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班主任们用心呵
护、用爱浇灌、静待花开。面对每天琐碎的工作，他们无怨无
悔；无暇照顾家人，却时刻牵挂着学生；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还要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班主任们默默付
出、不图回报。他们身上有诸多说不完的故事，或辛酸，或喜
悦，或成功，或失败。让我们走进班主任的生活，了解下他们
的日常点滴吧。

2020.1.17 星期五 编辑 李佳晋 校对 崔蕊 E-mail：pdswbxjz@qq.com

校园采风 3

鹰城好家长

普天下为人父母者都“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教育孩子的道路上，家长们任重道远，如何教育好孩子？用对方法很重要。优秀
的孩子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父母又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鹰城好家长”帮你解惑释疑。

□本报记者 刘世超

从教22年，当了21年班主任，
袁淑丽是市六中九（5）班和九（6）
班 148 名学生的班主任兼语文老
师，还是九年级的年级主任，主持着
18个班的日常管理工作。

忙碌已成常态

近三年来，对袁淑丽来说，忙碌
是一种常态。“累，但看到孩子们有
进步，我就感觉挺有劲儿。”袁淑丽

说，由于原六中校园重建，三六联校
两个校区的学生都在一个学校上
课，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获知学校
欲让她带两个班时，袁淑丽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

“平常一个班，各种琐事忙得够
呛，带俩班有时忙得连喝水、上厕所
的时间都没。”袁淑丽告诉记者，就
在前两天，学校举行散学典礼。她
上午开完会，就赶紧整理学生的证
书、评优评先材料；下午组织学生开
散学典礼，这个班说事、那个班发证

书，两个班来回跑。之后，她又将两
个班的家长集中在阶梯教室开家长
会，强调学校各项要求，叮嘱寒假注
意事项。而这样从早到晚连轴转，
是袁淑丽日常生活的写照。

“工作虽然辛苦，也觉疲惫。但
看着那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健康成
长，我觉得一切都值了！”袁淑丽说。

袁淑丽的工作干劲也影响和鼓
舞了学校很多老师，该校校长杜均
珩说，袁老师是我们学校每一个人
学习的榜样。

用行动诠释爱的真谛

接班伊始，袁淑丽就从正坐姿、
抓习惯入手，培养学生踏实做人、专
注做事。她要求学生早读时腰挺
直、双手拿书、大声读，要全神贯注，
不受外界环境影响，这样才能提高
学习效率。班主任严格要求，学生
们也不负众望。两个班的成绩一直
是年级前两名，九（5）班更因优秀
的成绩和高度的自律被学生称为

“传奇五班”。
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学习，袁淑

丽更会给学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七年级时，新楼开水房尚未投入使

用，她为两个班学生烧了整整一年
的开水，还贴心地准备了各式花茶、
祛火茶。大考小测，她花尽心思为
孩子们准备别具匠心的礼物，卡通
学霸姓名印章、特色实用笔记本等
颇得学生欢心。她的办公室里常备
着成箱的饼干点心，饿肚子的学生
会坦然地走进去，拉着她的胳膊撒
娇：“袁妈，我饿了。”

两个班学生还一直坚持着两项
活动：“我的书”系列和“照一照我的
小镜子”。袁淑丽要求学生把日常
写的作文、日记、周记等收藏起来，
期末时汇总成自己的第一本书。这
本书不仅是一学期的总结，更记录
了学生的成长过程，是“我的书”的
一部分。她还让学生每天利用记作
业的本子总结一天的表现，通过今
日小结、同桌点评、家长意见等，像
照镜子一样，日省吾身。次日，袁淑
丽再全批全改。袁淑丽认为，这不
仅是一个练笔的平台，更是学生、家
长与老师沟通的平台。“有些学生会
写自己的心里话或是生活中的感
动、学习上的困惑等。我是他们的
倾听者、导师，更是他们的知心朋
友。”

管好三支队伍的班主任

“当班主任要管理好学生、家长
和任课老师这三支队伍。学生自七
年级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学
习成绩都让我这个班主任很长脸。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袁淑
丽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家长群里，
她喜欢发些正能量满满的心灵鸡
汤，发现家长和学生的优点也能适
时捕捉表扬。对于任课老师，开学
第一天，袁淑丽就建立了微信群，及
时与他们沟通联系，主动询问各科
老师的意见，用自己的热情、激情带
动各科老师的积极性。

作为年级主任，袁淑丽主动邀
请其他班主任加入自己班班群，并
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分享心得。
日常巡班中，只要发现问题，她就及
时指出，帮助年轻班主任快速成长。

袁淑丽对记者说：“当老师是个
良心活儿，既然干就要有责任心、使
命感，要全力以赴干好这项工作，因
为这关系到学生们的前程。”从教
22年来，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
默坚守在教学一线，用心用爱用时
间守护着学生们。

昨天，在湛河
区实验小学的操场
上，该校足球队员
进 行 基 本 功 的 训
练。今年寒假开始
后，湛河区实验小
学加紧了对该校足
球队的训练。在每
周 3 次的集中活动
日里，30 名小队员
不畏严寒，在教练
的指导下，认真进
行每一个动作的练
习，争取在今年的
各项赛事中取得好
成绩。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寒假足球
踢起来

在每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
育都是重中之重。在家庭教育
中，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孩子，就
会有不同的家教方法。今天，我
们一起来分享小记者古睿琳妈妈
陆松梅的家教经验，看她是如何
与孩子过招的吧。

小记者古睿琳是小学三年级
学生，在妈妈眼里，她聪明活泼。
寒假以来，由于妈妈工作比较忙，
古睿琳除了参加固定的绘画特长
班外，还要自己安排好每天的学
习生活。

近日，在采访中，陆松梅告诉
笔者，在孩子兴趣班的选择上，她

比较尊重孩子的意见，根据孩子
的爱好报兴趣班。她家有两个孩
子，老大已经上大学。在孩子的
培养上，陆松梅就想趁着孩子在
小学阶段功课相对较少，想让孩
子多接触一些东西。只要孩子感
兴趣，她都尽量支持。比如古睿
琳喜欢绘画、手工、剪纸等，平时
一有空就裁裁剪剪，写写画画，有
一次还给她做了一个精美的化妆
盒，让陆松梅欣喜不已。为了支
持孩子的兴趣，她给古睿琳购买
了胶枪等，让孩子能够做出一些
更细致、更精美的作品。

也是因为兴趣，古睿琳从小

学一年级就开始报名小记者。曾
经在一期“我是小报童”活动中，
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古睿琳凭借出
众的沟通能力，一个人就推销出
去了30多份报纸。此外，她还参
加过小记者剪纸、学象棋等活动。
由于表现出色，古睿琳被评为2019
年度平顶山晚报优秀小记者。

“让我最骄傲的并不是孩子
的成绩有多好，而是她的动手能
力强。但每个孩子都有缺点，我
们家的孩子也一样。有时候孩子
犯了错，我极少吵她，一般采取冷
处理的方法。惩罚都不是目的，
要让孩子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

误。”一般情况下，孩子犯了错后，
陆松梅都会给孩子一个冷静期。
在冷静期内，她不与孩子做任何
沟通，让孩子独自反思，直到孩子
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
正为止。

“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我也在
不断地学习。”陆松梅说，在陪伴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最考验家长
的耐心。她经常通过电视、网络
上的家庭教育栏目去学习一些家
庭教育经验。无论是生活习惯，
还是学习习惯，想让孩子自律，家
长首先自己要做到。

（王红梅）

连续三年担任两个班班主任

市六中教师袁淑丽：学生有进步，我就越干越有劲儿

智慧妈妈懂得尊重孩子

本报讯 寒假已至，为了满足
广大小记者学习音乐的愿望，平
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联合市区一
家钢琴教育机构开设了“小记者
精品寒假钢琴课”，喜欢钢琴的小
记者可以报名学习。

本次钢琴课将通过4个课时
教授钢琴的基本乐理知识、钢琴
弹奏指法等，培养小记者的学习
兴趣，并让他们掌握钢琴曲《小星
星》的弹奏技巧。

具体的课程安排和报名方
法、上课地点请浏览“鹰城小记
者 ”微 信 公 众 号 最 新 活 动消
息。 （王红梅）

小记者寒假
钢琴课开始报名

本报讯“老师，我想问问我
投的稿子能不能用，发表没有？”
近日，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接
到的热线电话中，有一部分是咨
询小记者作品的采用原则和查询
方法。

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有关
负责人说，小记者投递的作品是
由专人负责查收的，择优录用。
如果小记者投递的作品当周没有
发表，请继续等待。同时，小记者
还可以投递新的作品。需要注意
的是，无论作品是否采用，同一篇
作品不要二次投递。

采用的作品会发表在周五的
平顶山晚报《鹰城校园》上，工作
人员会于周五下午将电子版上传
至“鹰城小记者”微信公众号。没
有及时看到报纸的小记者和家长
可以从公众号上浏览查阅。作品
发表两个月后，小记者和家长可
以到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领取
稿费及作品发表通知书。

（王红梅）

小记者投稿
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