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德树人

自 2010 年工作以来，他一直扎根在乡镇小学，辛勤耕耘，默默奉
献。任教期间勤勤恳恳，对学生满腔热忱，对工作认真负责，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就是来安县三城镇中心学校冯宝三老师。

扎根乡村教育 爱校如家

作为一名乡镇学校教师，冯老师热爱他所工

作的这一方热土。三城镇地处来安县南部，交通

闭塞。刚刚工作时，三城镇连接外部的是一条破

败的石子路，农村班车少得可怜。为了保证上

班，他早上六点便坐上第一班公交车来到学校。

放学后他经常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等到最后一

班车离开。

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些，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骑行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有一次，在一个大雾

的早晨，他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赶往学校，经过

一个上坡时，由于前方的大雾导致视线受阻，他不

小心追尾了前面的一辆拖拉机。因为雾太大，前

方没有察觉到后方的碰撞而继续前行。他在倒地

的时候双膝摔伤，当时他的脑中没有想别的，只想

着早上到校不能迟到，不能影响到孩子们的早读

课。于是冯老师忍着剧痛扶起摩托车缓缓地骑回

家，步行着来到公交站台坐公交车去了学校。同

事们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纷纷询问怎么了，当

知道他骑摩托车摔倒时都让他回家休息。他心里

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拗不过领导与同事们的劝说，

便由同事骑着电瓶车将他送到公交车站……

他将学校视作自己的家，坚守岗位，从不动

摇，不求回报。

关爱学生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冯老师总是能与同学们融洽相处亦师亦友。

在他带过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微胖的小男生---

张同学。张同学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

开挖掘机为生，平时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下张同学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学习

不主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此，张同学的成绩

极不稳定，思想认识也存在问题。为此他经常耐

心地与张同学沟通，探讨生活、学习上遇到的各种

问题，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无私地辅导张同学

的学业，真正做到了平等相待。同时他也经常与

张同学的父母电话沟通，告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并让他们多与张同学沟通。在他的努力下，张同

学有了较大的转变，变得主动、认真起来。每当表

扬他的时候，总是露出腼腆的微笑。

2020 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疫情期

间，学生们都在家进行线上学习。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部分学生的学习效率很低，甚至个别学生

根本没有进行线上学习。为了保证每一个孩子都

能在家认真学习、不落下课程，他便多次来到学生

家，与家长沟通，与学生谈心，了解详细情况，并进

行学业辅导，对孩子学习提出具体的要求,同时开

展线上结对帮扶，让学生相互监督，共同进步。正

因此，他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每年他所带班级

数学成绩在水口辅导区均名列前茅，没有辜负学

校的关心与期望，家长的重托与信任。

细化工作 科学管理

他坚持每天早晨早早到校，做好几件小事：一

是帮助、督促值日生搞好教室和责任区的卫生；二

是在班级里多转悠，及时解决学生中的问题；三是

利用好班班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四是运用结

对子方法。让班级关系好的、成绩好坏进行搭配

组合“兵教兵”。这样做高效地提升班级整体成绩

同时融洽同学之间关系。孩子们也为了班级荣誉

而勤学、守纪。他所带班级多次荣获校级、县级优

秀班集体。

专业成长 从不停歇

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专业化成长

之路，是永不停歇的。冯老师本是以数学教师的

身份考入三城镇中心学校，可他仅仅带了一天的

数学课，便听从领导的安排转为语文老师。面对

语文教学，他真是束手无策。为了不影响孩子们

的学习，冯老师咬咬牙，先自学，每天认认真真地

准备着明天要上的内容，从一字一句到课外延伸，

他都先自学一遍再教给孩子们。期间他还带了两

学期的英语教学。直到 2015 年他才回到数学教

学岗位直到现在。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教师专业成长

的重要性。从 2012 年发表的第一篇语文论文开

始，多次参加小学数学教师论文评选、指导学生参

加小学生数学论文评比、撰写德育实践案例、撰写

主题班队会教案；参加县、市小学数学优质课评

比、参加县小学数学基本功比赛；参加县、市、省级

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微课比赛；参加市、省教育

装备管理维护技能竞赛、撰写教育装备管养维护

案例……

他积极承担学校数学市级课题《与新课程相

适应的小学中高年级数学作业设计研究》，作为课

题主持人，带领成员顺利结题。2017 年被评为来

安县优秀“教科研之星”。2019 年入选教育部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同年被评为来安县“优

秀教师”、“教体系统优秀志愿者”。2020 年被评

为来安县“最美教师”、滁州市“最美教师”。

始于平凡 甘于奉献
——记滁州市、来安县“最美教师”冯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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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记

学校草丛里有蛇，一条毒蛇，一条

碗口粗的眼镜蛇。

这条大蛇咬伤人了。

这条大蛇咬了三个女同学。

……

那天在教室批改作业，几个孩子

下了体育课从外面进来，围着我绘声

绘色地说起“蛇”的事儿。

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我问：“谁

看见的？”

几个孩子七嘴八舌：五班的学生

看见了，告诉我们的。

当时急匆匆地收拾作业本回办公

室，很简单地处理了这件事儿。对几

个孩子说：“你们谁也没看见，那么没

有办法说明这件事是真的。只是听别

人说，不可以这样传下去。”

原以为这事儿就翻篇了，没想到

今天早上戴安娜妈妈找到我，说孩子

回家也说起了蛇的事儿。短短两天，

原先的传闻已经发酵为：草丛中有一

条大蛇，咬了一年级三名女生，两名

男生。

戴安娜下课和一帮孩子想去草丛

中找那条大蛇，说还没找着呢，上课铃

便响了。大家赶紧往教室跑，结果坐

在教室心神不宁，心中隐隐担忧：这条

蛇呢？

这时我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原

来大人眼中不起眼的小事儿，在孩子

心中却成了一个坎——日思夜想、心

神恍惚。

第一节语文课准备和孩子们聊聊

这件事儿，原本的新课计划暂放一边。

“今天闫老师先和大家分享我听

来的大事情。”孩子们眼睛瞪得老大老

大，等着我往下说。“有个人告诉我明

天早上从东方升起的是月亮，并且月

亮会一直挂在天上，从东方升起，由西

方落下。”

刚刚说完，好几只小手举了起来。

有 人 说 ：“ 哇 ，明 天 月 亮 挂 在 天

上啊，那么天一直黑着，我们怎么上

学啊？”

又有人说：“我们明天是要一直在

家呆着啦！”

还有人高兴地说：“那我明天就一

直在床上睡大觉。”

孩子们多单纯啊，他们毫不犹豫

地选择相信了我，并且考虑到白天没

了太阳的困扰。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答案。

我说：“就没有人想过这件事闫老

师是从哪里知道的？你们就觉得一定

是这样的吗？”

停了一小会儿，又有小手陆续举

起来。

王雨涵说：“这是一件让我好奇的

事儿，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

荚祖熙说：“我也觉得很奇怪。”

彭臻回答：“如果是那样，那就一

直是黑夜。”快出现的答案，又被孩子

们绕回去了。我就那样静静地等待

……

没多久，陆雨禾举起小手：“我在

想是不是那个人告诉了你一个假消

息啊！”

宣萱接着说：“这应该是一件假

事儿。”

刘芊诺说：“肯定是那个人跟你开

玩笑的。”

看来部分孩子已经质疑，并且判

断出这是一则假消息。我顺势说道：

“你们很聪明，能够想明白闫老师听来

的这件事的真假。首先，我们自己经

历的、亲眼所见的事儿，可以相信它的

真实性。如果只是听别人说的，那么

你就要考虑它的真假了。今天闫老师

开口就说这是我听来的大事情，那么

我自己并没有经历过月亮代替太阳的

事儿，你们也从未在白天见过这种现

象，那咱们不应该轻易相信它。”很多

孩子点头表示赞同。

“既然不能轻易相信它的真实性，

那就不应该把它传给更多的人。我们

要对自己的话负责，像今天我把这件

事说出来，很多同学没有仔细想，立刻

选择相信。既然白天变成黑夜，那么

咱们都在家睡大觉吧。明天别的班都

正 常 上 课 ，我 们 班 却 空 空 荡 荡 。 人

呢？在家睡大觉呢。”孩子们听了全都

笑了起来。

“这就是传话的人不负责、听话

的人轻易选择相信的后果。前几天

有同学在班里传草丛有大蛇咬伤人，

惹得班里胆小的女生很害怕，大家自

己判断一下事情的真假。”一说到这

个话题，班里不少孩子露出了惊慌的

小眼神。

“一、蛇喜欢阴暗潮湿、杂草丛生

的地方，咱们的校园干净整洁，即使有

绿化，也都是一些矮小的灌木，这样的

环境哪里会有大蛇。既然你没看见，

他没看见，我也没看见，那么传闻还是

真吗？另外，如果真的像传闻中说的，

咬伤了一年级三名女同学，两名男同

学。那么这五名孩子是哪个班的？我

调查过了其他十一个班没有发现同学

受伤。最后、不要说咬伤五名，就是一

名学生被毒蛇咬伤，新闻报道早就出

来了。家长和老师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这样的新闻，所以你们说呢！”

班里立刻热闹起来。“假的，假的，

肯定是假的。”“我就说是假的，你偏不

信。”“我都吓死了，体育课我都不敢去

操场边上，这下终于可以去那边捡树

叶了。”……看着孩子们慢慢绽开的笑

脸，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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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病要“三

分治，七分养。”孩子学

习也一样，需要“三分

在校学，七分在家育。”

然而经常听到家长说:

“我不懂教育,孩子就

交给你了。”如果教育

真的只靠老师和学校,

那才是真的耽误了孩子，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

境。作为家长怎样配合学校做好家庭教育呢？

好习惯受益终身，坏习惯害人一生，习惯影响着

孩子一生的发展。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也说过：“什

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

学生良好习惯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要求。

孔子说：“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家庭教育从一开

始就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可以取得事半功

倍的教育效果。孩子在少年时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

习惯，就会将追求知识、努力学习当成生活中重要的

事情来对待，不需要父母或他人再三催促，因而说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对家长而言，如何配合学校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

呢？先教育孩子尊重与欣赏老师的习惯,亲其师,信其

道，就会很快适应老师，能和老师一起进步。其次在

家里培养孩子课前预习的习惯，提前预习，上课就能

做到胸有成竹，听课就具有针对性，将会提高听课效

率。做作业是巩固所学的知识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的过程，有的孩子做作业的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

往往“拖、抄、代……等等”，这些不良习惯会严重影响

学习效果，所以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

惯。另外重视孩子学会复习归纳和整理错题集的习

惯，督促孩子养成复习习惯，复习能使学生的知识系

统化、条理化、重点化；家中配备错题本，监督孩子把

学习中有疑问或弄错的问题随手记下，最好写出解题

时的思维过程和找到思路突破的方法，以便今后反复

复习，对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有奇效。

现在是法治社会，学生作为未来的人，法治思维

养成有必要。2016年 7月 23日下午，延庆区北京八达

岭野生动物园内发生一起老虎伤人事件，致 1死 1伤，

据了解，伤者下车前曾被提醒不要下车。此事发生

后，网络上的各种议论中，有对野生动物园安全问题

的审视，有对不守规则的反思。“不懂事”的老虎以它

的生物本能，打破了我们超越规则的任性，血盆大口

警示我们，规则是带电的高压线，容不得半分侥幸。

敬畏规则，无规则不成方圆，遵守规则对个人来说关

乎修养，对家庭来说关乎家风，对社会而言关乎次

序。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步入现代社会，文明

的进步从来离不开规则的匡正。犯错是孩子的天性，

家长应配合学校重视教育孩子从小就应遵守规则，在

内心深处刻下对规则的敬畏。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将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 2035 年中国

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高科技将走进我们

的生活。到那时，现在的中学生将是社会主宰者，现

在不努力学习能行吗？

所以，作为我们家长要认清国家发展形势，在家

庭教育方面也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关爱我们的学生学习品质养成。

老师的千言万语,往往抵不过父母的一句话。孩

子能够从父亲身上汲取巨大的成长能量。老师对孩

子的影响可能只有三五年,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却是

全面的,贯彻一生的，父母是孩子前行的动力,给孩子

指明方向与道路,是孩子一生的导师。教育孩子从小

要端正行为，因为有了好的行为就会形成好的习惯。

而端正行为教育，家长有两种教育观点，一种是孩子

受到委屈，就要找家长、找老师讨公道。一种是教育

孩子从小关心他人，对需要帮助的人能献出自己爱

心。你们说，这两种教育方式，孩子长大后谁的发展

空间更大？应该很明显。

教育是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家庭教育离不开

陪伴，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情感上陪伴和支持。

无论您的工作有多么忙,多么无法抽空陪伴孩子,请您

记住,孩子的教育只有一次,一旦错过就无法重来。家

庭中父母忙于工作，不督促、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有

些学生就会学习拖拉，导致学习质量差。当然处处围

着孩子转不叫陪伴。而有些家长下班后在孩子身边

抱着手机，刷刷抖音、打打游戏，这也不是陪伴。杨绛

先生说过，“好的教育，榜样的作用很重要。”陪伴是家

长给孩子做表率，家长也应在孩子身边不断学习。家

长给予孩子应有的陪伴和关怀，孩子会产生安全感和

被支持感，遇到问题会求助于家长，孩子就会在你指

导中获得成长。 （作者单位：滁州市八中）

学校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支持
○柴树云

教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