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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迷上做泡泡，暑假天天在家摆弄

洗衣液。”“一家人正用的蜂蜜找不到了，

原来是孩子拌了辣椒油偷偷藏起来”……

暑期以来，相信不少家长都被“熊孩子”折

磨过。面对惹是生非的孩子，如何管教也

是一门学问。我市一些中小学资深教师

也许能给你一些指导。

正确看待孩子犯错

暑期开始后，孩子在家惹是生非成了

常事儿。市民王女士说，孩子刚放假时迷

上了做泡泡，每天在家把洗衣液、洗手液、

肥皂等混合在一起，拿吸管反复实验，阳

台成了她的实验基地。有一天，孩子把做

的泡泡液弄洒了，地面、衣服、鞋子上全是

黏黏的肥皂液。她厉声斥责，并警告孩子

以后不允许再做，孩子委屈地哭了。孩子

天性爱动，王女士觉得孩子做错了就要批

评，可有时候把握不好批评的度，担心伤

了孩子的天性。

新华区新程街小学副校长孟蕊说，对

孩子来说，犯错是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当孩子做了错事，大部分能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内心会有愧疚感。这个时候，

如果父母再一味责骂，会抵消孩子的愧疚

感，让孩子产生叛逆心理。如果父母理智

引导，可能会成为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

如果父母过于严厉，孩子会为了避免犯错

而畏畏缩缩，不敢尝试和探索，甚至会用

撒谎来逃避父母的责怪，内心对父母也更

加防御。所以，父母首先应该学会正确看

待孩子犯错这件事，允许孩子犯错，有了

这 样 的 心 态 ，才 能 解 决 好 孩 子 犯 错 的 问

题。

孩子做错事，也需要爱和支持

市民李女士的孩子今年 7 岁半，暑假

天天在家，除了学习，其余时间就是淘气，

为此，孩子时常受到责骂。上周一，李女

士发现家里的蜂蜜不见了，询问孩子时，

孩 子 话 语 前 后 矛 盾 ，像 是 有 意 在 逃 避 问

题。最后，孩子经不起李女士的逼问，拿

出了被添加辣椒油的蜂蜜。看着孩子手

足 无 措 的 样 子 ，李 女 士 这 次 没 有 责 骂 孩

子，“可能是我之前吵得太多，孩子产生了

畏惧，偷偷藏起了蜂蜜。”李女士自责说。

新华区联盟路小学大队辅导员赵俊鸽介绍，对于犯错的低

龄孩子，家长过度斥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破坏他的安全

感。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孩子甚至成年人做错事后不敢告诉

父母，自己默默承受，有时甚至会酿成严重后果，造成悲剧。曾

经有一则新闻，一个孩子因为打碎了学校的玻璃不敢告诉家长，

于是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了。只是打碎一块玻璃，却让孩子

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让家长知道。因此，在孩子犯错时，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爱不会变，永远站在他这

边，和他一起面对。给孩子心理支持，他会更有勇气去面对错

误。

面对犯错的孩子，家长该怎么做

“遇到孩子犯错，家长多一点耐心。首先给孩子解释的机

会，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再做判断。了解清楚情况后，更有利于

正确教育孩子，不至于误会孩子。”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宏照说。

李宏照介绍，孩子做了错事，家长不要带着个人情绪去攻击

孩子的人格，应该让他认识到错误所在，就事论事，不翻旧账。

孩子犯错了，首先是让他认识到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并引导其

学会承担责任。其次要让孩子知道，不管发生什么，父母都会给

他支持和帮助，但绝不意味着包庇、纵容孩子的错误。家长一定

要有原则，帮助孩子明确是非，培养责任感。

比如把碗打碎了就要帮忙收拾碎片、清理垃圾；打了同学就

要赔礼道歉；影响了公共卫生或环境就要付出行动承担相应责

任……不要觉得孩子小就可以不追究不计较，责任教育，需要从

小做起。

(本报记者 丁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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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进阳）为

深化校企合作，加快学校与企

业 的 产 教 融 合 ，7 月 22 日 下

午，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邀请平高集团负责人及工程

师入校参观，并举行校企产教

对接推进会。

在此次产教对接推进会

上，校长李树伟向与会人员介

绍了学校的情况。

该校十分重视产教融合，

自建校以来，始终坚持“四个

服务”办学理念，为我市企业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技术

支持。目前，学校正谋划新一

轮发展，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力争打造产教融合

的引领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该校与平高集团

的合作成为校企合作的典范

和样板。学校与平高集团共

商产教对接，使校企合作迈上

新台阶。

会上，该校教务处负责人

对前期校企合作成果进行了

重点汇报，与会领导、专家就

战略合作签订框架协议，双方

就共建平高智能学院、签署学

徒制人才培养协议、共建智能

应用技术中心、共同开展双师

型教师培训基地建设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平高集团党委委员、纪委

书 记 、工 会 主 席 李 俊 涛 介 绍

说 ，平 高 集 团 与 平 顶 山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合 作 基 础 良

好 ，学 校 注 重 学 生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先 后 为 平 高 集 团 输 送

了 一 大 批 优 秀 人 才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较 高 ，成 为 支 撑 企 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校企合作

是 未 来 企 业 谋 求 新 发 展 ，培

育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的 重 要 途

径 ，双 方 要 深 化 全 方 位 的 合

作 ，在 人 才 培 养 、专 业 共 建 、

实训室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

合 作 ，必 将 推 动 双 方 共 同 发

展 ，互 利 共 赢 。 平 高 集 团 将

充分发挥新基建龙头企业的

技 术 引 领 作 用 ，全 力 以 赴 支

持学校将微能网示范项目打

造 成 为 国 内 一 流 的 示 范 工

程 ，将 双 方 合 作 打 造 成 国 家

级的校企合作品牌和名片。

此次会议促进了校企深

度合作，是学校立足地方、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创新办学模

式的重要探索，为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建立产教融合良好生态奠定

了坚实基础。

会议当天，与会人员先后

参观了机械实训工厂、ICT 创

新基地、航空实训室、数据中

心、汽车实训室、机器人实训

室等。平高集团组织部（人资

部）、科信部、平高清大等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校企联动 产教融合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举 行 产 教 对 接 推 进 会

乔炜是市财经学校工艺美术部一名服

装专业教师，河南省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花

芬技能工作室成员，还是装饰美工技师、服

装设计定制工二级技师、服装工艺师。

她爱岗敬业，屡获佳绩，先后获省级优

质课教师、省级优秀辅导教师、河南省职业

教育教学名师、平顶山市新长征突击手、平

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平顶山市优秀教

师、平顶山市优秀班主任、“鹰城最美教师”

等荣誉称号。

勇挑重担 乐于奉献

在教学过程中，乔炜积极承担教学任

务，周课时平均在 16 节以上，担任班主任工

作 15 年，每学期都超额完成教学任务。教

育的真谛是爱与责任，乔炜坚持用耐心、细

心、恒心汇聚爱心，并沁入她教过的每一个

学 子 心 田 。 在 21 年 的 教 学 生 涯 中 ，她 用

“爱”呵护学生，感悟并分享着教师使命的神

圣与崇高！对职业教育的热爱与执着也让

她 成 为 家 长 信 任 和 学 生 爱 戴 的 优 秀 班 主

任。她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校园创业、培养学

生的职业竞争力、教导学生做品行端正的现

代人才，她所带班级毕业生在各自岗位上闪

耀着青春光彩。

爱岗敬业 工作勤奋

从教 21 年来，乔炜一直拼搏在教育教

学第一线，授业解惑，把“学高为师，德高为

范”作为自己的从教格言，勤奋敬业，以良好

的 师 德 、个 人 魅 力 影 响 教 育 每 一 位 学 生 。

2012 年，她主持创办了服装设计专业，第一

个献上了自己家的布料、熨斗、电动缝纫机

等。

中职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实践能力

培养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她着重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突出强调对制作技巧的掌

握。课堂上，她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打版、剪

裁、缝制，先为自己制作衣服。根据学生实

践能力水平设置不同的教学实践难度，并把

好的作品放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和点评，使学

生在专业学习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体会

到“学有所成”带来的喜悦，进一步激发同学

们学习的兴趣。

为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她特意把课堂

从学校搬到市场和工厂。征得学校同意后，

她带领学生去市内各大商场、超市考察服装

流行款式、颜色和面料等。先后带领学生到

平棉天盛服装厂、平顶山雅奇针织服饰有限

公司、集美服饰、平顶山舞蝶服装厂参观考

察，通过参观考察让学生找到自身的差距，

从而给自己找准定位，查找学习中存在的不

足，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学生徐小

芳、李秋雨、刘静静、梁倩倩等人的实践操作

能力都十分突出，通过实训，她们不但解决

了自己的穿衣问题，还能为家人设计制作合

身衣服，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积极钻研 勇于创新

教学之余，乔炜积极投身教育教学研

究，不断钻研学习，提升业务能力和专业水

平。科研课题、论文、著作中的鲜活案例都

凝聚着她对职业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须是水龙头。她

从不错过任何一次专业学习培训的机会，积

极主动地去学习，不断提升自我。在挑战中

磨炼自己，刻苦钻研，不断追求生命价值最

大化。

近年来，在省市级技能大赛中，乔炜先

后荣获省市技能大赛一等奖 3 次、二等奖 5

次；在 CN 刊物上发表《试论中职学生专业

技能培养与德育教育的兼容》等论文 5 篇；

参编论著教材《色彩构成》等 3 部；主持、参

与课题研究《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实施模式与

对策研究》等 10项。

乔炜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个专

注的人、做一个坚持的人、做一个勇敢的人、

做一个热情的人，那我们将会成为无所不能

的“超人”。她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

她 以“ 超 人 ”的 品 格 与 精 神 孕 育 着 满 园 春

色。在三尺讲台上，她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她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

她愿意把今天作为新的起点，不断提升自

己，继续在平凡的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为

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丁进阳）

下图：乔炜（右四）在指导学生进行服装

设计。 曹剑 摄

——记平顶山市财经学校工艺美术部教师乔炜

三尺讲台勤耕耘 爱岗敬业育人才

本报讯 （记者丁进阳）近日，记者从平

顶山技师学院获悉，该学院王子壮、唐金龙

等 12 名学生从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河南省

选拔赛上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入围省集训

队，为冲击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

据了解，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

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

是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展示和交流职业技能

的重要平台。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将在上海举办。

自 2019 年 11 月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河南省选拔赛启动以来，平顶山技师学院参

选学子在各赛项竞技场上大放光彩。截至

今年 7 月 12 日，有 12 名选手在数控车、数控

铣、车身修理、机电一体化等 11 个项目中，

以 自 身 过 硬 的 技 术 获 得 参 加 省 集 训 的 资

格。通过省集训者将获得参加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的通行证。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优

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院强大的师资支持

和参赛选手的刻苦训练。7 月 23 日下午，记

者来到平顶山技师学院实训楼。在时小广

名师工作室，记者见到了现代制造系教师陈

春光。

据陈春光介绍，为备选大赛，学院成立

了技能大赛指导委员会，安排业务精良、技

能娴熟的专业指导教师，对参赛选手展开专

项集训，以世赛标准从体能、心理、技能、生

活等多方面制定了严谨细致的训练计划和

方案，使选手们的训练能够紧锣密鼓地开

展。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依然阻挡

不了备赛紧张的步伐。疫情期间，学院统一

部署，让选手居家训练，安排教练线上辅导，

各赛项辅导教师保持电话、微信、QQ 等多

种联系方式畅通，随时与学生保持联系，使

学生能够及时得到辅导教师的帮助。

除了对学生随时辅导，学院还定期组织

师生进行线上讨论、总结，做好竞赛选手家

长工作，实现学校与家长的共同监督，保证

训练能够切实开展，将学生训练落到实处。

4 月份，在学院领导的不懈努力和各部

门的积极配合下，世赛备赛选手得以返校集

训。每天的训练从早上整齐划一的跑步声

和嘹亮的口号声中开始；早餐后，选手们开

始一天专业、紧张、充实的训练，老师们经常

陪伴学生训练到深夜。

在现代制造系实训场，选手们以娴熟

麻利的动作操作着实训设备，老师以专业

的眼光考量着选手的行为规范，指导选手

进行训练；在电气工程系实训场，选手们熟

练地排线、接线、调试，教练悉心指导着选

手；在汽车工程系实训场，选手沉稳地操作

着工具，完成汽车的抛光、打磨、喷漆，教练

细心记录着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在信息工

程 系 实 训 场 ，选 手 们 挥 舞 着 工 具 ，完 成 熔

接、布线、盘纤，教练耐心地手把手演示；在

现代服务系实训场，选手们熟练地操作着

工具和设备，贴面、剪发、烘焙，教练们严格

把 控 着 训 练 过 程 ，训 练 经 常 持 续 到 晚 上 9

点。日积月累的训练，教练和选手们做到

了晨会任务合理安排、训练过程细致认真、

训练结束总结再提升。

选手和教练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训

练，得益于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返校复

训后，在学院领导的安排和部署下，各部门

积极配合，为备赛选手准备了舒适的宿舍，

保障选手的休息质量；为备赛选手进行科学

合理的配餐，保障选手的饮食；对实训室、宿

舍、食堂定时消杀，保障选手疫情期间的安

全；定期巡视慰问，为选手加油鼓劲。

普教有高考，职教看大赛。技能大赛是

检 验 一 个 职 业 院 校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的 试 金

石。近年来，平顶山技师学院始终把培养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坚

持以技能大赛为抓手，引领教育教学改革，

把“传承工匠文化、弘扬工匠精神”作为教育

教学主旋律，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从技能大

赛中脱颖而出。

“未出校门已成行家，走上岗位便是骨

干”，胡中辉、李艳旭、张录申等同学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在学院、企业的培养下，

最终成长为企业、行业不可或缺的技能大

师。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结束

平顶山技师学院 12 名学子入围

本报讯 （记者丁进阳）《平顶山晚报·鹰

城校园》自 4 月 10 日推出第一期《跟着导师

写作文》栏目以来，受到了广大小记者、作文

栏目导师的关注。在栏目导师的引导下，截

至目前已经见报 14 期，投稿量超过 300 篇，

刊登小记者作文 121篇。

半个月酝酿 栏目顺利诞生

今年年初，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决定

增设一个新的作文栏目，提高小记者的写作

水平和参与积极性。

《平顶山晚报·鹰城校园》原有小记者作

文版面《青草地》已经广为小记者和家长熟

知。今年 3 月份，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提出

增设栏目后，工作人员马上行动起来，经过

十多天的时间，确定采访主题、邀请栏目导

师、通知小记者投稿等。一切工作就绪后，4

月 10 日，一个全新的栏目《跟着导师写作文》

在当期 《平顶山晚报·鹰城校园》与大家见

面了。栏目贴近生活，选题新颖，很快得到

小记者和家长的认可。

周周新主题 期期皆精彩

为做好新栏目的策划，工作人员经常一

起商量栏目主题，并请教新华区体育路小学

三（1）班班主任王珏、卫东区五条路小学六

（5）班语文老师王红梅、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公明路小学五（2）班班主任徐启静等作文栏

目导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结合当时

的季节特点，《跟着导师写作文》前四期总主

题为“跟着导师写春天”，周主题分别为“春

天的花”“春天的草”“春天的水”和“暮春”。

转眼到了 5 月，接下来写什么主题呢？

在大家的集思广益策划下，“我和妈妈的故

事”“五月的月季花”“梦想”“爸爸妈妈的童

年”等作文主题先后与大家见面。

经过 3 个月时间，《跟着导师写作文》栏

目运作得越来越顺利，教育中心确定了 7 月

份主题“家风”，并邀请卫东区雷锋小学三

（5）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王锐军、湛河区开

源路小学一（2）班语文教师贾艳旭等组成智

囊团，确定了“孝老”“宽厚”“节俭”“自律”等

4个小主题。

目前，8 月份《跟着导师写作文》主题确

定为“礼仪”，4 个小主题也已确定，详情请关

注本周五《平顶山晚报·鹰城校园》的《跟着

导师写作文》栏目内容。

投稿热情高 版面增加

《跟着导师写作文》栏目开始运行之后，

关注这个栏目的小记者和家长越来越多，小

记者的投稿热情越来越高。

5 月 10 日是母亲节，教育中心不仅提前

推出了母亲节主题线上活动，第五期栏目征

稿主题也和母亲节有关，是“我和妈妈的故

事”，小记者投稿量骤然增加，于是教育中心

特别申请了两个版面。从那以后，小记者的

投稿热情一发而不可收，《跟着导师写作文》

栏目第七期、第八期、第十二期、第十四期均

为两个版面。

“我觉得栏目主题设置特别好，对于孩

子来说特别有意义。”“这些主题与我们学校

开展的很多主题教育活动相契合，具有正面

的引导作用和教育意义，有助于孩子们形成

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近日，新华区胜利街小学、卫东区雷锋

小学、湛河区沁园小学、开源路小学等学校

的小记者辅导员对《跟着导师写作文》栏目

给予好评，也祝福栏目越办越好，推出更多

有教育意义的作文主题。

晚报小记者14期投稿量超过300篇

《跟着导师写作文》受欢迎
7 月 21 日，平煤幼儿园开展了以“快

乐运动、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幼儿体育技

能测评活动。测评内容分别为小班孩子

踩高跷过障碍物、中班孩子花式拍球、大

班孩子花样跳绳。在测评现场，幼儿们

充分展示了健康、自信的精神风貌。

平煤幼儿园开展体育技能测评

中班孩子花式拍球测评大班孩子花样跳绳测评

小班孩子踩高跷过障碍物测评 刘爱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