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队帮扶促发展 携手共进新台阶
本报讯 根据省教育厅 2023 年国培计划

安排，近日，市子路小学分别前往安阳市龙安
区马投涧镇中心小学和台前县马楼镇第一小

学进行把脉诊断，精准帮扶。
市子路小学与马投涧镇中心小学是“一对

一精准帮扶对子”。 9 月 12 日一大早，市子路
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武继敏一行 5 人来到马
投涧镇中心小学进行精准帮扶。

马投涧镇中心小学校长王建强介绍了学

校的基本概况、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以及
办学成果。 接着，由马投涧镇中心小学的两位
教师进行课堂展示。两节展示课结束后，首先，
由市子路小学教研室主任高艳茹对马投涧镇

中心小学授课教师给予高度的肯定，同时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 随后，市子路小学副校长焦丽

娟做了总结点评， 肯定两节展示课教学的优
点，同时指出了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
的地方，真正起到教研相长的作用，让在座的
教师受益匪浅，收获颇多。最后，由濮阳市子路
小学两位优秀教师邓宁宁和闫慧分别带来语

文《植物妈妈有办法》和数学《倒数的认识》精
彩课例展示课。

9 月 13 日，市子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武继敏，副校长焦丽娟，教研室主任高艳茹等
一行人来到台前县马楼镇第一小学进行精准

帮扶。
专家指导团队先初步了解了马楼镇第一

小学的基本情况、 师资队伍建设及办学成效
等，为下一步精准帮扶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
也为学校下一步发展提出宝贵建议。马楼镇第

一小学两名教师和市子路小学两名教师代表

分别进行课堂展示。 展示课结束后，专家指导
团队与马楼镇第一小学共同评课教研，专家指
导团队对两位授课老师课堂上的亮点给予了

充分肯定，也针对课堂中不足之处提出了中肯
的建议。 马楼镇第一小学全体教师受益匪浅，
真正实现“一对一精准帮扶”城乡教育共同发
展。

教以潜心，研以致远。 市子路小学开展的
帮扶活动，加强了两校之间教育理念的融合和
教育资源的交流， 为教师专业成长指明了方
向，真正落实“一对一精准帮扶”精神，为濮阳
市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

和引领作用。
（本通）

本报讯 一份耕耘， 一份
收获。 近日 ， 华龙区黄河路
小学的学子们收到了一张张

科技类竞赛的荣誉证书 。 这
些既是对学生勤于实践 、 勇
于创新的嘉奖 ， 也是学校科
技教育蓬勃发展的见证。

在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中，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学子发挥出色 ， 两组参赛队
伍获得了省三等奖 ， 一组参

赛队伍荣获省二等奖 ， 另外
两组参赛队伍斩获省一等奖。
同时， 在河南省青少年信息
素养提升大赛中 ， 学校的学
子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 超
级轨迹赛项目队伍勇夺省二

等奖， 同时 ， 学校在超级轨
迹赛项目中获得市级一等奖

和二等奖， 此外 ， 学校参赛
队伍在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

创新挑战赛河南选拔赛中荣

获省二等奖。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 ，

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优异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对科

技教育的高度重视 ， 离不开
全体指导教师和参赛学子的

共同努力 。 接下来 ， 华龙区
黄河路小学将继续在科技竞

赛中勇往直前 ， 勇创佳绩 ，
再续辉煌！

（本通）

市实验小学

本报讯 9 月 11 日，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教授、河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院软科学研究
基地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河
南教育家书院研究员合作导师赵慧臣带领研

究生团队来到市实验小学，就《信息化环境下
的小学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实践研究》课题进
行深度调研指导。

导师团与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认

真听取了课题组关于《信息化环境下的小学跨
学科项目式学习的实践研究》 课题的基本情
况、主要做法及呈现阶段性成果的汇报；希沃
教师顾问寇春丽就信息化技术与学科融合进

行了针对性的讲解，赵慧臣针对汇报展示做了
详细指导，指明了课题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具
体策略。

河南教育家书院合作研究员、濮阳市实验

小学副校长李桂荣代表研究团队表示感谢导

师团的倾情引领，表示作为课题主持人，自己
将带领课题组成员以及学校老师们立足课堂，
扎实做好教育科研实践研究，进一步丰富理论
物化成果，努力让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与国家提
出的五育并举适切融合，使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 （通讯员 王志敏）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校社共建聚合力

本报讯 为凝心聚力、 精
准备考、 高效提质， 9 月 13
日， 濮阳外国语学校召开高
三年级第一轮复习备考学情

分析会。
校长胡耀桢指出 ， 高三

是学生全面成长的关键期 ，
要注重知识迁移、 能力提升、
素质提升和应试技能训练等。
他要求， 高三全体教师要重
过程、 抓学生、 求创新、 强
作风、 强保障。 常规要抓落

实， 学生要明层次 ， 选题要
有针对， 方法要讲时效 。 温
暖陪伴， 协同作战 ， 举全校
同心之力， 为学生备考保驾
护航。 副校长董建臣针对高
三备考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
一是向训练要分数 ； 二是向
浅题要分数； 三是向规范要
分数 ； 四是向速度要分数 ；
五是向自信要分数 。 高三年
级主任石贤涛对各班总分上

线、 单科上线、 双上线等各

项数据进行了客观详细分析，
在肯定教师教学效果的同时，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 从而引
导激励教师对目标、 找差距、
树信心 、 挖潜力 。 让教学行
为真正落实 ， 让学习行为真
正发生。

本次学情分析会激发了

全体教师更加饱满的热情 ，
为接下来备考指明了愈为清

晰的方向。
（通讯员 王利丹）

本报讯 （记者 李世秀 通
讯员 张贵君 侯舒展） 为培养
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 服务
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 ， 推进
社区文明建设， 9月 7 日， 市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团委组织

学校 “向未来” 服务队和昆
吾办卫南社区党支部组织的

卫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在惠

民小区携手开展了 “清洁家
园”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 ， 志愿者分别在
惠民小区 2 号院至 4 号院开
展除草、 归整车辆摆放 、 打
扫卫生等义务劳动 ， 得到居
民们的纷纷点赞。

参与活动的青少年表示，
通过这次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不仅体会到了劳动的价值和

意义， 提高了环保意识 ， 而
且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 。 今
后将继续积极参与社区的公

益活动 ， 为建设文明城市贡
献自己的力量。

为夯实党团建工作基础，
努力共建 “党建引领 ， 结对
共建， 共谋发展 ” 的党团建
工作新格局， 9 月 8 日上午，
濮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团

委携手昆吾办卫南社区党支

部举行了党建 、 团建共建签
约， 达成了 “共建共享 合作
育人” 初步共识。

管建刚，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人民教
育家培养对象、江苏省教育学会小学语文专业
委员会学术委员。 这半年，我认真研读了管建
刚老师关于“习课堂”家常课的一些理论研究
和课堂实例，感受很深，觉得非常实用。进入复
习阶段，我想可以把“习课堂”的方法引入其
中，或许能够提升复习效率。于是，我做了一节
观摩课，邀请了市第四中学教师武硕文和本校
七年级语文组全体教师进行观摩点评，看能否
在接下来的复习阶段得以完善并运用。

设计好课堂任务单是核心

“习课堂”的一项重要的核心工作，就是任
务单的设计，它的内容关乎本课重难点，也是
学生核心训练和巩固的点。所以结合七年级上
册古诗默写复习， 我做了一个任务单， 按照
“读、写、读、写”四个环节来分布。第一环节，首
先，自由读古诗（先复习熟悉一遍），其次，男女
生分工背诵古诗（检测巩固一遍），最后，我找

出历届学生易错的字词， 让学生书空 3 分钟。
接下来就是写，也就是任务单第二环节———写

出易错字。 第三环节仍然是读，读的是古诗的
课下注释和课堂笔记。 第四环节是理解性默
写，考察学生对古诗内容主旨的理解与把握。

完成各项任务的时间安排是关键

在我做任务单的时候，预估了学生完成每
一项任务的大概时间，例如字词默写，我估计
大概用时 2 分钟，于是给学生留了 3 分钟。 结
果在真实课堂中学生要 4 分钟才能完成，如果
我 3 分钟叫停，必然效果大打折扣。 多等 1 分
钟是必要的， 但是后面的环节就会紧凑起来。
因此， 各项任务的时间安排务必要求实求真，
教师要充分预估到绝大部分学生的情况。 计
时器的运用出彩， 这也是 “习课堂” 的一大
特色之一。 学生看着倒计时， 心中有数， 也
有了紧迫感， 完成任务的时候有争分夺秒的
积极性， 避免了以往复习中的拖沓和疲沓。

课堂的激励和点评是有力抓手

“习课堂” 上， 学生在读和写的时候， 教
师要做什么呢？ 观察哪个学生做得好， 表扬
激励， 引导其他同学向她 （他） 学习。 例如
当我发现要求大家出声读的时候， 很多学生
声音非常小， 我就点明表扬两位声音大一点
的学生， 果然 ， 其他人的声音就大了起来 。
当书空阶段， 学生不积极动手时， 就表扬积
极动手的学生 。 我还专门印制了 “冯老师 ”
印章， 盖在完成任务快速认真的学生任务单
上， 三个印章可兑换奖品。 用激励的方法激
发学生积极性， 提高课堂效率。

这一节课上完， 学生基本上完成了课堂
任务， 提高了复习效率， 也减少了回家的作
业量， 我认为方向是可取的。 但在具体操作
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时间估计、 任务量多少
的设置、 课堂反馈等方面仍然需要在实践中
逐步完善。

跟着管建刚老师学习“习课堂”
市第一中学 冯荣荣

跟着特级教师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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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 用真诚换真心

2008 年大学毕业后， 丁喜云作为河南省
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的志愿者， 来到台前县
第一高级中学，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这是县里
唯一的一所公立高中，夏天没有空调电扇，冬

天没有炉子取暖，办公室没有
电脑，教室没有多媒体，丁喜
云无法展示自己制作的课件，
无法让学生看到更多的世界。
但那时的她，青春倔强，不轻
易服输！ 她坚信，办法总比困
难多。每天她都会在家里提前
做好课件，然后拖着组里唯一
的一台沉重的移动多媒体去

上课，利用晚自习，为学生播
放《百家讲坛》《高考加油站》等节目，帮助学
生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也缓解了
学习的压力。 县城的冬天特别冷， 丁喜云虽
然不是班主任， 但她会把每天的天气预报写
到黑板上， 提醒孩子们注意天气变化， 增减
衣物， 因为坚守与热爱， 她成为学生最喜欢
的老师和无话不谈的朋友。

不断进取 在收获中前行

一年的潜心教学， 刻苦钻研， 让丁喜云
在 2009 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市直学校。
凭着一股韧劲， 2014 年， 她成为学校最年轻
的教研组长， 并开始撰文开设个人公众号。
当大家觉得她已经在专业上比较突出的时

候， 追求卓越的她， 并不满足。 2017 年， 丁
喜云以一名新手的身份， 来到了向往已久的

濮阳市实验小学继续磨炼自己。 这是濮阳市
基础教育的品牌学校， 也是河南省教育名片
示范校， 在这里， 她不断汲取营养， 坚持读
书、 写作、 磨课， 参与编写了 《新概念快速
作文》 《小学生快乐阅读步步高》 等丛书，
参与河南省多文本专项课题、 河南省重点课
题研究， 并上示范课， 可以说， 她上遍了小
学语文高中低学段所有课型的示范课， 并把
课例发表在 《小学语文教学》 杂志上， 她也
成长为学校语文教研部副主任、 河南省骨干
教师……

近几年 ， 面对新入职的一大批年轻教
师， 丁喜云深感责任在肩， 在自己研究学习
的同时， 也带领教师们开启了成长之路。 为
了共研、 共学， 她自费购买了骑象学堂、 东
南教科院的课程， 和大家一起， 指导学生录
制有声书， 改编教育戏剧， 将作品展示在她
自己创建的 “小巴掌剧场” 公众号上。

一位教师就是一粒种子， 只要努力向下
扎根， 就能换来向上生长， 迎来桃李芬芳、
枝繁叶茂。 作为一线教师， 丁喜云在平凡的
岗位上， 无私奉献、 默默耕耘， 以后的日子
里， 她会继续在成长路上忘我奋斗， 把自己
的教育生活点缀得花香四溢、 满目葱茏！

记者 蒋文

�———记第十四届河南最具成长力教师丁喜云

丁喜云， 濮阳市实验小学语文
教研部副主任 ，从教 15 年来 ，她凭
着一份执着与坚韧， 怀着对教育的
热爱与追求，努力向下扎根，不断向
阳生长。 她把理想和青春镶嵌在三
尺讲台， 用热爱和坚守诠释着教师
职业的内涵， 用热情和赤诚守护着
一届又一届学子， 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对教育事业的庄严承诺。

教师成长

濮阳市第八中学（益民路）校园全貌。 （资料图）

濮阳外国语学校

召开高三年级第一轮复习备考学情分析会

在多项科技类竞赛中喜获佳绩

河南大学导师团到校调研指导课题开展工作

濮阳市第八中学（原濮阳第
二师范学校附属学校）， 是一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 成立于 1994
年，1999 年在小学部校址 （昆吾
路） 增设初中部，2000 年 9 月初
中部搬迁到新初中部校址（卫河
路），于 2003 年 10 月由“濮阳第
二师范学校附属学校 ” 更名为
“濮阳市第八中学”，2017 年小学
部、初中部整体搬迁到原濮阳市
第一高级中学校址 ，至此 ，一校
两址的办学局面成为历史，办学
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学校从 1994 年建校以来 ，
已走过近 30 年的办学历程。 历
任校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带领全
体教职工加压奋进、 务实重干、
开拓创新，学校逐渐由不起眼的
小学校发展成为社会关注、学生
向往的名校， 办学规模从建校初的 6 个教学
班 ，24 名教职工到现在的 69 个教学班 ，206
名教职工，4126 名在校生；学制由原来的完全
小学发展成为九年一贯制学校， 校园也由不
足 20 亩发展到现在的 80 余亩， 建有各类功
能教室 、塑胶操场 、篮球场 、排球场 、乒乓球
馆、羽毛球馆、排球馆等。 学校环境优美，美丽
如画，春有樱花绽放 ，夏有小腊芬芳 ，秋有银
杏满目金黄， 冬有南天竹红果与红叶石楠相
映成趣。

这里文化积淀深厚，教育氛围浓烈。 学校
秉承了“九年奠基一生 ”的办学理念 ，确立了
“和谐致美、人人发展”的育人目标，形成了“崇
德敬业、笃学尚行”的校风 ，积淀出 “读书 、明

理、强身、报国”的校训 ，铸就了
“彰显责任， 敢于担当， 用心执
着，守正创新”的八中精神；这里
名师云集，人才荟萃。 既有驰骋
教坛的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贾

瑞芳，教学业务精湛的河南省名
师张红丽、周筱岚、朱丽红、时利
从、薛淑贞、库俊卿、张汝华 、席
凤菊等， 也有大批年富力强、成
果卓著的省市骨干教师，更有众
多知识渊博 、师德高尚 、经验丰
富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学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逐步形成 “特色课程促发
展, 体教融合育新人” 的发展格
局。 学校图书馆、尚书房每天对
师生开放， 常态化读书分享、校
园朗读者、节日诗会等 ，让师生

以墨香润心，与儒雅并行；高标准配备的心理
咨询中心，专兼职心理教师定期开展健康服务
和心理疏导工作， 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注重内涵发展，全面实施了“1+1”合作学习，积
极落实“五到位”有效课堂；落实国家“双减”政
策，狠抓“五项管理”，加强体教深度融合，实现
了教育质量逐年攀升。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红
旗大队、全国知心家庭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
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读书育人
特色学校、 河南省中小学师德师风先进学校、
河南省教育系统五好关工委、河南省教育系统
卓越家长学校、河南省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
称号。

市子路小学

9 月 16 日，濮阳日报社校园记者来到濮阳市青少年
文创体验中心，在童悦厅观察昆虫标本、动物模型；在未
来阁畅想自己未来的生活，设定自己的大学目标；在己悦
厅，制作月球模型标本，打卡哈利波特主题区。 通过这次

活动，小记者们丰富了知
识储备， 开阔了视野，增
进了社会认知和文化理

解。
图为小记者在文创

体验中心用显微镜观察

昆虫。
刘增慧 摄

9 月 16 日， 濮阳日报社校
园记者走进大山口腔，认识牙齿
及功能、 了解口腔健康标准、学
习如何预防龋齿等知识。本次活
动，提高了小记者们对牙齿疾病
预防意识，消除了孩子们对于医
生的恐惧感，为他们今后养成良
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拥有一口健
康洁白的牙齿打下了基础。

图为大山口腔工作人员与

小记者互动，示范讲解科学规范
的刷牙方法。 韩东 摄

向下扎根 向阳生长 在收获中前进 濮
阳
市
第
八
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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