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在没有看护的情况下擅自下水游泳。

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

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以上这些溺水事故发生的环
境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成年人溺水

多半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未成年人溺水

多半是家长教育看护不到位

溺水事故没有年龄和场所之分

多掌握一分应急知识

关键时刻就多一分安全！

1、尽可能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

2、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扶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

3、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

4、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

5、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1、抽筋

①腿抽筋：尽快游到岸边或抓住附近的漂浮物；如无法继续游，深

吸一口气潜到水下，努力把脚掰直，再努力往外踹，尽量让腿蹬

直，用力直到抽筋慢慢缓解。

②手指抽筋：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直到不再

抽筋。可仰面漂在水上。

2、呛水

尽量踩水，将头部露出水面，就能减少再度被水呛到。有规律地踩

水一段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再采取其他措施。

3、遇到旋涡

尽量让自己身体平躺在水面上，然后用最为常用的游泳方式顺着

旋涡的方向快速游出去。

4、被水草等缠住

①不要拼命挣扎、乱踢乱蹬，否则会让水草缠得更紧。

②若附近有人应尽早求助，抓住可抓的东西，让身体浮出水面。

③若没有，最有效的办法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解开水草等缠绕物。

（来源：网络）

自 救 不会游泳的人

自 救 会游泳的人

5月21日，定远县天河小学的学生迎来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劳动实践课——插秧。

为确保劳动课顺利开展，老师们提前进行了
实地考察，仔细评估了农田的环境、土壤条件以
及水源情况，为学生们的安全和活动的有序进行
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学们围在水田边，认真聆听老师讲解插秧
技巧。师傅边讲解边示范，从如何正确分秧、插秧
深度，到保持秧苗间距的要点，都一一细致说明。

听完讲解，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卷起裤腿、光
着脚丫踏入水田，开启插秧初体验。起初，不少
同学因站立不稳、动作生疏，闹了些小笑话，但在
老师和同伴的鼓励下，大家逐渐掌握了诀窍，动
作也越来越熟练。田间，同学们分工协作，专注
插秧，不一会儿，嫩绿的秧苗便在水田里整齐排
列，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

插秧结束后，同学们来到水池边，洗净手脚
的泥巴，脸上洋溢着劳动后的满足。回到教室，
一场交流总结会随即展开。大家踊跃发言，分
享感受。同学们兴奋不已，通过体验插秧，感受
到劳动的艰辛，真正感悟到课本中“粒粒皆辛
苦”的真谛。

将课堂从教室搬到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亲
近自然中学习农耕知识，体验劳动的乐趣与艰
辛。通过亲身体验，同
学们走出书本，在泥土
中感知劳动的价值，在
汗水中收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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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夏季什么样的事故新闻最多？答案就
是溺水。如何避免悲剧发生？遇到溺水怎么
办？这些“防溺水”知识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我再次表扬一下，昨天数学课堂小测试中，大部分
同学都有进步，希望我们大家今天继续努力，争取在这
节课的小测试中能有更多的同学获得进步！另外，我有
一种感觉，这段时间，字写得漂亮的同学似乎越来越多
了。每一位同学都仔细对比一下近期写的字和七年级
刚入校时的字，看是不是变好看了。这些都表明，这一
年多来，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步着的。
这就好比爬山，虽然我们可能起点低一点，速度慢一点，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最终是一定可以爬到山
的顶峰的。”

以上是我为今天下午校内公开课设计的开场白。
躺在床上，脑子感觉特别清醒，睡意全无。我这个

人就是没点出息，略微遇到点事，就极有可能睡不好
觉。翻身伸手够到手机一看，才凌晨三点半，距离为喊
妻子上班定的闹钟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我突然有种想
写点东西的冲动。记得昨天学校工会领导发了一个关
于教育故事征文的通知，我当时看完就删了，没打算参
加！现在突然有点灵感了，干脆来个“一石二鸟”，写篇
文字吧！

打开手机上的“速记”，以什么为题呢？回忆我近三
十年的教学生涯，我始终坚持以鼓励表扬学生为主，那就
以“赞美”为中心吧。第一直觉就冒出了“赞美是最廉价的
教学艺术”，但提笔写时（注意这里是“手指”），又感觉“廉

价”一词不太妥当，在脑袋里“搜索”了一会儿，也没想出更
好的词。常年教数学，也很少看文学作品了，虽然也写过
几篇教学论文，但是那些都是围绕着些许灵感写的大白
话，词汇越来越贫乏了。“跟着感觉走”，就是它了。

谈到写字，这是我的一个痛点，前两天我在教育一
位男同学要好好写字时，还以我自己为反面教材呢。顺
便插一句，我有找学生单独谈话的教学习惯，虽然我不
是班主任，但是每学期我都会无差别地找每位同学谈两
三次话，针对个别同学的随机的谈话不在其中。

我上学期间，字是老师唯一的批评对象，从小到大，
都被老师批评字写得丑，我在写字方面渐渐失去了自
信。虽然有时也练一练，但始终没有多大进步。写慢一
点，还能将就着看，一写快了，丑得连自己都看不下去。
然而，我感觉近一年来我的字也有进步了。这还要感谢
我这一届的一位女同学。七年级学生刚入校时，大多数同
学在数学同步练习封面上写的字惨不忍睹，还因为封面上
有层覆膜，名字经常被碰得面目全无。我就找来记号笔，
一笔一画地帮名字写得不好的擦了重写，结果那几个名字
写得好一些的孩子还故意擦了，也拿来让我帮写名字。这
让我多少有些成就感。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在翻看我教学
笔记前面的名单时说，“老师，你的字写得真漂亮！”当时我
还谦虚地说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

但这一句可能不太真实的夸奖让我久久难忘，这可
是我在写字方面第一次被人夸赞呀，而且还是自己

的学生！自那以后，我在抄写教案时就想，既然
我一笔一划写慢点字还可以，那么我

为什么不能一笔一划写
慢 点 呢 ？ 写 慢

以后，我又琢磨怎样“横平竖直”，怎样把“笔画与笔画之
间摆放匀称”，怎样能“带点笔锋”……渐渐地，对比以前
的教学笔记，我发现现在写的教学笔记，确实好看了不
少。有时我在心里就想，假如我上学的时候能有人适时
夸夸我的字，说不定我也能写一手漂亮的好字。

不光教育学生我喜欢用夸赞，教育我自己的孩子，我
也主要用夸赞！以前的事情，时间长了都记得不太清楚
了，就说说我近期的事吧。我女儿英语成绩一直不太好，
据她说是因为上小学时，英语老师言辞打击过她，从那以
后就对英语有了抵触情绪。我和她妈妈也经常讲道理劝
说她，或许和青春期逆反心理有点关系，无论怎么劝，她都
有她的一套理：什么“中国人不需要学英语”“我又不出国，
学英语干什么”……所以，劝说一直没有效果。每次月考
后，手机软件上的总体分析网状图都是“七缺一”，现在是

“八缺一”了。前两天，期中成绩出来了，可能是英语试卷
偏容易了，这次英语成绩上升了一些，数学这次没发挥好，
网状图接近八边形了。我晚上回家一见面就“大张旗鼓”
地夸她，“谁说我们家的女儿英语差了的，这次英语不考了
80多分了吗？不就比100少了十几分吗？（我也知道总分
120，故意和100分比的），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得到的这
80多分，却总是盯着那丢了的二三十分呢？”听我这么一
夸，她也来了精神，立马说，“就是，我英语还是可以的
噢！”看了网状图后还说，“我真厉害！我马上成八边形
战士了！”从那天晚上开始，她决定每天晚上跟我一起学
半小时英语了，我又借机让她妈妈买了个翻译笔，这不，
已经坚持一星期了。

这学期我们班转来几位新同学，听班主任介绍说，
有两三位是因为在原来的地方学习压力大，出了点心理
问题，才到我们学校来的。又听说我们班的老师大多脾
气好，就选择了我们班。经过这两个多月的调整，这些
孩子的脸上也都经常挂着开心的笑容，家长也说精神状
态好多了。

卡耐基说：“要改变人而不触犯或引起反感，那么，
请称赞他们最微小的进步，并称赞每个进步！”

希望每位老师都能用真诚的赞美去改
变每一位孩子，这些赞美看似“廉价”却极其
珍贵！

（作者单位：凤阳县第五中学）

赞美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教学艺术
□张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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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红色基因作
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承载着党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
统。教育工作者作为塑造未来
社会栋梁的重要力量，承担着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的神圣使命。那么，我们应该
如何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有效
融入红色基因，培养出具有
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
操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
代青年呢？

红色基因，这一饱含历史
沉淀与时代精神的词汇，其内
涵丰富而深远。它不仅仅是
革命战争年代英勇无畏、坚韧
不拔的战斗精神，更是和平建
设时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执着坚守。红色基因蕴含着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
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
对 革 命 事 业 必 胜 的 坚 定 信
念。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源泉。
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将这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让
后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量。

红色基因还体现在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

行上，它倡导爱国主义精神、
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诚信、友
善等个人品德。这些价值观
念，如同红色基因中的 DNA，
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准则
和价值追求。红色基因的传
承，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
是对未来的负责，它激励着每
一代中国人不断前行，为实现
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
福安康而不懈奋斗。

教育工作者应成为红色文
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用自己
的言行展示红色基因的内涵和
价值。在传播红色基因的过程
中，他们需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让
学生深刻理解红色基因的历史
背景和深刻意义。同时，他们
还需结合时代特点，创新教育
方法和形式，使红色基因的传
承更贴近学生的生活，更具吸
引力和感染力。

首先，教师应担当起守护
红色记忆的重任。在社会快
速变革的当下，部分年轻人对
革命历史了解不足，甚至出现
遗忘。教师需通过历史教育、
红色文化讲座等方式，唤起学
生对革命历史的记忆，让他们
了解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
崇高精神，激发他们对红色文
化的兴趣和热爱。例如，我们
指导学生参演情景剧《学党
史、知党性、跟党走》时，通过
角色扮演、历史重现等互动形
式，让学生在参与中深刻体会

到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幸福所作出的巨大牺
牲和无私奉献。这样的教学
方式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历史
记忆，还能培养他们的爱国情
怀和对党的忠诚。

同时，教师应致力于红色
精神的传承与创新。红色基因
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充满时
代活力的精神财富。教师应结
合当代社会特点，对红色基因
进行创新性解读和传承，使其
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新光彩。
这包括将红色精神与现代社会
价值观融合，引导学生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力量。例如，我们指导学
生参演情景剧《学党史、知党
性、跟党走》时，让学生感受到
革命历史的厚重，还引导他们
思考如何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实
际行动，为社会作出贡献。通
过这样的活动，学生能够深刻
理解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从
而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红色
精神，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担
当与风采。

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创作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文艺作
品，如歌曲、舞蹈、朗诵等，让
他们在创作中深刻体会红色
文化的内涵与价值。通过这
些活动，教师不仅能够有效传
播红色文化，还能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使他们
成为新时代有理想、有担当的
青年。
（作者单位：滁州市第五中学）

传承红色基因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朱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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