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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

6 月 23 日，晨光熹微，新邵县雀塘

镇田庄明德学校教师苏亚梅抱着教案

走向教室。她将教案整齐摆在讲台上，

转身拿起粉笔，黑板上迅速落下工整

的板书，整洁有力的字迹错落有致。随

着清脆的上课铃响，她转过身，目光扫

过每张朝气蓬勃的面庞，清亮的声音

引导学生开启新一天的知识探索，教

室里渐渐响起此起彼伏的讨论声。

作为扎根一线的小学教师，苏亚

梅自踏上讲台便坚持立德树人，以行

动感召学生，用真心沟通家长，以德治

教、以德育人，如春风化雨滋润学生，

是深受师生喜爱的奉献者。

苏亚梅认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

识，更是心灵的交流。她关注每位学

生的性格、潜质、习惯与家庭困难：针

对农村留守儿童多的特点，建立家长

微信群，与留守学生父母高频交流，

反馈孩子情况，分享教育心得，倡导

家长多陪伴孩子；对家庭困难的学

生，常从家里带食物，冬天添置厚衣；

见女生头发蓬乱，便买发箍、帮梳头。

曾有女生因父母频繁吵架闹情绪、装

病不上学，她多次家访，当起“调解

员”劝说家长，半个学期后，学生变得

活泼开朗。

深耕教学的同时，苏亚梅从未停

止创新探索。她将信息技术、趣味互动

融入课堂，激发学生兴趣与创造力，教

学风格深受喜爱。多年来，她积极参与

培训和竞赛，2025 年，微课作品《有趣

的标点符号》获新邵县二等奖；指导学

生参加县数学讲题比赛获一等奖。

师 爱 如 光 暖 童 心
——记新邵县雀塘镇田庄明德学校教师苏亚梅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岳宏伟 实习生 洪佳莉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张萍）6 月

24 日，市汇江学校劳动实践基地瓜果飘

香，洋溢着丰收喜悦。学生们化身“小农

夫”，踮脚采摘番茄、黄瓜、玉米，沾满泥

土的双手捧着果实，在欢声笑语中感受

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满园硕果，正是他

们数月辛勤守护的“成长答卷”。

2024 年，为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增

强社会责任感与对自然的敬畏心，该校

利用闲置地块开辟劳动实践基地。基地

实行“班级责任田”制，各班认领地块，

负责从规划、播种、管护到收获的全过

程。该校将劳动教育纳入课程，规定各

年级每周固定课时参与实践，辅以班级

轮值制，确保全员深度参与。

教师化身“田间导师”，将生物、科

学知识融入劳作。“如何选良种？”“土壤

酸碱度如何影响作物？”书本知识在老

师的示范与问答中，化作指尖的泥土与

茁壮的绿意。孩子们亲历生命成长——

从初春播种、夏日护苗到金秋收获。学

生罗泽雅说：“看着亲手种的菜成熟，我

明白了努力会有回报。”

“劳动教育锻造生命品格。”该校

党总支书记刘小钢表示，孩子们在触

摸泥土中学会担当，领悟耕耘与收获

的真谛。

小 手 播 撒 绿 色 劳 动 收 获 成 长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张毓璘 李诗仪 刘立芳）近日，邵阳

学院文学院“崀山红韵 青锋助新”乡

村振兴促进团走进新宁县黄金瑶族

乡，通过实地考察、沉浸式学习开展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助力当地乡

村振兴。

当日清晨，20 名队员便奔赴黄金

瑶族乡。此行旨在以当地孩子的真实

心声为切入点，调研该乡民族团结进

步政策的落地成效。抵达后，队员们走

进民族文化广场，与不同年龄段的瑶

族、汉族小朋友亲切交流，一场特别的

“童言调研”就此展开。

谈及中华民族时，孩子们兴奋表

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宝

贝。”还热情展示课间与各族伙伴手牵

手跳长鼓舞的场景。被问“团结”的含

义，瑶族女孩指着身边跨民族伙伴说：

“习爷爷说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来自跨民族家庭的孩子则骄

傲道：“我阿爸是汉族，阿妈是瑶族，我

们就是一家人。”在邻里共庆各族节日

里，这是孩子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

“孩子们的话最纯真，也最打动人。

从他们身上，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政策落

实的温度和深度。”队员们感慨，孩子们

眼中的光彩、质朴话语，以及与各族伙

伴无隔阂的互动，如明镜般映照出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在当地的丰硕成果。

下一步，促进团将带着孩子们的

温暖故事与一手资料，继续深入黄金

瑶族乡，为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新篇

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邵阳学子瑶乡见证“石榴籽”情谊

“以学生为中心，以兴趣为先导，

教书育人，润物无声。”6 月 25 日，市二

中英语教师申俊美道出了自己的教育

理念。从教 20 年来，她坚守初心，为学

生成长成才倾注热忱，在平凡岗位默

默耕耘，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浇灌每

一位学生，赢得了学生、家长和同事的

一致认可。

自踏上讲台，申俊美便秉持“学生

是课堂主人”的理念，致力于打造高效

生动、充满活力的英语课堂。她深知传

统“填鸭式”教学难以激发兴趣、培养核

心素养，因此一边深造，取得湖南科技

大学在职教育硕士学历，学习先进教学

理念；一边探索新教法并付诸实践：将

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融合，把枯燥

的语法知识融入动画和视频，让抽象内

容与生活接轨，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设

计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活动，让学生

在轻松氛围中感受英语魅力，增强学习

兴趣。多年来，她所带班级英语成绩不

俗，高考、学考屡创佳绩。

日常工作中，申俊美常与班主任、

家长沟通，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持

之以恒”为座右铭，将关爱学生视为行

为准则。她善于发现学生闪光点，抓住

教育契机培养其自信心与自尊心，让

学生体会“天生我材必有用”；生活中

严慈相济，营造宽松成长空间；课堂上

关注每个学生的听课状态，耐心解答

疑问，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作为学校英语组骨干教师，申俊美

深知个人力量有限。她积极参与课题研

究、撰写论文与教学案例，同时毫无保

留地向青年教师传授经验，一对一指导

同行，发起专题研讨与教学交流，带动

教研组整体水平提升。2024年，其教学

案例《高中英语名词性从句教学案例与

反思》获全省三等奖；2023年，课件《数

字听力》获省三等奖，论文《浅析大单元

主题教学模式——促进高中英语写作

输出的策略探讨》获省二等奖。

善 于 发 现 学 生 的 闪 光 点
——记市二中英语教师申俊美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实习生 洪佳莉

7 月 3 日至 7 月 10 日，2025 年邵阳市“奔跑吧・少年”中小学生校园足

球比赛（小学组）开赛，来自全市 41 支代表队的 626 人参加足球比赛。图为

在湘中幼专附属小学进行的小学女子组足球比赛。  伍洁 摄

7 月 5 日至 7 月 6

日，由市教育局和市

文 旅 广 体 局 主 办 的

2025 年 邵 阳 市 中 小

学、幼儿园健美操、啦

啦操比赛在市五中举

行。来自全市的 42 支

代表队参加啦啦操项

目比赛，5支代表队参

加健美操项目比赛，参

赛队员共计820余人。

 伍洁 摄

蝉鸣阵阵，树影婆娑。7 月 5 日，我

市中小学生正式开启暑假生活。如何让

假期安全、充实又有意义？我们特邀教

育系统专家，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乐享

暑假”套餐。

守住安全底线 防范各种风险

过好暑假，安全是首要前提。我们

综合市教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及市区

部分学校的暑假安全提示，整理了一份

暑假安全清单。

暑假期间，家长（或监护人）应密切

关注孩子行踪，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

内容、知归时”，若发现孩子有异常行为，

需立即询问并制止。由于未成年人身心

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辨别能力

较差，易遭受各类侵害，其中性侵害需重

点防范。家长要帮助孩子建立危机意识，

教育他们保护好自己：不随意跟陌生人

出行，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暑假期间，家长（或监护人）要特别

注意做好对学生预防溺水，以及用火用

电安全、交通安全、饮食安全、网络安全

等方面的教育。

家长（或监护人）要教育孩子务必

牢记防溺水措施“七不两会”，教育孩子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江河湖塘等水

边、亲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

闹，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不盲目手拉手或下水施救。

暑期，特别是学生独自居家时，要

注意防火用电安全，不在一个插座上插

用多个电器，离家或入睡前要检查用电

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

火是否熄灭。

外出时，学生要特别注意交通安

全，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道路上使用滑

板、旱冰鞋；不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

嬉闹。

夏季气温较高，食物易腐败，要注

意预防食源性疾病，不吃“三无”食品，

不采食不明野生菌，不暴饮暴食。

假期，不少学生使用网络学习、娱

乐，家长（或监护人）要教会孩子文明使

用网络，合理安排电子产品的使用时

间，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浏览不良信息，

谨防电信诈骗。

学习要轻松，温故而知新

暑假里，学生拥有了更多自主时

间，正是学业查缺补漏、温故知新的好

时机。市教科院教研员曾毅、刘静、唐阳

红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暑期

学习安排支招。

针对小学阶段，曾毅建议，在保证

充足自由活动时间的前提下，学生可与

家长共同制定专属学习计划，合理分配

学习、玩耍、运动与休息时间，让假期有

序高效。语文方面，每日坚持阅读 30 分

钟以上并做笔记，积累好词好句；每周

写 1 篇至 2 篇日记，每天花 15 分钟至 20

分钟练字。数学可每日练习 20 分钟至

40 分钟，整理错题本查漏补缺，也可通

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预习新

课，或玩算 24 点、数独等游戏提升思

维。英语则需每日听读 15 分钟至 20 分

钟，看简易英文动画，每周学 5 个至 10

个新词并造句。

初中阶段，刘静认为学生已有一定

自主学习能力，可按计划复习旧知、预习

新课，尤其准高中生需重点规划衔接学

习：预习高中必修一教材，梳理初中基础

知识点并强化巩固，为高中学习筑牢根

基。同时要培养独立学习与思维能力，通

过阅读高中教材名著、关注时事拓展视

野，兼顾健康作息与社会劳动实践。

“准高三学生的这个暑假至关重

要。”唐阳红强调，首先要设定具体目

标，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全年复习规划，

按月、周细化各科学习时间表，提高效

率。其次要全面梳理高一、高二知识，细

读教材打牢基础；重做各类错题，强化

知识的应用与系统化，构建知识框架。

此外，需保持积极心态，规律作息、劳逸

结合，以良好状态迎接高考挑战。

培育广泛兴趣，滋养美好心灵

市卫健委 2024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 示 ，全 市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率 达

44.21%，肥胖率攀升至 11.79%。市教育

局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5 年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暑假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

各地各校需协同家长，督促孩子坚持规

律作息、加强体育锻炼、开展有益阅读、

培养广泛兴趣、参与社会实践、分担家

务劳动，同时预防沉迷网络。

“经过一学期紧张学习，要充分利

用暑期调适心理，构筑心灵的避风港。”

市教科院心理健康教研员刘凌宇建议，

面对暑假空闲时间，可通过多样方式创

造有意义的休闲时光：尝试自然疗法，

如徒步、观星、动植物观察；开展创意实

践，如手工 DIY、烹饪实验、曼陀罗绘画

等艺术疗愈；投身数字创造，如手机摄

影主题创作、播客制作、自动化生活工

具开发；进行思维训练，如数独、密室逃

脱、剧本杀等，以此滋养心灵。

刘凌宇还分享了几种应对情绪问

题的方法：

平复烦躁：利用五感着陆技术，分

步骤激活感官系统，第一步视觉，列举

周围 5 种蓝色物体；第二步听觉：辨识 4

种环境声源；第三步触觉：感受 3 种不

同材质第四步嗅觉：捕捉 2 种气息；第

五步味觉：专注品尝 1种食物。

缓解焦虑：通过神经调节呼吸法，

使用“4-7-8”呼吸技术：第一步鼻腔吸

气 4 秒，第二步屏息 7 秒，第三步口腔呼

气 8 秒，通过延长呼气激活副交感神

经，形成生理镇静反应。

化解孤独：进行时空对话练习。如

回忆疗法，撰写感恩日记记录温暖片

段；愿景构建，用思维导图描绘理想自

我画像；时空对话，给过去、未来的自己

写信。

此外，刘凌宇推荐了分学段的心理

学书籍：小学生可读《我的情绪小怪兽》

《大卫，不可以！》《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初中生可读《被讨厌的勇气》《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非暴力沟通》；高中生可

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心流：最

优体验心理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

聊》。

为丰富学生暑假生活，市三中还向

学生推荐以下暑假实践活动：

1.“好书共读”荐书活动——阅读

打卡，制作读书手抄报，推荐好书。

2.“随手拍·美丽邵阳”摄影活动

——用手机拍摄邵阳的风景、街景或人

物，配一句简短说明（如“资江夕阳”“老

街烟火”等）。

3. 家庭菜园或家庭厨房体验日活

动——种植蔬菜或学做 3 道菜品，提交

过程影像。

4. 手工 DIY 创意制作——利用废

旧材料（如纸盒、塑料瓶等）做一件手工

作品，如笔筒、装饰画等。

安全是假期的基石，学习是成长的

阶梯，多元体验是心灵的养分。这个暑

假，不必填满每一分钟，而是让孩子在安

全守护下成为时间的主人。愿 9 月归来

时，每个孩子都带着健康的体魄、沉淀的

智慧与温暖的心灵，开启新的旅程。

快 乐 不 放 假 成 长 不 停 歇
——为中小学生量身定制暑期三重守护攻略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张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