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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刊

卸卸下下严严肃肃面面孔孔 拉拉近近师师生生距距离离
滨城区实验小学突出人文教育理念，让教育回归自然

小记者作品show开始了！无论你有文字作品、摄影作品还是书法绘画
作品都可以投稿，来稿请注明姓名、学校、班级等信息。也可把你的生活照投
到邮箱里。
投稿邮箱：qlwbbzjy@163 .com QQ群号：56794054

佳作园地

以学生为本
重视家校共育

古语常说“一人兴邦”，作为
滨城区实验小学的掌舵人，李辉
堂在谈到学校的办学理念特色
时，用八个字来概括———“全面
发展，人文见长。”

李辉堂认为，一个学校的管
理其实就是广义的课程，一个学
校的文化建设应该以课程为载
体。塑造学校文化的过程就是课
程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的过程。所
以，课程管理需要改革。“从某种
意义上讲，学校即教育，课程是
载体，语文、数学是课程，对孩子

成长有意义的隐形的教育内容，
都可以作为课程纳入到课程体
系中来。”因此对于校本课程的
设置应该不拘一格。

滨城区实验小学的“家校
教育共同体”一直比较成功。所
谓“家校教育共同体”就是由学
校、社区和家长共同参与并成
立的教育组织机构，班级家长
委员会是其分支机构，其宗旨
是通过参与学校及班级管理，
共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李辉
堂说：“现在的家长，职业分布
广泛，是取之不竭的教育资源，
我们将这些宝贵的资源纳入到
学校‘大教育’体系中，很受孩
子们欢迎。”“家长漂流日记”是
由家长间育子经验、读书心得、
生活趣事交流的平台，是一本
民间育儿宝典，为家校共同教
育开辟了新途径；学校的“体育
家庭作业”，是一种全新的家庭
作业形式，是“阳光体育、全民
健身”的具体要求。家长在督促

孩子锻炼身体的同时，家庭式
的体育锻炼也逐渐形成，促使
阳光体育走向阳光。

将德育从社会本位
转为人文本位

李辉堂认为，目前学校的德
育，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适应
性，以社会为本位，忽略了人的
主体存在，把德育目标定位于纠
正学生的“错误行为”上，即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业已形成的却不
受学校德育制度或规范所欢迎
的行为上。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高
尚的、积极的、健康的价值观上。
许多教师把“管住”学生、不让学
生出事为工作目标。这一目标错
位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的教
育观念把受教育者作为教育者
要加以改造的客体，学生在学校
中实际只是被当作训练的对象
来对待。

事实证明，如果只是在课堂
上、在与具体情境无关的环境中
讲道德，那么，其德育就无法避
免低效甚至无效的命运。李辉堂
说，目前学校德育虽然注意到了
这一点，但所强调的道德习惯和
行为规范，以及所开展的各项训
练活动，是特地“创作”出来的，
它们只是学校的“工作”，而不是
学生的生活。

基于学校德育的现状和现
代德育的要求，李辉堂从改变学
生心智出发，提出“鼓励孩子们
做喜欢的事，引导孩子们做正确
的事”的德育要求，养成好习惯，
享受好人生。从“紧紧手，弯弯
腰”的常规教育，到“展示就是最
好的评价”的激励平台；从“活动
中育人”的情感教育，到“失败是
成功之母，成功更是成功之母”
的成功教育理念，无不透视着李
辉堂非凡的教育智慧。

教育者应俯下身子
走下讲台深入学生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精彩的
世界，如果不为人知，那么，他的
性格将是封闭的，他的童年将是
黯然失色的。”李辉堂校长在履
任滨城区实验小学校长后的第
一次教师大会上这样说。

“啥能让孩子觉得高兴，我
们的学生在六一的艺术节和吉
尼斯运动会的时候特别兴奋。”
李校长告诉记者，作为教育者，
只有卸下严肃的面孔才能和孩
子拉近距离，只有深入到学生中
间，才能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
与学生进行良好的沟通是办好
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我经常提
倡，老师应该走下讲台，俯下身
子，给学生整整衣领，抚摸一下
头，冲他一个微笑，或许这些细
微的动作可能改变孩子的一
生。”李辉堂笑着说。

学校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
展，教育工作必须以人的发展为
本。学生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
应成为教育工作的轴心。这是李
辉堂一贯的想法。

学校的各项工作，坚持以生

为本，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
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在学校生
活中主动健康地成长。注重培养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终身学习
的能力，使其成为“知书达理、知
恩图报、知行合一、人格完美”的
一代新人。

不要固定模式
教育应回归自然

在已经从事教育工作32年
的李辉堂看来，教育应回归自
然，不要复杂，越简单越好。教育
的发展，应该在接受新生事物的
基础上，做到张弛有度，不要太
张扬。应该踏实做事，静心办学，
潜心教书，用李辉堂的话说可以
是“慢教育”。

李辉堂认为，教育没有固定
的模式，教育有方，但无定方。每
个学校、老师、学生都有自己的
经历，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特
色才是适合学校教育发展的关
键。说到底，就是按照儿童的成
长规律办学，不断探索教育规
律。在此理念指导下，发展人文
教育、和谐教育成为本校长期坚
持的办学特色。唯有此，才能办
孩子们喜欢的学校。

新型师生关系的确立是目前教育的热点问题。对于滨州
市滨城区实验小学校长李辉堂而言，学生见到老师躲着走的
传统教育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师生和谐发展成为教育的主流，
具体到滨城区实验小学就是“严肃”不起来的老师才能真正走
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教育更应突出人文理念。

秋天的阳光金黄金
黄的，撒在身上懒洋洋
的。

午饭后，我打算美美
地睡一觉。躺在床上，顺
手盖上被子，一股太阳的

味道钻进了我的鼻孔，暖
暖的，柔柔的，像极了妈
妈的怀抱。不知不觉中，
我进入了梦乡。

闹钟一响，我一个轱
辘爬起来，把衣服套在身
上，又是一股太阳的味
道，香香的，甜甜的。是妈
妈趁我午睡，把我的衣服
晒在阳光下，我穿上衣
服，暖暖的，香香的，我喜
欢太阳的味道，暖暖的味
道，妈妈的味道！

指导教师： 袁立静

太阳的味道
惠民县第一实验学校 小记者 刘晨轩

校园短波

11月4日下午，滨城区北城实验小学三年级五班开展“书香
润童年，我是好书代言人”读书交流活动，孩子们轮流上台给伙
伴们推介自己喜欢的图书及个人阅读体会，分享中感受中外经
典的魅力。

(通讯员 王艳辉 赵海珍 记者 张爽)

本报11月5日讯(通讯员
王艳辉 刚建滨 李宝华
记者 谭正正 ) 10月31日下
午，渤海革命老区刘竹溪上校
的 女 儿 专 程 来 到 父 亲 的 母
校——— 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

代父完成生前遗愿，向学校捐
赠物资。

刘女士此行，是遵照刘竹
溪老人的临终嘱托——— 将老人
生前的养老金和抚恤金无偿捐
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为改善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尽自己的一
份心意。刘女士代父向北城英
才学校捐赠了20台电脑，并将
刘竹溪生前的个人自传体回忆
录《回眸》等珍贵文献赠予学
校。“

情系桑梓魂归母校
渤海革命老区刘竹溪上校女儿代父完成生前遗愿

我是好书“代言人”

本报讯 近日，在惠民县
石庙镇第二中学，留守学生们
在该校老师赵春英的带领下练
起了“太极扇子舞”，孩子们一
举手一投足之间颇有架势，成
为乡村中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不仅能进一步培养孩子
的感知能力、提高注意力、缓解
和释放学习压力，还使孩子们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通讯员 袁奎民 丁惠
华 记者 张爽)

留守学生练起
太极扇子舞

本报讯 11月1日下午，邹平
县开发区第三小学组织全体教师
和3—6年级学生进行了2013年度

“六五”普法知识考试。
据了解，本次考试内容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等多部法律法规。学校将普法
教育作为提高学校依法办学水平
和教师依法执教能力的重要途
径，通过考试更有效的将法律知
识在校园中普及。 (通讯员
司德明 记者 谭正正)

师生同考场
共做普法题

教育名师会客厅

本期人物：李辉堂，滨城区实
验小学校长，大学本科，中小学高
级教师职称。

倡导俯下身子教学，培养“知
书达理、知恩图报、知行合一、人
格完美”的育人理念。

办学特色：全面发展，人文见
长。全面发展即符合整个素质教
育的发展，要落实课程，开全开
齐，而人文见长则重在突出个性，
在全面教程上突出人文理念。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
滨州参加小记者考试。这
次考试让我学会了很多平
时学不到的知识。

刚到达目的地时，因
为要考试，我特别紧张，担
心自己不会做。可是后来
我又一想，刚才老师都跟
我们说了如何做题，我紧
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开始按照老师说的答题
了。

这次考试让我们了
解了有关新闻的好多知

识。说实话，我平时不大
喜欢看新闻，当听了报社
的老师讲了以后，才知道
新闻里包含了那么多的
东西。考试题虽然不多，
但是最后一道题是让我
们自己模仿写一篇新闻
稿件。我想了老半天才想
出来写什么，只可惜还没
写多少，时间就快到了。
看到很多同学都交卷了，
我很着急。忽然我又看到
妈妈已经在门外等着接
我了，我都快急哭了，但

眼眼泪泪最最终终没没流流出出来来。。因因为为
时时间间的的关关系系，，我我只只写写了了很很
少少就就交交卷卷走走了了。。在在回回家家的的
路路上上，，妈妈妈妈还还训训了了我我一一
顿顿，，说说我我很很磨磨蹭蹭。。

通通过过这这次次考考试试，，我我得得到到

了了锻锻炼炼，，知知道道了了做做事事情情要要迅迅
速速，，还还要要积积极极开开动动脑脑筋筋，，让让
大大脑脑快快快快转转动动起起来来，，记记下下重重
要要的的信信息息。。以以后后我我要要吸取教
训，争取做得更好。

指导老师：孙艳萍

难忘的考试
博兴县实验小学 三年级六班 王一喆

本报记者 谭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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