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选择了教师，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那么选择
成为一名党员，就意味着选择了信仰。

入党21年，刘文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牢记党的
宗旨，恪尽职守，作风正派，不折不扣完成了党交给的各
项任务。义务献血、捐资助学、积极争优创先、疫情期间
服务社区，常年担任数学备课组长、班主任，还带两个班
的数学课……刘文斌老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真正内涵。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荆楚大地，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打响了。在学校征集志愿者后，刘文斌
作为一名老党员、年级支部书记，闻令而动，第一时间报
名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

白天全副武装，深入社区为群众服务，交接班后又要
赶回家给学生上网课，常常忙得饭都顾不上吃一口。晚
上还要组织老师开线上教研会，集体备课，商量第二天的
线上教学安排，同时还要线上改作业和卷子，给学生答疑，
这对已是知命之年的刘文斌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
发扬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难的奋斗精神，凭着坚强的意志
和坚韧的耐心，一一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校党委布置的
各项任务，当年所带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高考成绩，所在
支部也被评为“五四红旗党支部”。

2017年，学校有一个平行班，底子差，尤其数学成绩
倒数第一，没有一个数学老师愿意带。这时刘文斌主动请
缨，同事纷纷劝他不要去接手，以免毁了“一世英名”，但刘
文斌微笑道：“我不去谁去，谁叫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呢？”

接手这个班级后，刘文斌通过各种途径调查了解班
里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周密的辅导方案及教学
措施，并在教学中认真执行，不断修改。课下他经常和孩
子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具体想法。

有一次，他问学生数学课的情况——能不能听得懂、
语速怎么样、能适应吗？这时有一个头脑灵活，但学习习
惯不太好的同学回答：“刘老师，您上课总是让我们去想、
去做、去说，我们说着说着就会了，错着错着就对了，原来
数学很有趣，我也很厉害。”听完，刘文斌露出了他标志性
的笑容，这正是他循循善诱的结果。

为了孩子，牺牲了双休日，没请过事假病假，就这样，
在刘文斌的耐心教导和培育下，学生由喜欢数学渐渐也
喜欢上了学习，班风为之一转，成绩有了起色，最终高考
一本上线人数超过了平行班的平均数。

刘文斌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把工作当事业干，把事
业当生命看。当班主任，刘老师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早自习一定要最先到教室，迎接学生。有一年十二
月份，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刘文斌骑摩托车赶去上早自
习，冬天六点多的天还是暗的，半路起了大雾，视线不好，
道路湿滑。刘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骑着车子，不料在拐
弯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行人，刘老师急忙把车头转向一
边，以免撞了那人，但他的摩托车此时失去控制，刘老师
被重重摔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当时他无法站立，躺在马
路边上，疼得说不出话来。行人赶紧打110叫来警察，怎
料刘老师见到警察的第一句话是：“警察同志，麻烦你先
送我去学校，我不能迟到，几十个孩子等着我呢……”警
察哭笑不得，只好喊来学校领导和他的家人，大家好说歹
说，刘老师才肯去医院。一检查，大家大吃一惊，刘老师
的左臂粉碎性骨折，大家都心疼不已，刘老师却反过来安
慰大家，说：“我没事，幸亏是左手，我还可以用右手，只要
让我上课，我的病就好了。”第二天他不顾劝说，坚持回学
校上课，当他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同学们激动不已，纷纷
围过来，有的还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初心不改，方得始终。作为一名党的教育工作者，刘
文斌深知后面的路还很长，丝毫没有懈怠，也不敢懈怠。
他将继续立足实际，在教育这片田园里默默耕耘，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

2月18日上午，2024“相约鄂高”贺岁杯校友足球赛暨足球明星进校园活动在我市鄂南高中举行，现
场进行了友好的交流热身赛，并为青年球员赠送足球与球衣。 记者 张仰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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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助航育英才
——记咸宁市优秀人民教师刘文斌

本报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尤明飞

卓越是一种人生态度，追求卓越是一种人生境界。教
学初，刘文斌就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推崇孔子“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并推陈出新。

秉承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刘文斌利用休息时间一头扎
进校图书室，大量阅读教育教学书籍，拜读名师案例，《说
课·听课·评课》《人民教育》《课堂教学艺术》《教学细节与
教学现场》等杂志和专著成了他的案头必备；精益求精，时
常请同仁听课提意见，然后反复研究修改教案，直到自己
满意为止；积极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学、心理学、管理学，不
断充实自己，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习，刘文斌成功把传统的“启发
式教学”和现代先进的教育理论结合起来，摸索出了一套

“主体性教育”理念。正是基于这个理念，他有效地培养
和发展了学生的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取得了优异的教
学效果。

在教学上，刘文斌所讲授的《函数奇偶性》（1997年）
一课被评为市优质课一等奖，1999年《等比例列前N项和
公式》一课被评为咸宁市三优评选一等奖。从2000年起，
他对外讲了几十节交流课，均受到观摩专家、老师的好
评。辅导学生在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全国二等奖
15人次，1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省市级一等奖六十多人。

三十三年用匠心精研教学，刘文斌取得了累累硕果，
先后培养了三十多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其他
考入中国一流名校的更是不计其数。

2 精研教学显匠心

3 尽心尽责践初心

1990年6月，刘文斌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是
数学系的优秀实习生和优秀干部，本来可以去更优越的岗
位，但他选择了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身边的同学、朋友和同事纷纷
南下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不
少学校也多次向当时名声在外的刘文斌伸出橄榄枝，许以
优渥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条件，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选择了教书就是选择了清贫”。的确，让他感到幸福
的是学生的成长，而不是丰厚的工资待遇和物质条件。当
被问到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地方不去而坚守家乡时，刘文
斌说，“也许咸宁的学生更需要我！”

刘文斌关爱每一名学生，有教无类，严慈相济，不偏爱
一位好学生，更不放弃一位学困生。2005年学生王同学
刚进校时，喜欢结交社会青年，打架闹事、迟到、旷课是家
常便饭，但刘文斌没有放弃他，而是关心他生活，帮助他学
习，指出他的错误，并严格督促他改正。经过三年的帮助
教育，他考入武汉理工大学，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
人才。

程晨是一位性格内向的女生，她的文科基础较好，理
科一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接触，刘老师发现她很有潜
质，于是经常找她谈心，鼓励她树立更高的目标——清华

大学，并经常帮她总结学习方法，对每次测试的卷子都进
行认真分析、对比，让小晨找到了充足的自信。高考程晨
以669分全市第一、全省第十八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实现
了自己的目标。

2010年，学生张哲下晚自习后突发急病，此时父母又
不在身边，刘文斌赶紧带张哲到医院检查，守护在他身边，
一直到凌晨三点多，情况稳定后，才将他送回寝室。早上
张哲的父母赶到学校，紧紧握住刘老师的手，激动地说：

“刘老师，太感谢你了，有你这样的好老师教孩子，当初选
择鄂高是对的！”张哲在刘老师的关怀下，最终也考入了心
中理想的大学。

2002年，刘文斌担任学校实验班班主任。他发现学
生自我意识较强，同学关系淡漠；学习基础较好，但思想境
界不高；关心自己多于关心他人，关心学习胜过关心班集
体。他深感责任重大，如果引导不好，即便成绩优秀，但成
不了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势必辜负学校和社会的重托，于
是他决定对学生进行“爱心打磨”。

怎么“爱心打磨”？通过主题班会、演讲、座谈等形式
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特别是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话题展开大讨论，让学生们明白只有我为人人，才能人人
为我。

1 琢玉成器以爱心

一脸严慈的笑容，一颗真诚的爱心，一腔奉献的热血……这就是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数学教师刘文斌的真实写照。
2007年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被评为“感动咸宁十大人物”，2002年被评为咸宁市优秀中学数学教师,
2003年被评为咸宁市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被评为咸宁市优秀班主任……从1990年参加工作至今，多年被评为学校先
进工作者，有10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怎么写好作文
本报记者 朱亚平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但是作文一直都不是很
好。怎样才能提高一下孩子的写作水平？近日，家
住通城城区的家长张先生咨询。

温泉中学老师吴红霞介绍，写作文原创最重
要。原创度代表着一个人对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是
一个人观点的表达，也是一个人观察力、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展现。家长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分数，而是
把目光拉长点，主动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写原创文章。

家长不对孩子写的东西指手画脚，而是鼓励他
们多去写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并及时表扬他们文中
的亮点，以增强他们写作的信心，培养其写作的兴趣。

尊重他们的原创，不插手他们的作品，不代表
不管不问，而是尽可能给他们发挥空间的同时，也
会在他们没有思路的时候，用口头或者思维导图的
形式引导孩子做发散思考。当一个人的思路被打
开以后，就算下笔达不到如鱼得水的地步，也最起
码流畅不卡顿。

多读课文。课文都非常经典。那些文章的遣
词造句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里边的文章结构清
晰、富有逻辑，孩子们反复诵读，不仅会培养起语
感，也能自行找到写作的节奏。当语感和节奏培养
起来以后，写作能力就会有明显提升。

除了朗读课文以外，也可以针对性地看一点范
文。其实好多人不太鼓励孩子看太多的范文，因为
范文太程式化，孩子看多了可能会造成写作思维的
僵化。但不大量读不代表不读，而是可以适当找几
个写得还不错的范文拿来让孩子了解下应试作文
的基本格式。

积累素材。为什么好多孩子磨蹭半天也写不
出一个字？不光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组织语言，
还可能是因为他们素材太少，无东西可写。为了让
孩子有话可写，帮助孩子构建丰富的素材库很重要。

如何变得细心
本报记者 陈希子

“给孩子新买的文具，今天回家一检查，就剩一
支笔一个橡皮。老师给每个学生都发了新的作业
本，他也弄掉了。”开学还没几天，家住温泉的赵女士
已经开始“抓狂”。孩子做事粗心，是每个家长都挺
头痛的事情。

市紫荆花教育集团王老师介绍，让孩子从小就
建立起细心、耐心的态度，至关重要，这会对孩子今
后的学习和生活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家长要以身作则，积极表现出认真、细
致的态度。例如，当孩子在看书时，家长也可以在旁
边读一本自己的书，用行动告诉孩子学习是一件持
久的事情，需要有耐心和恒心。

另一方面，家长需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孩子肯
定和奖励，在孩子做到一件事情细致认真时及时表
扬，让孩子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获得了回报。这样
的正向激励能够增强孩子的信心和勇气，对于持续
改善他们的细心程度非常有帮助。

观察能力是孩子品质和能力的表现之一，培养
孩子的观察能力有助于提高细心程度。观察可以弥
补细节，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事情，从而更好地控
制复杂的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与孩子一起观察周围
环境中的东西，如花草树木、天气变化、人物情感等，
从而让孩子学会发现生活的细节和变化。例如，如
果看到一只小鸟在飞，可以指出它的羽毛、翅膀和尾
巴的不同之处，使孩子了解小鸟的特点，从而培养他
们的观察能力，让他们更加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世界。

思维是行动的前提和指引，培养孩子的思维方
法和思考习惯，有助于提高细心程度。让孩子通过
解决小问题和谜题，增强思考和观察能力；培养孩子
的逻辑思维，让他们学会分析和推理，培养出好奇心
和求知欲，从而加强细心学习。

怎样管好时间
本报记者 王恬

时间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培养孩子的
时间管理能力不仅对他们现在的学习有好处，对他
们以后的职业发展也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家长们要
从小培养孩子做好时间管理，将会使孩子受益终生。

市心理咨询师张小可建议，首先让孩子认识时
间。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时间约定，如玩折纸是15分
钟时间，下楼散步的时间是3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
马上执行下一个时间段应该要做的事情，让孩子学
会遵守时间约定。

其次，让孩子感受时间，给时间分段。孩子对抽
象的时间不理解，可以帮助孩子，把一天的行动用图
表展示出来，用不同的颜色表示行动。这样一来，各
项行动占用了多大的时间比例，就能一目了然。父
母也可以制作自己的时间安排，让孩子了解到父母
在工作上花费多少时间。通过图表，让孩子感受父
母各项行动所占用的时间。

然后，给孩子自由掌握时间的机会。让孩子知
道，每天的几点钟到几点钟这个时间段是属于你的。
和孩子商量约定好，这个时间段中什么是孩子每天必
须要完成的部分，剩余的时间是可以自己管理的。从
中认识到时间的珍贵性，一旦错过了就没有了。

同时，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当家长给孩子奖励
小星星时，至少要挑一颗小星星问他“你是怎么做到
的？”引导孩子把好的行为与自己的主观努力相结
合，引发孩子的成就感。随着孩子自信心和成就感
的增强，他做事情的内驱力就会慢慢积累，对外在物
质的刺激依赖就慢慢降低。

最后，让孩子养成根据目标倒推计划的习惯。
引导孩子，睡前都需要做什么准备，每件事情大概需
要多长时间，从睡觉的时间点向前推确定什么时间
开始准备睡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