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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作为市财经学校的新

型专业之一，近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显

著。目前拥有 14 个教学班，在校生已超

700 人。电子商务专业招生人数能够年

年倍增，与该专业课程建设逐年提升密

不可分。

优秀的师资，醇厚的学风

市财经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拥有一支

优秀的师资队伍。以熊烈、潘桂梅为代

表的资深老师兢兢业业上课，周周教研，

引领着以王会娟、柏虹飞、刘志杰、王雅

雅为代表的青年教师不断提高理论教学

和实训水平。

同时，中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各种骨

干教师、双师型教师培训。每年暑假至

少派遣 3 到 5 名教师参加国家骨干教师

培训，提升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培训期

间，老师们认真学习，特别是柏虹飞老师

常常学到深夜，出差时在火车上学习，训

练时在教室里学习。她的学习精神感召

了其他参加电子商务技能大赛的队员，

另外，她还参加了硕博连读，并鼓励学生

们深造以提升学历。

柏虹飞、王会娟、刘志杰、王雅雅等

四位老师组成的辅导团队，爱岗敬业，不

分上下班，不分假期，天天到校精心辅导

学生，疫情期间，在线辅导一天也没有耽

误过。学生们废寝忘食，拼搏训练，有时

训练到深夜一两点。

为了更好地辅导学生，这四位老师

自费购置网络最新电商课程、书籍，不断

补充电商行业最前沿知识。

疫情期间，参赛学生自己购买电脑

在家训练，时常废寝忘食。面对学生返

校后发生的变化，家长们纷纷点赞，也非

常感谢学校让孩子们重新回到拼搏学习

的道路上。这些参赛备赛的学生也引领

着全体电商专业学生的技能提高和学业

成长。

学校重视，实训设施完善

近几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电子商务专业投资数百万元筹建了

电商运营综合实训室、商品拍摄实训室、

美工实训室、物流管理实训室等多个电

商实训室。在电子商务技能大赛方面，

学校各方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学校实训

中心负责同志加班加点为学生实训提供

硬件支持和软件平台环境测试，派专属

教师团队进行辅导。在 2019 年 10 月河

南省中职技能大赛“电子商务运营”项目

上 ，该 校 两 名 参 赛 选 手 全 部 获 得 一 等

奖。升学就业齐头并进，学校的电子商

务 专 业 在 较 短 时 间 内 跻 身 全 省 同 行 前

列。

以赛促教，专业水平稳步提升

由于电商专业新，发展快，学校经常

组织老师和学生参加各种行业赛事，通

过同行交流和与沿海发达地区比拼，总

结赛事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更新自己的

课程体系，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学习，逐

渐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校本化人才培养

方案。

学校细化培养方向，把电商专业分

为三个培养方向，分别是电商物流方向、

电商运营方向和电商美工方向。专业细

化有利于学生与未来的企业对岗对接，

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学习到更专业的岗

位知识。

专业课程建设方面，紧跟时代步伐，

及时调整专业开设内容。比如目前比较

热门的《大数据分析》《新媒体营销》《直

播售货》等新课程，已经出现在电子商务

专业的课堂上。

重视工学结合，加强校企合作

目前，市财经学校电子商务专业与

浙 江 菜 鸟 电 商 园 前 岭 校 区 签 订 合 作 协

议，该校学生在校完成理论课学习后，到

该园区进行实战操作。毕业后学生可以

在菜鸟电商园工作，也可以与本地电商

企业联合制定电商培训方案，为电商企

业培训优质人才，促进本地区域经济发

展。

该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快速发展，一

方面为我市经济的发展输入了人才，另

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学生继续进入高校学

习深造。下一步，学校将加强校企合作，

不 仅 让 学 生 走 出 去 ，还 要 把 企 业 引 进

来，开设电商孵化园，组建自己的电商公

司、物流公司，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与

实践、运营、管理，利用集体智慧带动学

生 创 业 ，为 我 市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贡 献 。

（本报记者 耿剑）

——市财经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发展纪实

实训大赛齐头进 校企合作实践多

本报讯 （记者耿剑 通讯员吕喆）近

日，平顶山技师学院 24 名学生分别收到

施耐德电气“美好明天”自强助学金 1800

元。

据了解，近年来，平顶山技师学院为

了不让毕业生在求职路上掉队，采取多

种措施，保障学生就业。

为保障学生就业，该学院创新招生

就业模式，建立网上招生平台，组织“空

中校园招聘会”，线上招聘由就业指导处

与各系部联系合作单位采用视频方式展

开。毕业生专业涉及电气自动化设备安

装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加

工、机械设备维修、汽车维修、幼儿教育、

电子商务、建筑装饰等 30 余个，线上、线

下参加招聘单位百余家，提供实习岗位

近 3000 个，确保疫情期间毕业生能够顺

利实现就业。今年初，学院组织人员到

高新区皇台产业园进行调研，了解企业

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按照企业需求在校

园发布招聘信息 6 期，组织 2020 届毕业

生前往企业就业。

近年来，学院坚持校企合作办学体

制，主动推进产教融合，牵头组建平顶山

市技工教育集团，与我市 9 个产业集聚区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时小广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曹二文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发挥技工教育资源优势,主动为

产业集聚区和合作企业提供人才、技术

支持。目前，学院共有校外实训基地近

200 个，校企合作企业近 300 家，本市企业

百余家，每年学院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达

60%。在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的优秀毕业生胡中辉和胡中辉技能大

师工作室（工作室成员 60%为该学院毕业

生），成为学院为企业提供人才、技术支

持的代表。2019 年学院召开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大会，邀请宝丰产业聚集区、高新

区产业集聚区等 9 个产业集聚区和 130

多家企业参加，共商校企合作、共谋校企

发展，全力为我市经济转型发展助力。

学院建立就业服务机制，对毕业生

日常信息做到实名制系统登记，不定期

对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摸排，通过电话、

QQ、微信等多种方式加强联系，完善个

人信息，推送就业服务短信，提供职业指

导，对有培训意愿的推荐其参加职业培

训，对有调整工作单位意愿的积极推荐

学院合作的其他企业，对有意调整工作

岗位的及时与合作企业沟通协调，确保

学院毕业生毕业后、就业前就业服务工

作不断档、不掉线。截至目前，平顶山技

师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已全部实现就业。

校企合作 助力发展

平顶山技师学院 24名学生喜获助学金

自 2015 年入职以来，新华区建设街

小学二（3）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淑心

一直担任低年级班主任。

“学习不是枯燥的，它是有趣的。我

就想让学生能在‘玩中学、学中玩’，学知

识的同时，守护好他们的快乐童年。”张

淑心说，她用活动和游戏打造趣味课堂，

还针对后进生开设小葵花妈妈课堂，让

学生爱上学习、树立自信。

小葵花课堂让学生重拾自信

张淑心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抓住

其兴趣点，开展了趣味课堂，通过游戏、

活动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

语文课上，张淑心有时会把学生带

出教室，先玩 20 分钟游戏。返回课堂后，

学生讲述游戏收获。随后，张淑心以游

戏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团结友爱、互帮互

助。每年寒暑假，张淑心都会给学生布

置一些动手的作业：寒假时布置一些让

学生写春联、送贺卡、给家人拜年等年味

儿浓的作业，暑假时让学生进行一些生

活体验，并鼓励他们多参加家庭劳动。

张淑心认为，语文课不单单是识字、

讲课文，还要教会学生怎么做人。游戏

中、生活里才是学习语文最好的课堂。

张淑心的语文课总是伴着欢笑，学生们

也善于表达，天马行空的想象层出不穷。

抱着“不让学生落下基础知识，在家

长无力辅导学生时，老师能及时给予帮

助”的想法，张淑心深入调查摸底后，利

用自习课或是课后延迟的一段时间，于

2015 年在班里开设了小葵花妈妈课堂。

和常规的补课形式不同，张淑心总是先

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与其成为知心朋

友后，再就某一个知识点与学生分析课

堂上没有消化的点。次日语文课，张淑

心会找准时机，委婉地提出问题，让参与

小葵花妈妈课堂的学生回答，从而树立

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敢于发言、愿意分

享。

近两年来，小葵花妈妈课堂已经推

广成该校的年级活动。年级组的老师讲

课前通告下，其他老师就会将消息传达

各班，需要老师答疑解惑的学生就主动

来听课了。目前，这个温馨的课堂也形

成了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不分班级、因

材施教，老师们真诚相待、耐心相帮。

“百分之九十八的学生在小葵花妈

妈课堂接受辅导后，重拾自信，慢慢爱上

了学习，学习成绩一路攀升。”张淑心很

欣慰地告诉记者，在今年的期末考试中，

她的班里没有后进生，总成绩在年级名

列前茅。

传授方法，用爱构建家校联盟

除了学习老教师的管班经验外，张

淑心还经常关注网上关于育儿方面的知

识 讲 座 ，学 习 一 些 实 用 性 强 的 育 儿 方

法。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遇到难以解决

的问题，如孩子叛逆、磨蹭、口无遮拦等，

都会向张淑心求助。张淑心给出的方法

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困惑，前不久，学生家

长还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有些家长会在听写本或是卷子上

给我写留言，反馈孩子的情况和问题。

每条信息我都会认真浏览，需要老师做

的立即行动，需要家长配合的，我会告诉

家长该怎么做。”张淑心说，不少家长缺

乏经验，遇事不知道该咋办。家长来求

助，她会将自己总结的、实用性强的方法

倾囊相授。渐渐地，家长们都很信任张

淑心，非常支持她的工作。

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张淑心利用家长会跟家长沟通兴趣的重

要性。得到家长认可后，她要求家长监

督学生，每晚定时打卡阅读。“每晚 7 点到

9 点是打卡时间，家长把学生读书的视频

发到班级群。班里会奖励优秀小读者，

继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张淑心说，

阅读养成计划渗透到班级后，学生识字

量大大提升，写文说句都不成问题。目

前，这项活动已经坚持了一年半，将一直

继续下去。

学生和家长喜欢、信任班主任，班主

任开展教学或组织活动时就游刃有余。

张 淑 心 把 满 腔 热 情 全 都 倾 注 在 学 生 身

上，她与家长统一战线，用爱守护着学生

的快乐童年。

建设街小学校长刘晓惠说，张淑心

是一个有心、用心，而且很有巧心的老

师，在班主任工作中，她春风化雨，滋润

每个学生的心田；班级活动机动灵活，有

创意有想法，充满工作激情和爱心；班级

氛 围 积 极 和 谐 ，深 受 家 长 和 学 生 的 喜

爱。 （本报记者 刘世超）

张淑心：用爱守护孩子的快乐童年

本报讯 （记者耿剑）排队、测体温、

填写个人资料、办理缴费手续……在刚

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市实验高中、市

一高、市二高、市三高等多个高中开始

了新生报名工作。

8 月 8 日上午，记者在市二高校门

口看到，8 点过后，高一新生开始陆续入

校办理报名手续。学生们在校门外排

成两队，入校时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正

常后才能入校。在教学楼前，学校安排

了三组登记台，学生们入校后进行第二

次排队，报名现场秩序井然。

市四十一中十二班一名毕业生告

诉记者，他是 7 日晚上收到高中录取通

知短信的，8 日上午，他和父亲早早来到

学校报到。

来自市三六联校和市十四中的另

外两名学生也是 7 日晚收到的报名短

信。他们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学校。

报名现场，新生登记后到财务室缴费，

办理入学最后一项手续。

据 了 解 ，8 月 8 日 上 午 ，市 实 验 高

中、市一高、市三高等多个学校开始了

高一新生报名工作。除了要求学生携

带相关手续外，各学校还增加了体温检

测和人员疏导，在进出校门区域设置了

专用通道，在登记报名区域安排了人群

疏散管理人员。

右图：市二高报名现场

本报记者 耿剑 摄

我市高中新生陆续报到

本报讯 （记者耿剑）截至上周

末，由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推出

的“小记者免费作文培训”已经推出

了 5 期，共计 500 多名小记者参加了

培训。精彩的培训内容受到小记者

的喜爱，第六期作文培训将在本周

末继续进行，每个年级限报 20人。

“小小红坛子，装满红饺子。吃

掉红饺子，吐出白珠子。”8 月 9 日是

四年级小记者作文培训。上午 9 点，

记者来到作文培训教室时，主讲赵

老 师 正 带 着 小 记 者 们 玩 猜 谜 语 游

戏。通过谜语中给出的水果大小、

颜色、味道等关键词语，让小记者猜

水果。在众多谜语中，这个谜语难

住了大家。

小记者们有的猜是石榴，有的

猜是苹果，有的猜是草莓。虽然小

记者们争相发言，但没有一个人说

出 正 确 答 案 。“ 为 什 么 大 家 都 猜 错

了？因为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缺乏细

致的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原来，这

个谜语的谜底是“橘子”。

接着，赵老师抱出了当天的“合

作伙伴”大西瓜放在桌子上，并告诉

小记者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认识这

个“西瓜朋友”。

“先看一看，咱们的西瓜朋友穿

什么样的衣服？”“再摸一摸，西瓜朋

友的衣服有什么触感？”“然后用手

拍 一 拍 ，听 一 听 西 瓜 朋 友 说 了 什

么？”“再来抱一抱，大家有什么感觉

呀？”“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在欢快的课堂上，小记者们在

赵老师的引导下，找到了“碧绿碧绿

的西瓜”“光溜溜的西瓜皮”“沉甸甸

的西瓜像是西瓜中的大将军”等描

述西瓜的词句，再通过一系列想象，

找到了“西瓜说的话”以及切开西瓜

后“西瓜籽调皮的表情”、小记者嗅

到了西瓜清甜的味道后口腔里的反

应等，让小记者学习观察的方法和

技巧，通过观察找到事物的特点，再

用鲜活的语言把这些特点写下来，

这样一篇三四百字的作文就可以轻

松拿下了。老师讲了西瓜，小记者

都写西瓜作文会不会千篇一律呢？

怎么会呢！在老师的引导下，小记

者们的作文标题也丰富多彩，除了

《水果将军》，还有《有趣的作文课》

《有趣的老师》等题目。

“好玩”“快乐”，这是小记者们

对当天上午作文课的一致评价。在

写作文前，来自卫东区雷锋小学的

小记者范伯炜甚至不舍得把分到的

西瓜全吃掉，坚持要留下一半放在

桌子上给他当“模特”。精彩的作文

课不仅吸引了小记者，也吸引了在

场 的 家 长 。 小 记 者 朱 宽 昊 的 妈 妈

说，老师讲得好，孩子特别喜欢听。

小记者程煊采来自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公明路小学，他的妈妈说，当天的

作文课是孩子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后

主动要求报名的，课堂生动鲜活，特

别吸引孩子，真是不虚此行。

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有关负

责人说，“小记者免费作文培训”自 7

月 12 日推出以来，受到家长好评。

针对小记者年龄的不同，作文培训

采用了分年级进行，经验丰富的专

业老师根据学生的年龄设计课程。

同一年级，每一周的授课老师、授课

主题各不相同。不同内容、不同授

课风格让每一场作文培训课都充满

了新鲜感。

此次作文培训主要是解决小记

者在报纸上投稿的难题。个别小记

者因为写作水平有限，投稿积极性

不高。通过近一个月的培训，不少

小记者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巧，投

稿率明显增加。根据小记者的学习

需要，免费作文培训会延续到暑假

结束，有时间的小记者可通过“鹰城

小记者”微信公众平台预约报名。

本周末“小记者免费作文培训”

课程分别为：8 月 15 日上午，一年级

《看图写话》；8 月 15 日下午，二年级

《情景作文创作》；8 月 16 日上午，三

年级《叙事写作指导》；8 月 16 日下

午，四年级《激发写作灵感》。

前五期共有500多名小记者参加

“小记者免费作文培训”本周末继续

本报讯 （记者耿剑）高考成绩

出来后，很多考生开始忙着选报志

愿，市实验高中多位学生却忙着给

母校写感谢信。

“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

老师，当我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指

引方向；当我烦恼痛苦的时候，给我

关爱和温暖。是他们陪伴着我一起

走 过 了 高 中 三 年 充 实 而 多 彩 的 时

光。”高三（6）班毕业生王玉龙在感

谢信中这样写道。学校老师收到信

件后，感动不已。

7 月 25 日凌晨 3 点，当王玉龙得

知自己今年高考成绩 642 分时，抑制

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感激之情，第一

时间向母校老师报喜。王玉龙说，

回想起三年前来实验高中时曲折的

经历，看到三年后取得如此好的成

绩，心中感慨万千。“老师们知识渊

博，真诚严谨，他们不只是知识的传

授者、引导者，还是生活中的朋友、

人生中的导师。为了帮我弄懂一个

难题，他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讲解；

为了帮我走出考试失利的泥潭，他

们一次次的加油鼓劲，让我充满自

信，勇于向前；为了帮我消除学习上

的毛病，他们一次次促膝长谈，让我

改正缺点，少走弯路。在老师们的

关怀和培养下，我才取得如此好的

成绩。”7 月 27 日，这封发自内心的

感谢信在该校微信公众号推送后，

该校师生纷纷为王玉龙点赞。

毕业生张舵在感谢信中写道：

“亲爱的母校，作为实验高中历史上

首届既在老校区上过课又迁往新校

区的毕业生，在母校学习时，我们亲

眼见证了学校的发展，亲眼看着原

本条件一般的新校区在学校努力下

一点一点变得舒适，我们打心底里

高兴。如今我们离开了母校，但我

们对实验高中的关注不会因距离而

减少，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会关注

着母校的发展。”

高三（5）班毕业生田博文在感

谢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老师：“班主任

王泽刚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两年，

但对您的印象却最深刻。感谢您每

天早上陪我们一起早读；感谢您每

节自习课都会准时坐在讲台上陪我

们学习；感谢您每天中午用手臂当

枕头在讲台上陪伴我们；感谢您在

我 们 迷 茫 时 不 离 不 弃 ，耐 心 疏 导 。

您为我们 5 班付出实在太多太多，多

得我们难以用言语表达，多得我们

每 每 想 起 都 不 禁 潸 然 泪 下 。 谢 谢

您，王老师！”

田博文说，正是在无数个像王

泽刚一样好老师的指引下，在今年

高考中，他考出了 617 分的好成绩，

这 一 切 都 离 不 开 老 师 们 的 谆 谆 教

诲。

毕业生张琪在感谢信中写道：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感

谢实验高中给了我与这些优秀老师

相遇的机会！追忆我的求学生涯，

高 中 给 我 带 来 的 改 变 无 疑 是 最 多

的。一个个老师的名字铭刻于心，

我此生都会感激不尽。我骄傲，我

永远是实验高中的一分子！”张琪在

感谢信的结尾表达对学校、对老师

的感激之情：“为国为家为民，风吹

日晒雨淋。碧海蓝天白云，日月星

辰，相伴一生追寻；为人堂堂正正，

做事磊落光明。汇集四方英雄，师

出有名，天下任我纵横。”

毕业生吴柯在给母校的感谢信

中说：“生于非典，考于新冠。经历

过 2020 年高考的我们，注定写下不

平凡的篇章。经历高考，离开母校，

无论明天的我成长为参天大树还是

平凡小草，我的身上都浸透着老师

们的劳动与付出的雨露，无论今后

的我走向天涯还是海角，永远都不

会忘记实验高中为我们成长提供肥

沃的土壤。如今我们搭乘母校的航

船，到达成功的彼岸。感谢母校提

供的养料，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大

学生，为祖国、为社会作出贡献。”

毕 业 生 李 志 翔 在 感 谢 信 中 写

道：“三年了，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

来回想在实验高中的点点滴滴。在

我心中，最美的风景便是夜晚的校

园。校园里有同学们的琅琅书声，

讲台上有老师们的娓娓讲述，天幕

上 有 群 星 在 闪 耀 。 在 沉 寂 的 夜 色

里，宏伟的教学楼灯火通明。深沉

的夜，耀眼的光，对知识的渴望，对

学习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在这一

刻打动了年轻的心。难以置信，我

曾为这样的场景热泪盈眶，那份感

动至今难以忘怀。因为感恩，所以

珍惜，所以愿意付出。王泽刚老师、

郑庆玲老师、包小广老师、刘鹏云老

师、王宇蒙老师、宋丽娜老师、冯付

琴老师以及那些我能叫上名字和叫

不上名字的老师……感谢你们，亲

爱的老师，感恩我的生命中曾经有

您相伴，感恩我的生命中曾经有您

的鼓励和扶持，那些美好，作为学生

将永记心中。”

学生们的感谢信不仅感动了全

体教师，该校校长贾晓燕也深受感

动。“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言语，说明

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好的教育，得到

了老师们的关爱。一个好老师、一

所好学校，对学生来说是一生的财

富，我们的老师也将更加努力，呵护

好这里的每一个学生。”贾晓燕说。

感念师恩 感谢母校

市实验高中毕业生给母校写来感谢信

助学金发放现场 吕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