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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责任任市市民民来来互互动动，，社社区区 联联欢欢乐乐翻翻天天
居民演员上台秀歌舞，多轮抽奖送新年礼物

课堂引入竞争

小组合作学习

王洪英是济南党家中学初二
六班的班主任，同时担任五班和
六班的英语老师。提到她的课堂，
师生一致点赞：充满活力。她将竞
争机制引入课堂，实行小组合作
学习，捆绑评价，公平竞争。

“课堂上五十双清澈的眸子，
是我们教学的对象，是知识的接
受者，更是老师心中的牵挂。我们
怕厚此薄彼，但往往，我们真的厚
此薄彼。”王洪英说，如何让课堂
变小，让老师随时了解各类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是她一直苦
苦思索的问题。

去外地学习后，王洪英开始
尝试在班里进行合作学习。她首
先将全班五十名学生按照成绩分
为三类：学优生，中等生，学弱生，
然后组成六个小组。成绩最好的
六名同学为组长，组员分别按成
绩蛇形排列平均分配到各个小组
中，使每个小组的力量相对均衡，
实现公平竞争。

同时，每个小组依据能力的
大小进行排号。如每个小组中的

八号即组长，为学优生，七号同学
水平相当，仅次于组长，以此类
推，小组中的一号为成绩相对较
差的学弱生。“这样，五十双明眸
变成了各有八个同学组成的六个
整体，而在老师的眼里，却仅仅只
有八个学生，即按学习情况所排
列的一至八号。”

王洪英说，针对不同层次的
问题，只需点号，老师就可以随时
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同的问
题留给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回
答，不同的机会给不同层次的学
生竞争，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被
老师认可的机会，都能收获成功
的喜悦。“只要有勇气，快速站起
来并抢答正确老师的问题，就有
展示自我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掌
握在老师的手里，而在自己手
里。”她说，每个同学机会均等，这
样就避免了对后进生的忽略，可
以为他们设计适合的问题，让他
们也有机会在课堂上竞争，在全
体同学面前展示自我，提高自信。

“把孩子的朝气还给孩子，是
我改变课堂的重点。”王洪英的课
上由普通的“我问你答”，改为“我
问，同号间抢答”，以快速、准确为
得分标准，计入小组成绩；或有问

题，点名回答，同组内相邻号码可
以抢答，非同组的同号可以进行
抢答。“每一个问题，回答的都不
是一个人，却是同一水平的几个
人，让每一个同学的思维的弦都
绷得紧紧的，课堂充满活力，孩子
们在竞争的快乐中轻松度过四十
五分钟。”

课下有“交流本”

走进学生内心

2013年王洪英获评市中区首
届“我身边的好老师”，2014年她
又被评为市中区“十佳班主任”，
除了课堂的新颖外，她作为班主
任，走进了学生的内心，让他们得
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让每个孩子
的心灵变得柔软而细腻。

“育人先育心。”王洪英说这
是她的教育理念，多年的班主任
经验告诉她，班级是一个大平台，
班主任就是为孩子们搭建起健康
成长和发展的平台，走进孩子的
内心，把班级经营成师生共同的
精神家园。

如何走进学生的内心？每天
与不同的孩子聊天、定期召开班
会激励、每天五分钟演讲，王洪英

觉得这些都远远不够，在探索中
她独创了“交流本”。这是她和班
里学生进行交流的专门的小本
子，不同于“周记”或“日记”，本子
的选择上没有统一要求，内容上
同样不设限，一件事、一句话、一
段感想都可以，只在时间上和纪
律上做了要求。“每周二为女生交
流日，每周四为男生交流日。纪律
上，要求人人必须交流，不许不理
老师。哪怕跟老师讲一下发生在
课堂上或课下的小幽默。”

王洪英将办公桌的一个抽屉
作为存放交流本的专属地方。学
生如有需要，可以随时将交流本
放进去。同时，她承诺，不管同学
们写什么，属于个人隐私，老师会
为其保守秘密；凡是交流，老师必
回复。“从教育实践看，让学生打
开‘心门’最好的途径，不是谈话

的循循善诱，而是书面交流，因为
孩子们在进行书面交流时可以放
下很多顾虑。”

王洪英告诉记者，一开始，大
家还是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小心
地写着，但他们很快发现，老师不
仅认真地回复，而且还使用了许多
学生喜欢的一些时髦词汇。无论是
鼓励还是批评，都充满幽默。同学们
逐渐地开始在交流本上无话不谈。

“小小的交流本让我足不出户，就可
以‘运筹帷幄’，而且打开了孩子的
心结，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们捧出一颗心来对待
学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捧
出自己的心与我们回应。做班主
任，再忙再累，坐下来写几句温暖
人心、激越人心的话给学生，也许
若干年后我忘了，但孩子们还记
得……”王洪英说。

把把朝朝气气还还给给孩孩子子 让让课课堂堂充充满满活活力力
济南党家中学王洪英育人先育心，获评“好老师”

本报1月6日讯 6日上午，齐鲁晚报2016社区大联
欢拉开帷幕。当天，虽然天空中飘着雪花，但联欢会上
却是一片欢腾，舞蹈、京剧、时装秀……近百名居民演
员、12个自编自导的节目，两个小时的演出，为居民们
送上了新年的礼物，让他们倍感惊喜。

此次社区大联欢由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壹家社
区服务中心，以及《解放路大社区》、《甸柳社区报》、《新
姚家》和《文东社区报》和《二七社区报》五份社区报主
办，历下区文化馆、济南华联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秉承“面向居民，服务居民”的宗旨，节目全部从居
民中选拔，打造了一个居民推荐、居民演出、居民观看
的百姓联欢舞台。

“社区里真是卧虎藏龙，表演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
彩！”科院路社区居民郭凤翔说，虽然只是一场“社区春
晚”，舞台没那么华丽闪耀，主持非名人名嘴，表演节目也
不是专业演员，但各路名家唱段齐登场，不乏精品节目。

日前，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明办、12345市
民服务热线、齐鲁晚报联合主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
限公司协办的济南市第四届责任市民暨最佳公共服务
奖评选结果揭晓。联欢会上，部分获奖者也来到了联欢
会现场，分享他们的故事，与大家重温感动，传递温暖。

当76岁的杨澄树老人登上舞台，观众得知她与老
伴捐献遗体的举动，现场掌声长久不息。而人称“悍老
头”的山师东路1号院志愿服务队登场，他们专为居民
干好事的事迹更引来现场观众深深地敬佩，雷鸣般的
掌声从观众席中爆发。

联欢会上，最刺激的环节当数抽奖了。看着前面一个
个居民中奖，来自历山路社区的孙阿姨很是着急。“阿姨，
到时候主持人会喊出抽中的日期，如果和您手中的日期
一致，那就说明中奖了，说不定马上轮到您呢。”听完工作
人员的解释，孙阿姨拿着抽奖券，焦急地等待主持人宣布
下一个获奖的日期。“1月19日”，随着主持人话落，孙阿姨
激动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真的中奖了！”

本次社区大联欢得到了历下区文化馆的大力支
持，不仅为居民提供了设施一流、环境优雅的演播大
厅，还安排了专人负责协调各方，从音响、灯光，到安
保、保洁，历下区文化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与此同时，济南华联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承
担着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以一颗感恩
的心和切实行动回馈社会。此次联欢会，特意给演出队伍
及观众准备了精美实用的“生活大礼包”。联欢会之前，济
南华联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还为大家一一
发放了纪念册，贴心周到的服务让市民特别感动。

在社区大联欢演出现场，
一位74岁的老人格外引人注
目。演出之前，老人坐在礼堂
外练起了二胡，一招一式非常
专业。这位老人名叫黄克忠，
是一名热心社区活动的居民，
热衷于京剧表演。得知齐鲁晚
报张刚大篷车要举办社区大
联欢活动，黄克忠的儿子特地
联系到记者，为老人报名参加
演出。

“我之前身体不好，后来手
术之后恢复得不错，这几年经

常参与社区里的活动，比如绘
画、京剧表演等。我非常希望能
参加这次演出。”黄克忠老人告
诉记者，从20多岁开始，受到身
边人影响，他喜欢上了京剧，然
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5日的彩排中，黄克忠
老人也特地赶到现场，认真完
成彩排。“最初，我想唱《三娘
教子》选段，后来考虑到这曲
目太老了，于是今天（6日）换
了新一点的曲目。”黄克忠解
释，平时，他还是喜欢唱一些

传统的老曲目，他认为这样的
曲目唱起来更有感觉。

尽管6日一早济南下起了
雪，黄克忠老人还是早早骑着
电动三轮车来到了表演现场，
在表演开始前也做了充足的
准备。随着演出拉开大幕，老
人精神矍铄的表演，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满堂喝彩，大家一起
为他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唱
得好。演出结束了，还有现场
观众大喊让老人返场表演，直
说听得不过瘾。

她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课堂上引入竞争机制，小组合作
学习；她又是一名班主任，育人先育心，独创“交流本”，与学生
谈心交朋友，走进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她
就是济南党家中学老师王洪英，获评市中区首届“我身边的好
老师”、市中区“十佳班主任”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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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会现场，不少居民纷
纷掏出自己的手机，扫描壹家
二维码下载壹家APP，就连70
岁的老太太也按耐不住“寂
寞”，非要下载APP尝尝鲜！

壹家社区服务终端是齐鲁
晚报、大众报业（集团）发行有
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智慧社区项
目，包括壹家手机客户端和壹
家社区服务中心，集社区新闻、
社区服务、社区活动于一体，通
过线上线下有效衔接，为社区
带去高品质生活服务。

“原来壹家每天都要在社
区搞公益活动啊，而且内容太
丰富了，琴棋书画样样有啊！”
居民刘女士说，她居住在名士
豪庭，以前并不知道她那里还
有个壹家店。“真是太好了，平
常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以后
我也多参加壹家举办的活动。”
她说。

“你看，壹品特供里还有黄
河大米，3元一斤还送货上门，
真是太合适了。”居民王先生
说，他老家是济阳的，就是一直
吃着黄河大米长大的，很怀念
家乡米的味道。“回去后我就从
APP上买两袋，尝尝正宗的黄
河大米。”他说。

“限时秒杀每天都有秒杀
项目啊，洗一次车才花一块钱，
那我得抢一个。”居民王女士
说，壹家限时秒杀里有吃的、喝
的、玩的、用的各种各样的秒杀
产品和服务。“回家我让我老公
也下载一个，好让他帮我抢！”
她说。

“大家说得这么好，也帮我
下载一个吧。”70多岁的刘女士
说，她也想下载壹家APP尝尝
鲜。

花絮 3
壹家APP火爆
老太也要下载尝鲜

花絮 1 观众没过瘾，七旬老人被喊返场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王洪英课间常与学生交流，和孩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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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2 雪天挡不住，空巢老人赶来乐和

社区大联欢吸引了来自
济南各个社区的居民参加，不
论表演者还是观众，多以老年
人居多。虽然冒着雪花，但老
人们都来了，大家表示天再不
好也愿意出来跟大家伙儿一
起乐和乐和。

家住闵子骞路的吴先生
两口子一大早就冒雪赶到了
历下区文化中心。吴先生介

绍，他们有三个子女，其中两
个不在济南，平时老两口自己
住，孩子们忙，难得能跟孩子
们聚在一起。“这次孩子们元
旦也没回家，我们特地来社区
大联欢上感受感受节日气氛，
和大家伙儿一快过过年。”

“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
尤其喜欢那个芭蕾舞《映山
红》，看着那些已经退休的老

人，身姿绰约，特别开心，老年
人就该这么火，自己也好像年
轻了很多。”吴先生说。

现场，拍照、摄像的人也
不少，许多队伍带着“切磋”的
目的前来，全程录像，想带回
家仔细观摩。短短两个小时的
相聚，让来自各个社区的居民
尽情欢乐，尽兴而归，收获了
满满的快乐与祝福。

每每一一段段故故事事，，都都令令人人感感动动
6日的社区联欢会为责任市民安排的环节是为居民抽奖。这些“城市良心”的守护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由14位热心肠老人组成的师东路1号院志愿服务队自称“悍老头”，他们专为居民干好事。他们有的为市民免费理了40

年，有的磨刀修面板，抽空还给居民做板凳。
76岁的杨澄树老人的名字被刻在遗体捐献纪念碑上。一旦逝去，她的器官将在他人身上复活，抑或成为医生解剖的实

验品。碑上的名字，是遗体捐献者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产。
来自槐荫区育园学校的孙屿萌，从山东大学毕业后自告奋勇当上特教老师。她暗暗发誓，成为残疾儿童生活的引路

人。从生活自理到喊出“妈妈”，她用耐心和关爱帮助残疾儿童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历下区东部，退伍老兵徐庆栋带着自费三万元购买的电影设备转遍了各个工地，自2012年起为农民工免费放映电影

四百场。他的善举感染更多人加入了“老兵放映队”。虽然损失了一家店，但是老徐说无怨无悔。

74岁的黄克忠老人表演京剧《共产党时
刻听从党召唤》。

甸柳一居“当家人”陈叶翠站起来用手
机拍下自己社区的节目。

社区居民自导自演舞蹈《百姓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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