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顶着凛
冽的寒风，华龙区
南海路小学少先

队员们争着当小

志愿卫士，随着老
师来到街道，捡塑
料袋、纸盒等。 他
们不怕脏不怕累，
1 小时的匆忙工
作，收获满满。 队
员们齐喊口号返

校 ：“我们捡塑不
减力，为了环保和
自己，争当小小志
愿队，青春年华更
无敌！ ”

本通 摄

�������本报讯 11 月 26 日，濮阳县一中河南大学优质生源工
程建设合作学校签约授牌仪式在学校礼堂举行。

在签约授牌仪式上， 濮阳县一中校长张红权介绍了
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和近年来教育教学发展情况。
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巴连仲介绍了我市高考生源总体

情况，对河南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成就表示赞赏，希望
更多的龙乡学子考入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招生办副主任
马梁对河南大学优质生源工程建设战略规划、 合作内涵
和重要意义作了简要说明， 表示将以优秀生源工程建设
合作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双方联系，共谋发展。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 河南大学与濮阳县一中双方
领导共同签署了河南大学优质生源工程建设合作协议书

并授牌。
据悉， 河南大学优质生源工程建设是河南大学为加

强与中学的交流，建立双方友好合作的长效机制，明确合
作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实现双赢目标。 河南大学利
用综合性大学的资源优势， 为优质生源合作学校在教育
教学、师资培养、学校管理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中学新课
程、新高考改革提供指导和服务，提升合作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 （本通）

举行河南大学优质生源工程
建设合作学校签约授牌仪式

濮阳县一中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1997 年王妍带着毕业证和党员证走出
师范校园，走进市实验中学，她深知两个证
件的分量，也深信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从学
生到老师，身份的转换让王妍感受到了如山
海般艰巨的责任和压力。 面对第一批学生，
面对教学的迷茫， 面对班级管理的困惑，她
明白要做学生的精神贵族， 需要自己有底
气。

于是她开始了新的学习之路 ， 在教学
上 ， 她搬着板凳去听同组前辈范新琴 、赵
斌、靳玉涛等老教师的课，借教案、整记录、
重上课， 循环往复日就月将。 日复一日，披
星戴月，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轮回顺利成功

完成。
这不分昼夜的付出除了让她快速蜕变

为成熟教师外，还带来生活的酸楚。 这期间，
王妍将婚后生孩子的计划整整推后了 5 年，
她跋涉在青春的土地上，播撒着芳华。 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 在 2004 年王妍获得了耕耘
的果实， 市模范班主任、 市优质课一等奖，
2006 年获省优质课一等奖等。 在而立之年，
王妍得到了认可， 在最美的职业中焕发光
彩。

年华无悔践人生 不负韶光不负卿

教育是爱的事业，教师是爱的化身，在细
微之处，不经意间去默默润泽孩子的心灵。

有一个时期乡村学生曾融入市实验中

学，他们往往面对着孤独寂寞，期盼关爱。 看
着这些孩子的眼睛，王妍感受到了压在肩头
的重任。 对于他们来说，老师就如同学校里
的妈妈。 有一名住校生娜娜，沉默寡言，很少
跟同学说话。 王妍与她交谈得知，孩子内心
深处非常自卑：“我是农村人，怕他们瞧不起
我。 ”听到这样一句话，王妍眼眶微红，伸出
手像妈妈一样拥抱娜娜。 从此，王妍常常与

娜娜促膝长谈， 并让娜娜负责一些班级工
作，慢慢地，孩子自信地抬起了头。 爱是相互
的，从心底渗出的关爱，让孩子也铭记于心。
在一个周末的晚自习，娜娜悄悄送给王妍一
个保温桶， 打开一看桶内是热腾腾的榆钱
馍。 王妍的眼睛忽然模糊了，眼泪涌出了眼
眶。 在那一刻，孩子是快乐的，王妍的内心是
欣慰的。 2017 年娜娜毕业，教师节前一天，娜
娜对王妍说：“亲爱的王妈妈，我现在过得很
好。 遇到您我很幸运，谢谢您 4 年的陪伴、照
顾。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爱您。 ”

不仅是娜娜，每逢毕业季，王妍总能收
到一封封承载着万千情谊的信，有的来自学
生，有的来自家长，有细心的叮咛，也有衷心
的感谢。 不管多久永远都不曾改变的是维系
师生、家长的浓厚情谊，是师爱。 爱在左，情
在右，一路播撒，花香弥漫，让穿枝拂叶的孩
子走在其中，虽有荆棘却没有痛。 这是王妍
为孩子铺设的爱与情的美丽之路。

苦难考验挺脊梁 汗水挥洒有余香

苦难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考验

一个人的品格和智慧。 曾有两个学期，因教
师考编等原因，学校教师十分紧张，王妍临
危受命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除了完成日常
教学任务， 还要管理年级组和校团委的工
作。 这可把王妍忙坏了，同事们将她比成陀
螺，王妍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她每天有用不
完的劲儿。 直到有一天，因连续忙碌，她低压
不到 40 毫米汞柱，差点晕过去，同事们发现
后心疼地说“你太累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学期过去，两个班骄人的成绩让王妍如释
重负。 毕业时，其中一个班的班长送给王妍
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老师，有一幕我到
现在都不能忘记———初三， 午间烈日炎炎。
我推开您办公室的门， 您中午没有回家休
息，在办公桌上酣睡，桌子上堆满了作业，在
不起眼的角落里却有大大小小的药瓶。 老
师，那一刻我心疼您。 ”字里行间透露出孩子
对她的感谢和理解。 这一年她 40 岁，在不惑
的年纪享受着美丽的幸福。

如果说，人生是不断选择的旅程 ，当千
帆阅尽，最终留下的，就是一片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风景，那么做教育就是王妍人生
中最美的风景。

春风化雨沐桃李 满腔热忱育英才
———记市实验中学教师王妍

本报通讯员 赵新民 杜雯玉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世间一切都
是一种遇见， 就像冷遇见暖， 有了
雨；春遇到冬，有了岁月；天遇到地，
有了永恒。 而长达 22 年的深情教
育，从王妍遇见学生开始。

能同过同罚吗？ 遇到“校闹”怎么办？
家校之外“援军”何在？

———管住“熊孩子”，教育惩戒规则还得迈过这些坎

������11 月22 日，司法部公布《中小
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
意见稿）》， 旨在为社会广泛关注
的教师惩戒权定规立矩。

惩戒规则能否保障教师有效

而又公平地震慑“熊孩子”？ 当惩
戒权碰上 “校闹 ”，惩戒规则能保
护教师吗？ 当罚不罚，校、师是否
有责？ 学校、家庭有哪些教育“援
军”？ 近日，记者走访多地，听取学
校、家庭及有关部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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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营造“车让
人，人让车，人车互赞”的良好社会风尚，近日，市油田三
高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校园网、黑板报等形式，广
泛宣传交通政策法规，点赞文明交通中涌现的好人好事，
曝光不文明交通行为。 （秦家军 杨清顺）

●为提升语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11 月 26 日，华龙区岳村镇田村小学开展生活化作文教学
研讨活动。 （刘瑞丽）

●为增强学生珍爱生命的安全意识， 提高学生在应
急情况下的自救防范能力，防止事故的发生，11 月 27 日，
市油田皇甫中学开展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祝若瑾 晁小康 娄胜）
●为让全体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培养师生坚

持不懈的奋斗精神，11 月 25 日，市油田二小开展“努力实
现人生小目标，成就人生大未来”主题活动。

（赵秀丽 陈晓翠）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水平， 提升教师

专业素养，11 月 24 日， 范县思源实验学校举行教师业务
能力考试。 （张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教师职业
道德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营造教书育人、崇尚师
德的良好氛围，11 月 21 日，范县教育局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红色经典诵读演讲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 范县濮城镇军寨小学教师陈祥芹以
《用爱铸师魂》为题，以军寨小学教师马少寒的事迹为内
容，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畅谈了对教育
事业的忠诚和责任，讲述了对学生的热爱、关心和帮助。
陈祥芹以饱满的热情，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师德师风的
理解。 在此次演讲比赛中，陈祥芹取得了小学组第 2 名的
好成绩。 （郭兆锡）

�������本报讯 11 月 22 日，濮阳市第五期梯级教师论坛活动
在市油田第二高级中学成功举办。 濮阳市所辖县区、市油
田教育中心分管师训工作负责人、市直学校校长、全市名
师代表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论坛活动。

本期全市梯级教师论坛主题为“牢记初心使命，讲好
教育故事”，以微报告和现场互动交流的形式进行。 在互
动环节中，与会教师积极参与、主动分享，与教育教学实
际相结合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究。 （张世功）

濮阳市第五期梯级教师论坛活动
在市油田第二高级中学成功举办

�������本报讯 11 月 25 日，市二实小以年级组和处室为
单位召开以“培根铸魂，快速提升”为主题的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会议。

该校各组室负责人就成长作了进一步阐释，并要
求全体教师提高认识，主动成长，培根铸魂，快速提
升。在工作中，要时时处处发挥积极主动精神，拒绝平
庸的忙碌，学会精准的学习。

会议强调，一是人人要以全市开展的“礼让斑马
线 ，文明过马路 ”专项行动为契机 ，做好 “大手牵小
手，文明过马路”活动，进一步增强交通法治观念和
文明交通意识，营造“车让人，人让车，人车互赞”的
良好社会风尚。二是全面提升班级管理。 在抓好教育
教学的同时，重视班风班貌建设，注意班级卫生，做到
整洁、整齐。 三是教职工要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师表，身正为范。

会议明确，要懂得珍惜，学会尊重，积极成长。 为
此，该校作了明确规定，引导教师养成良好的工作习
惯，善于反思，善于总结，及时记录。要注重细节，把小
事做细，做到督导检查经常化，评价反馈及时化。

（王慧）

市二实小

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红色经典诵读演讲比赛

范县教育局

�������本报讯 为扎实有效地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 大力
弘扬宪法精神，近日，市油田一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宪法宣
传活动。

该校利用大型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宪法知识， 营造学
法氛围；组织学生在线学习宪法与法治知识，同时安排学
生在家和家长一起观看《青少年普法教育》，学校组织学
生进行测评；开展宪法宣传黑板报评比活动、宪法晨读活
动，并统一晨读内容，确保将活动落到实处；各年级分别
举行“礼赞宪法”演讲比赛，评选宪法小卫士。

这些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师生的法治观念， 进一步扩
大了宪法学习宣传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营造了学习宣传
宪法的浓厚氛围，发挥了家校联系的桥梁作用。 （张中兴）

市油田一中

召开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

宪法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教师风采

教闻联播

教苑短波

本期聚焦

�������焦点一：家长担心，能保证同过同罚、过
罚适当吗？

惩戒规则第五条（二）规定：合法合规 。
（教育惩戒 ） 应当以事先公布的规则为依
据 ，……程序正当、客观公正；（三）规定：过
罚适当。 应当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特
点、身心特征、认知水平、一贯表现、过错性
质、悔过态度等，选择适当的惩戒措施，实现
最佳教育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戒时能否一视同

仁有疑虑。 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实中常有
老师对违反纪律但成绩较好或自己较喜欢

的学生“睁一眼闭一眼”，仅点名批评。 而在
同样违纪时，却对成绩一般或自己不中意的
学生施以罚站等更重惩罚，有的批评甚至涉
嫌人格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学生处主任

吴芷英建议，首先要尽可能详细地制订学校

相关规章制度，并将内容广泛宣讲、告知，让
所有学生、家长、教师准确了解何种惩戒事
由对应何种惩戒方式。 同时，惩戒行为的处
理过程和处罚结果都应公开，将教师的处罚
权置于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惩戒只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应尽可能不
把学业惩戒纳入惩戒规则中，避免教师因升
学、考试考核压力，对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
学生进行额外惩戒。

焦点二：教师担心，正当惩戒造成损害，
遭遇“校闹”怎么办？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规定教师正当实

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
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教师
处分或其他不利处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担心正当惩戒造成
意外后，一旦遇到“校闹”，学校是否会顶不
住压力，以处分教师息事宁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

认为，惩戒规则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对教师正
当惩戒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学校的行为进
行了约束。 面对“校闹”，学校同样受到相关
内容约束，无权牺牲教师权利。 另外，惩戒规
则中明确了学校应引导对教育惩戒有异议

的家长通过多种渠道申诉，这对教师而言也
是一种风险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认为，有些家长
将老师的惩戒视为受欺负，甚至觉得上学是
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是来受气的……思想
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取得社会共识，才能为
教育惩戒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为此，应切

实做好宣传引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章

友德认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性 + 列举”
的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意外，只依靠规则
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仍不够完善，还要依据
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配合，完善举证、质证、裁判等程序，
使学校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律法规体系

的保护。

焦点三：当罚不罚，犯错更大，学校和教
师该担责吗？

放任“熊孩子”一再任性继而犯下大错，
教师和学校应承担责任吗？ 惩戒规则中没有
明确规定，但是不少家长却十分关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基础教育股股长

安会根说，惩戒规则要求，较重以上等级惩
戒形式由集体研究决定，如果当罚不罚而引
发不利后果，学校和教师应当承担教育和管
理失职的责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学教师姜鸿洲认

为，老师教育失职的后果虽然没有在惩戒规
则里明确， 但现实中的惩罚措施并不缺乏，
如降薪、降职称等，严重的甚至会被吊销教
师资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
如应当惩戒但受法律法规限制， 因而致使犯
错学生未受惩戒的，教师或学校应无责；应当
惩戒但惩戒不当或过轻未能起到警示教育作

用，后续又造成严重后果的，教师或学校要承
担部分责任； 应当惩戒但因教师或学校主观
原因没有惩戒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是教师或
学校严重失职，应该进行严厉处罚。

焦点四：家、校之外，还有谁应该共管“熊
孩子”？

惩戒规则规定， 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惩
戒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扶，注重惩
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 学校可以根据实际和
需要，建立学生教育保护辅导工作机制，由学
校分管负责人、学生工作机构负责人、教师、
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司法及心理、社会工作
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辅导小组， 对有不良行
为的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矫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构成犯罪但未受刑

事处罚的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协同、配合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管教、帮扶，并要求家长
予以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学校校长蔡国勋告

诉记者，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的学
生教育手段有限， 除了言语说教， 就是请家
长，效果有限。 惩戒规则应切实成为学校、家
庭和相关部门之间合作互动的纽带， 丰富教
育惩戒工具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廖斌认

为，惩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相
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起 “社会转介”、督
导管教的责任，扭转“家长管没用”“学校不敢
管”“社会管不了”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陈王莉

认为，规则从教育惩戒角度为校检共育、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提供了有力依据。 惩戒
规则可对构成犯罪但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教

育、矫治、改造的方式方法进行完善，如规范
工读学校管理、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建立教育
社工住校制度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