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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在线
教育

7月18日，通山县实验小学老师袁敏
踏着热浪，来到学生小斌的家中，了解学
生在家学习生活情况。查阅孩子的假期
作业，让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帮助孩子们
做好假期规划，督促孩子做好假期睡眠、
手机、作业、读物、体质五项管理……将
殷殷关切之情送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他们的学习方式和进度也各不相同。因
此，我努力为他们提供最适合的教学方法
和策略，帮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
力”——这是袁敏从事教育行业以来的真
实写照，也是她的执着追求。

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出生在通山县大畈镇高坑村的袁敏，
有着和大部分同龄人相似的学习和成长轨
迹。在咸宁市广播电视大学读书时受到老
师影响，她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
毅然放弃原来所学的专业，回到小县城里
教书。

袁敏此前任教的林业子弟学校是一
所半寄宿学校，中小学都有，除负责日常
教学工作以外，她还要照顾好孩子们的饮
食起居。

一次查寝时，袁敏发现学生小莉的脸
色苍白，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显然是
身体不适。她立刻放下手中的事务，温柔
而坚定地抱起小莉，一路小跑送往最近的
医院。

送医途中，袁敏不停地安慰着颤抖的
小莉：“别怕，老师在这里，我们很快就会好
的。”在医院的长廊里，她焦急地等待检查
结果，紧紧握着小莉的手，给予她母亲般的
温暖与力量。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
小莉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了。小莉的父母

匆匆赶到，眼含泪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用自己的工资为学生们加餐，给予学

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袁敏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师亦母心”。

自涉足教育这一崇高领域以来，袁敏
便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大，这不仅仅
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使命。袁敏坚信，教
育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只有用
真挚的爱心去灌溉，才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与成就。

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她始终保持乐
观的心态，坚信只要用心付出，就一定会有
收获。她时刻关注着每个学生的学习情
况，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
和困惑。

守正创新教学方式

通山县实验小学一间教室里，袁敏弯
下腰，温柔的目光落在学生小杰困惑的脸
上，小杰正为拼音学习中的一个难题蹙眉。

袁敏轻拍他的肩说道：“小杰，想象一
下拼音是小小的魔法音符，它们像是森林
里的精灵，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歌声。当
我们把它们正确地组合起来，就像在弹奏
一首美妙的乐曲，能够创造出让人愉悦的
乐曲。”

为了让小杰更好地理解这些“魔法音
符”，袁敏从最基础的声母开始，用彩色卡
片一一展示，每展示一张，引导小杰模仿其
发音，同时配合有趣的肢体语言，比如将

“b”比作吹泡泡的动作，让小杰在吹气中感
受气流振动声带的感觉；“a”则是张开双
臂，仿佛迎接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怀抱。形
象又生动的教学方式，让小杰的脸上逐渐
绽放出好奇与兴奋的光芒。为了帮小杰加
强记忆，袁敏还引入“拼音接龙”和“拼音寻
宝图”游戏化学习方法。

在拼音接龙中，小杰从“b”开始尝试连
接下一个韵母，每当成功拼读出一个词，就
如同在游戏中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金币；在
拼音寻宝图上，每个拼音点都标记了一个
宝藏的位置，只有通过正确的发音才能解
锁前往下一个地点的线索，这让小杰的学
习过程充满了乐趣。

在袁敏的耐心与创新的教学方法下，
小杰的拼音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更重要
的是，他学会了如何面对挑战。

在实践中不断历练，不断创新，从教30
年，袁敏的教学案例《雪地里的小画家》获
得县一等奖，在全省首届健康教学评比中
荣获优质课二等奖，论文《读<给教师的建
议>有感》荣获国家级三等奖，在“三峡杯”

小学生习作大赛荣获辅导一等奖，荣获全
国小作文教育成果大奖赛辅导一等奖。

守望桃园百花盛开

为了通过书写汉字这一传统文化形
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敏在
班里举办“感受汉字魅力 规范汉字书写”
主题活动。

活动中，袁敏强调汉字作为中华民族
文化瑰宝的重要性，并指出规范书写汉字
对于传承文化、提升个人素养的积极作
用。课堂上，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求知的热
情和发现的喜悦，学生们在互动与实践
中，不仅学会了知识，更学会了如何学习，
如何创新。

学生通过一个多星期的准备，不仅学
会了如何进行调研、数据分析，还主动在学
校里发起了正确规范使用汉字倡议，影响
更多人规范汉字书写，引发校内师生的强
烈共鸣。

袁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她也
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精神的
培养。

袁敏的学生们说：“袁敏老师的课堂就
像一个魔法盒子，每次打开都有新惊喜！”

“袁老师，你不仅锻炼我们的自学能力，还
让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最
喜欢上袁敏老师的课了。”

袁敏的同事们说：“袁敏老师总是带着
我们搞教科研活动，跟着她，我们的教学模
式也发生了改变。”“她的学生从被动接受
知识到主动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这
就是教育的魅力所在。”“在袁敏老师的引
领下，我们也纷纷加入到教改的行列，共同
探索更高效、更有趣的教学模式。”

从教30年，她多次获评通山县教育工
作先进工作者、县教学常规先进个人等荣
誉，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多次被评为
学校优秀班集体，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可。

30载光阴，宛如四季更迭，袁敏以一颗
永恒不变的教育初心，在教育的田野上，守
望每一朵花儿的盛开，见证一个又一个生
命的奇迹。

师以匠心 教以德行
——记通山县实验小学教师袁敏

本报记者 朱亚平

赤壁市教育局

获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騉报道：7月14

日至19日，由湖北长江教育报刊传媒集团主办，桂
子山教育研究院、湖北教育杂志社承办的《湖北教
育》第22届通讯员培训班暨教育数字化典型案例交
流研讨会在恩施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
区）教育宣传领域的6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在开班典礼上，赤壁市教育局被《湖北教育》表
彰为湖北省2023—2024学年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全市教育系统1人被评为湖北省2023—2024学
年教育宣传工作先进个人，5 人被评为湖北省
2023—2024学年优秀通讯员。

为提高赤壁教育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传
播好赤壁教育的正能量，赤壁市教育系统多名教育
工作者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期间，赤壁市各学校
参训学员积极参与了“教育家精神与时代新人培育、
课题研究与基础教育成果奖、网络应急管理与舆情
处置、选题策划与教育新闻写作”“数字教育典型案
例交流研讨”等多个专题的学习与交流。

据悉，2017年至今，赤壁市教育局已经连续
八年荣获湖北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连续
五年获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

咸安区“暑假学堂”

呵护幼苗茁壮成长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夏天到，雨水多，河

水涨；天气热不到水边去玩耍。”近日，在咸安区永安
街道阳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湖北科技学院大
学生志愿者张志成正带领20余名孩子，学习根据
《童年》改编的防溺水儿歌，在此开展“暑假学堂”爱
心托管班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为解决暑假期间留守儿童无人监管、无人陪护
的现实问题，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的浓厚氛围，7月初，永安街道阳
光社区团支部“暑假学堂”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

据悉，阳光社区“暑假学堂”爱心托管班为期15
天，由团区委招募的湖北科技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担
任老师，课程涵盖了作业辅导、美术手工、兴趣拓展
等，满足小朋友们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通过
既“托”又“管”还“教”的方式，让孩子们度过快乐、安
全、充实的暑期生活。

“这个暑期班活动开展得太及时了，我的年龄也
大了，眼睛也看不清，孩子每次不会的题目我也不会
教，现在有这么多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她写作业，总算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现在把孩子放到社区我放心
多了。”家住区法院小区的王欣怡奶奶开心地说。

通山中小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助力校园美育教育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7月15日，通山县第

十四届中小学生九宫艺术节展演活动之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现场艺术创作展示活动在县教育局火热上
演。来自全县中小学校18个工作坊的学生们参加
活动。

剪纸的精巧细腻、折纸的灵动飘逸、泥塑的立体
生动、扎染的斑斓多彩、编织的巧夺天工、刺绣的雅
致非凡、版画的深邃隽永、木雕的栩栩如生……展演
现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氛围，学生们化身为小
小艺术家，用巧手和敏锐洞察力，将传统工艺与现代
创意完美融合，创作出一件件既具地域特色又富有
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

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的重
要途径，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该县各中小学校继续深化美育教育改革，因
地制宜实施美育浸润行动，加强艺术实践工作坊的
建设和管理，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展示自我、交流学习
的平台。

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作为一项群体性、体验
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美术类现场展示项目，主要
用于展示学生集体艺术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
该项活动带动和激活各中小学校的第二课堂，成为
学生们发现美、感知美、创造美的重要平台，深受
学生喜爱。

像河塘盛开的白莲，热情大方，纯真质
朴，又像田野成熟的高粱……她就是先后
获得市、县有关部门表彰的优秀教师——
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语文教师夏徐玲。

坚守本职岗位

7月11日，在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一
位美丽、知性的女园丁正专注忙碌着，她就
是夏徐玲。

今年42岁的夏徐玲，2004年从华中师
范毕业后，2005年至今近二十年，一直在
职教中心担任主课语文教学工作，并担任
了十余年的班主任。

“夏老师是个‘工作狂’。”谈起夏徐玲，
熟悉的老师都是这样说。她特别爱岗敬
业，为了工作和教学，牺牲个人的业余生活
已是常态。

夏徐玲从事教育工作以来，始终怀着
一颗不为名利、献身教育的赤诚之心，兢兢
业业地默默耕耘。二十年如一日，她热爱
自己的教学岗位，从没有请过一天假，也没
有因私事缺过一节课。

夏徐玲的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她不
仅要照顾公婆和两个孩子，还要处理家庭
的各项事情。

2012年夏天，夏徐玲负责带高三毕业
班，为了抓好毕业班教学，4岁的儿子发烧
感冒未及时治疗，拖成了支气管肺炎。

儿子高烧不退，夏徐玲心急如焚，她无
奈让六旬婆婆把儿子送进医院住院。自己
晚上陪床护理，白天坚持上课。

2015年，夏徐玲的婆婆“三高”等慢性
病复发。夏徐玲为了不耽误教学，只有利

用午休、放学后时间为婆婆端茶喂药，陪婆
婆到园区操场锻炼活动。

因为长期劳累，腰酸背痛已经成了夏
徐玲习以为常的事情。“自己按摩下就好
了，也没多大事。”三尺讲台，承载的是莘莘
学子们的梦想，给学生们上好每一节课，这
就是夏徐玲的信念。

同事劝夏徐玲说：“你一人既要护理老
人小孩，又要管全家人生活事务，家中有事
或者实在需要休息，就请个假算了，不然长
期这样身体要搞垮的。”她对同事说：“我是
带主课的教师兼班主任，为了学生们的一
生，应该带头走在教学第一线，多尽自己一
份力量。”

真情呵护幼苗

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只有爱孩子的
人，才能教育好孩子。”夏徐玲将此言牢记
于心，付之于行。

学生小英进校时，分到夏徐玲的班级，
该生父亲病故，母亲一人带三个小孩艰难
度日。家庭条件比较紧张，困难压力重
重，导致小英思想态度不端正，且瘦弱的
身体难以适应学习强度，学习成绩排名全
班末位。

夏徐玲通过家访了解到该生情况后，
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关心该生，给对方
更多的温暖。于是，夏徐玲不但在学习上
辅导她，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她。

夏徐玲经常带着煮好的瘦肉和鸡蛋
为小英补身体，看到小英身上衣服又旧又
脏，又从家中找出较新的衣服为小英换
上。有一次小英感冒发烧，夏徐玲赶紧送

小英去医院看医生，自掏腰包为该生支付
医药费。

小英病愈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她哽
咽地说：“老师，我一定会振作起来，好好学
习，不辜负您的关心和期望，完成学业后报
答社会及好心人！”

“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从小
到大，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用爱与
责任感染、激励着我。”长大后做一名教
师的种子也因此在夏徐玲心中悄悄生根
发芽。

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夏季，是学
生毕业的季节。夏徐玲负责教学的班级，
在期末也收获了累累硕果。学子们离校
时，夏徐玲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
束鲜花和一张卡片，卡片上有这样一句话：

“老师，感谢您对我们的孜孜教诲。”一声谢
谢，让夏徐玲满怀感动。

就这样，夏徐玲以慈母般的爱对待每
一位学生，关怀备至。她从不歧视、讽刺、
体罚学生，而是从言语、行动上关心、帮助、
鼓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成为学生人生道
路的良师益友。

精准因材施教

教育是一项“仁而爱人”的事业，作为
一名教师，夏徐玲时刻牢记这句话，并用实
际行动诠释这份“仁爱”与“热爱”。

夏徐玲充分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去教
书育人，课前她深钻教材，编写自学提纲，
督促学生自学；课内则集中精力，启发诱导
学生；课外和学生一起搞活动，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注重用循循善诱的方式，站在

孩子的立场上教学，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
同的教法。

学生浩浩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体质强
壮，但学习态度不好，上课时不认真听课，
经常趴在桌上睡觉，下课后与同学争高低，
班上同学送他外号叫“捣蛋王”。

夏徐玲一边语重心长地与浩浩沟通、
谈心，让该生端正学习态度，另一方面针对
课文中的重点、难点内容要求他理解，反复
思考做题。看到浩浩有一点点进步，就及
时表扬，鼓励他再接再厉。

由于夏徐玲方法得当，因材施教，她所
带的班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浩浩也考入
了武汉文理学院，现在是湖北大学外语学
院口译专业的研究生。

夏徐玲的语文课堂，始终洋溢着一股
暖流，她会将鲜活的实践案例融入课堂，让
教学妙趣横生。

古诗词课，她会带领学生们在欣赏经
典诗词之美，并感受诗人的优秀品格和高
尚情操；疫情期间上网课，作文课上，她
会深情讲述一线医护人员守护生命、学
校老师们义务值守的事迹，教育孩子学会
感恩……学生们从夏徐玲的语文课堂中得
到传统文化的滋养，感悟生命的蓬勃生机、
发现感受生活的美好，顺利系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

粉尘染白了夏徐玲的双鬓，岁月淙淙
流走了她的年华。“作为一名教师，在教育
这块园地里，在教研教学的征途中，要拼
搏进取，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为教育事
业不懈奋斗。”这就是夏徐玲的人生格言
和追求。

躬耕教苑 闪耀青春
——记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夏徐玲

本报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张远杰

有教养的孩子也有良好的文明礼仪，
这样的孩子比较受人欢迎，也就是心理学
上所说的“被众人接纳的程度高”。文明礼
仪要从小培养，形成良好习惯。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讲礼貌的好习惯？
心理咨询师张小可建议，首先为孩子树立
榜样。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孩子很容
易有样学样，所以在孩子面前，爸妈要做好
榜样。比如遇到长辈或朋友都要问好、经
常对人说“谢谢、对不起”等等。

其次，净化语言环境。孩子不文明的
语言一般都来源于周围的环境，要想让孩
子成为一个文明礼貌的人，首先要净化孩
子周围的语言环境。当父母发现孩子说脏
话时，要找出孩子说脏话的“根源”，尽量让
孩子远离或少接触那种不良的环境。

然后，注重个人礼仪。父母平时要有意
识地向孩子强调注重个人礼仪的重要性，父
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培养孩子注重个人
礼仪。教育孩子保持仪容仪表的整洁，要把

脸、脖子、手都洗得干干净净，衣着要干净、
整洁、合体。走路要昂首挺胸，肩膀自然摆
动，步速适中，防止八字脚、摇摇晃晃，或者
扭捏碎步。父母向孩子强调文明礼貌的常
识时，不要用教训、命令的口吻，而是要循循
善诱、谆谆教导。同时，父母还要让孩子明
白，人与人之间若出现互相挤撞，不要恶言
恶语，要抱理解、宽容态度。

同时，要尊重孩子。文明礼貌看起来
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实际上反映了一

个人的内心修养。有自尊的孩子会尊重自
己，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懂得尊重他人的
孩子在说话时往往会顾及他人的感受，因
此，父母在生活中要做到尊重孩子。父母在
家庭中要互相尊重，父母之间的尊重，会在
潜移默化中给孩子以良好的影响。

如何让孩子讲礼貌
本报记者 王恬

赤壁车埠镇

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张媛媛报道：7月16

日，赤壁市车埠镇“暑期学堂”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
为辖区内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安全、有趣、知识丰富
的暑期乐园。

本次车埠社区“暑期学堂”爱心托管班共吸引辖
区内70余名青少年报名参加，托管时间将从7月16
日持续至暑期结束。开班第一天，社区托管尽享“书
式”假期。不仅对孩子们的作业进行一对一地辅导，
还在当日作业完成之余开展读书、背古诗、做游戏等
活动。

“在这里有其他同学陪伴，老师还通过比赛获胜
奖励活动时间的方式督促大家专心做作业，这既能
有效督促孩子完成暑期作业，又能让孩子很好地放
松。”社区负责人邓伟说。

“暑期学堂”爱心托管班聚焦职工子女假期看护
难题，通过既“托”又“管”还“教”的方式，提供暑期公
益课程，丰富青少年儿童的暑期活动。下一步，车埠
镇将不断优化托管班的教学内容与活动，开展美术、
阅读、手工、英语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
实的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