子比，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
的长处，要相信你的孩子是优秀
的。”李玉丽说。

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是李
玉丽给家长们的建议。她说：“孩
子在 6岁以前，家长一定要抽时间
多陪陪，不管你是忙于赚钱还是忙
于工作，不管你是作为父亲还是作
为母亲，所有的理由都不是借口。
因为 6岁以后，孩子会有自己的玩

伴和社交圈子，和父母的关系就没
有 6岁以前那么亲密了。因此，家
长要多抽时间带孩子出去走走，拓
宽视野，增长见识。”

家长如何给予孩子高质量陪
伴呢？李玉丽建议，家长可以定期
带着孩子出去旅行，远近皆宜，让
孩子在旅途中增长见识，同时增进
亲子间的互动；跟孩子一起做一些
科学小实验，让孩子对科学知识产
生好奇与兴趣；给孩子讲故事，通
过亲子阅读，启蒙孩子的心智；带
孩子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看电影、
听音乐会等，让孩子从小有机会接
触到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产物，得
到良好熏陶。

“充分的抚爱、充实的生活、平
稳的环境、艺术的陶冶、健康的躯
体等，是孩子拥有健康心理的基本
条件。家长如果过于重视知识的
学习，而忽视孩子的品德教育、心
理健康、兴趣爱好等，那样只会让
孩子过早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
李玉丽提醒说，孩子在心灵成长过
程中，需要父母给予信任、信心和
耐心，对孩子提出的要求选择接纳
而不是放纵，关注当下，不要让未
来左右当下，要让当下影响未来。

榜样示范、正向引导是教育良方
李玉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位老师，家长要做孩子行为的榜
样，在日常小事中给孩子做好示
范，从不闯红绿灯、不随地吐痰等
小事做起，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公德意识，让孩子健康成长。

“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时无外
乎两种方法：一是正向手段，表扬、
鼓励、赞美、夸奖、欣赏、肯定等；二
是负向手段，批评、挖苦、指责、挑
剔、惩罚等，在教育孩子时两种手
段共用，但要有所侧重，正向手段
要 多 于 80% ，负 向 手 段 要 少 于
20%。为什么呢？原因是正向手段
符合人的天性。心理学家曾这样
说过：表扬、鼓励和赞美对于孩子
就相当于阳光对植物，是非常重要
的。”李玉丽说，负向教子、包办代
替、急于求成是教育的大忌，所以
家长们在教育孩子时要正向教育，
科学引导，激发孩子的潜能，培养
孩子讲礼貌、察言观色、待人接物
的能力，让孩子拥有良好的道德和
健康的心理品质以及高情商，长大
后成为积极健康、快乐成功的人。

（本报记者 邢晓蕊）

——省骨干教师李玉丽谈幼儿教育

良 好 的 行 为 习 惯 养 成
比 知 识 的 获 得 更 重 要

丰富校园文化

12月11日，同学们在宝丰县第二高
级中学校园书画展现场欣赏国画作品。

为丰富师生文化生活，宝丰县第二
高级中学于当日启动了为期一周的校园
书画展活动。本次书画展以廉政教育为
主题，共展出由师生自主创作的书画作
品 100 余幅，涵盖了国画、书法、简笔画

等多种艺术形式。参展作品内容丰富多
样、紧贴校园生活，用生动的笔触和鲜明
的色彩引导学生从小树立廉洁自律意
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