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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 通讯员 闫占廷）“让我们
首先思考第一个问题：数学新课标，‘新’在哪
里……”近日，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特级教师牛献礼从
探究 2022 版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的变化说
起，拉开了宁陵县小学数学新课标培训会的序幕。

5月14日，宁陵县小学数学新课标培训在育华园
学校和立源学校举行，邀请知名专家牛献礼开展专题
讲座，对新课标进行解读，探讨课堂教学策略。邀请
商丘市青年名师基于新课程标准，结合课堂教学实
践，进行观摩课展示。

牛献礼以《小学数学“评—学—教一体化”的思
考与实践》为主题展开讲座，从《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中的“教学评一致性”出发，提出“评价就是学
习”的观点，想要给数学课堂增效，就要给学生设置
合适的可以量化的“评价量规”，以始为终，以评价
促进学生学习。提出“学业评价”不仅仅是期末考试
取得的分数，而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调节，它
贯穿学生学和教师教的全过程。理论结合案例，深入
浅出的讲解，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商丘市4名授课教师均来自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
室。市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何艳文执教的六年级《滚
动的圆》，是堂思维拓展课，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
的探究能力，合作学习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省
名师崔海燕执教的四年级《字母表示数》，幽默风趣
的教学风格、循循善诱的教学语言以及娴熟的驾驭
课堂的能力，留给在场听众的印象很深。省优质

课一等奖获得者李玮珩执教一年级《填数游
戏》，是一节数学活动课，学生的参与度非

常高，把主动权交还给学生，鼓励学
生敢想、敢做、敢说，给学生

思维的时间、空间；省骨干教师黄懿曾获全国第十三
届小学数学优质课比赛一等奖，她执教是三年级《轴
对称》，巧妙的课堂设计、自如的课堂调控、智慧的
点拨、暖心的评价，展示了她精湛的课堂教学艺术。

“全县教师不但要学习领会新课标的深刻内涵，
更要将课标的教育理念落实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推
进高效课堂，实施素质教育，为教育教学进一步提质
增效。”宁陵县教体局师训股负责人徐红艳说。

商丘医专

举行“诚信校园行”资助知识大赛

宁陵开展名师带徒高效课堂展示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为进
一步加强学生对国家资助政策的了
解，展示受助学生自立自强、拼搏
向上的青春风采，近日，商丘医专举
行了“诚信校园行”资助知识大赛。

大赛分个人必答题、抢答题、
集体必答题和风险题 4个环节。各
代表队准备充足，作答严谨，在必
答题、抢答题环节机智果敢，奋勇
当先。在风险题环节斗智斗勇，从
容应对。经过激烈的角逐，医学技
术学院代表队荣获一等奖，护理学

院代表队、口腔医学院代表队荣获
二等奖，药学院和临床医学院代表
队荣获三等奖。其中，4名选手被
评为大赛优秀选手。学校领导为获
奖代表队和优秀选手分别颁发了荣
誉证书。

此次大赛广泛宣传了各项国家
资助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
诚信意识和感恩意识，实现了“以
赛育人”“以赛促学”的目标，为
学校资助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

3636年从教路年从教路 潜心育人待花开潜心育人待花开
——记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商丘市四高副校长邵红卫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许业合

2015 年从安阳师范学院毕业后，
常飞林始终践行着简单而朴素的教育
梦想——“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
个学生”。2022年 9月，常飞林进入夏
邑县第六初级中学任教。他勇挑重
任，除了担任班主任，还带着 6个班
级的地理课，她所带的班级班风正、
学风浓，班级的各项活动和教学成果
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多次受到学校和
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

要想正人，必先正己。常飞林十
分注意自己点滴言行的影响，以特有
的人格力量感染学生。要求学生努力
学习，她率先做到了教学比武夺魁；
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她会和同学们一
起擦窗户；提醒学生树立良好的时间
观念，她会提前在教室等候。校运
会、文艺汇演、社区学雷锋等各种活
动，她都一直陪着学生，一起经历严
寒酷暑，一起分享快乐幸福。良好行

为榜样的树立，也形成了无形的动
力，学生认真对待学习和各项活动，
成绩在同年级中遥遥领先，各种活动
总是榜上有名，她带的班多次被评为

“优秀班级”“优秀晨读班级”“最美图
书角”“行为习惯最佳班级”“优秀卫
生班级”“最佳风尚班级”等。常飞林
本人也获得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
任”等荣誉称号。

常飞林力求把“严与爱”“情与
理”“身教与言教”“校内与校外”“老
师与朋友”辩证地融进班级管理工
作。她始终把细致耐心做学生的思想
工作放在首位，和同学们做知心朋
友，指出他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增强
他们的信心。她经常与家长联系，了
解和熟悉学生的个人情况和家庭情
况，以便更好地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做
出处理；经常与任课老师一起分析学
生情况，建立老师、学生、家长联系

卡，建立学习小组，采用“一帮一、
结对子”的方法使学生各科成绩齐头
并进。

关注学生的生活往往会收到更好
的效果。天冷了，常飞林叮嘱他们要
多加衣服；下雪路滑，提醒他们要注
意安全；学习累了，劝告他们要好好
休息；感冒生病了，会细致地给他们
准备药品；家长没有来接，就及时联
系家长；成绩下滑了，及时与他们沟
通查找原因。她所教班级的一名同
学，入班时成绩全班前 10名，第一次
考试，成绩就退步了 30多名。常飞林
了解情况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对他
倍加关爱。学习上，和各科老师一起
为他进行课后辅导，帮助他制订学习
计划，结合实际情况单独给他“开小
灶”。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这位同学
突飞猛进，跟上了全班同学的脚步。

由于担任班主任，常飞林每天都

要凌晨 5点多钟起床到校看孩子们早
读，早出晚归，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孩
子。2023年临近期中考试时，她刚满3
岁的孩子因反复发热住进了医院。面
对工作和家庭的矛盾，考虑到学校里
还有一群孩子在等着她，常飞林坚定
地选择了面对自己的教育事业。

“舍小家，为大家”，为了不耽误
学生复习，白天，常飞林强忍对孩子
的担心全心 投 入 教 学 ； 晚 上 放 学
后，她到医院陪伴孩子。病床前的
小凳子也变成了她工作的电脑桌。
那几天她的嗓子哑了，脚站肿了，
她咬牙坚持。备课到夜里 11 点更是
家常便饭。

从教以来，常飞林默默耕耘，终
收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的未来之路
上，她将一直坚守“用心做教师、用
爱做教育”的信仰，脚踏实地，奋勇
前行。

他爱生如子，爱业如山，潜心研
究教学，耕耘教坛，甘做教育事业的
铺路石。他就是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商丘市第四高级中学副校长邵红
卫。

1987 年 7 月，邵红卫来到商丘市
第二高级中学任化学教师、班主任，
历任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校长助
理、年级组长，2013 年 6 月任副校
长、工会主席，2017年 3月到商丘市
四高任副校长。

在教育教学中，邵红卫以“学”
“转”“改”为突破口，研究新课程教
育教学方法。“学”，即是带领教师学
习教育教学理论及新课程标准，通过
教师学习培训实现教学思想转变。

“转”，即是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
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从“教会学生
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从“重
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
重过程”，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
学生”。“改”，即是改变个人备课模式
为“三说两备”的集体备课模式，改
传统教案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导
学案”，改“师讲生听”的传统教学模
式为“学、导、练”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改传统的作业本为教师精心设计
的作业纸。新的课程教育教学方法受
到商丘市教研室的表扬，学校被评为

商丘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邵红卫以教研创新为抓手，精细

化管理，推行教研、科研和创新课堂
模式，在课堂实践中，提高教学能
力，把“黄金分割”原理和
学生心理学引入到课堂
上，指导课堂教学。

由于市四高大
部分学生来自农
村，基础薄弱。
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邵红卫
积极撰写教育
教学总结，进
行教学管理和
学 习 方 法 研
究。近年来，十
多篇教育教学论
文在 CN 刊物上发
表，多篇论文成为大
学生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022 年 3 月做客商丘广播电视
台，和听众分享了《曾国藩的治学之
道》，社会反响良好。他精心设计的
《圆梦笔记本作业》核心环节通过国家
专利局批准，撰写的《中小学生学习方
法三十六策》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教育教学成就突出，邵红卫
被聘为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

兼职指导教师，还担任了河南省青少
年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从教 36年来，邵红卫执著于自己
的教育梦想，专注于教育教学研究，

结合新课程标准，潜心研究
育人之路，探索教育教学

方法，多次在省、市级
论坛作报告，介绍
教 育 教 学 经 验
（如左图）。

1996 年 7
月 8 日，正值
高考期间，深
夜 11 时左右，
下着大雨，邵
红卫正在家休
息，被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声叫醒，
“邵老师，你赶紧过
来看看，你们班的李景

同学肚子痛得很……”这
是学校生活老师打来的电话。邵

红卫接过电话立即翻身起床，急忙赶
往学生宿舍。

在宿舍里，邵红卫发现李景状态
不好。由于当时联系不上家长，情况
紧急，在与宿舍负责人沟通后，邵红
卫冒着大雨，马上找个三轮车把李景
送医院。挂号、交费、检查、打点滴……

他一刻也没停下来。在得知李景只是
急性胃肠炎后，邵红卫才松了一口
气。凌晨 5时左右，打完点滴，因为
要参加考试，邵红卫又把李景送到了
考点。学生家长非常感动，给邵红卫
送来了锦旗。

2017年，市四高三年级学生夏开
心三次模拟考试都不足400分，而赴俄
罗斯公派留学必须达到一本分数线450
分。为了完成中俄交流生计划，邵红
卫组织了 5位任课老师，对夏开心的
学习现状进行详细分析，指导学习方
法。经过 60多天的努力，夏开心取得
了484分的高考成绩，被莫斯科鲍曼国
立技术大学录取，市四高圆满完成了
国家分配的中俄交流生的任务。夏开
心在写给市四高的感谢信中说：“没有
母校领导和老师的悉心指导，就圆不
了我的出国梦。”

从教 36年来，邵红卫培养出边俊
杰、张勇、李明涛、刘珍等清华、北
大重点大学的优秀学子近百人。边俊
杰现任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实现商丘市院士零的突破。

近年来，邵红卫先后被评为睢阳
区十大杰出青年、商丘市优秀教师、
商丘市骨干教师、商丘市学术技术带
头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
省优秀工会工作者等。

本报讯 （记者 许业合 通讯
员 夏金明）“本堂课是一节习作
课，郭淑娟老师授课的一大亮点就
是能够‘抓住细节，评价量表，设
计独特’，让学生有尺度，能够轻
松地写作文，再也没有畏难情绪，
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近
日，作为师父，中小学高级教师、
宁陵县初级中学校长张萍走上“名
师带徒高效课堂教学展示”讲台，
对自己的徒弟郭淑娟所讲的课进行
现场点评。

这是宁陵县教研室推行名师带
徒高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的一个精
彩片段，是开展教研活动的一个缩
影。

为 扎 实 落 实 宁 陵 县 教 体 局
“12610工程”精神，推进高效课堂创
建工作，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辐
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水
平，该县教研室开展了名师带徒高
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有 10 余名中
小学骨干教师和教学能手参加展
示，师父和全县其他教师现场听
课。自活动开展以来，经过师父们
的悉心指导，青年教师认真学习、

积极备课、反复磨课。课堂上，简
洁工整的板书、准确流利的表达、
积极开放的课堂、现代多媒体教学
手段的合理运用，表现出了青年教
师良好的工作态度、专业素养和精
神风貌，充分体现了“名师带徒”
的教学成效。

“不改进怎么提高？展示课
后，我的师父马上对我的课进行了
针对性的精彩点评。有肯定，有改
进意见，既中肯又坦诚。”县第四
实验小学英语教师代丽娜对师父王
孝丽的指点欣然接受。

听课后，各位师父对徒弟的课
例及时进行了点评，指出问题、不
足，提出了详细、实用的课堂教学
建议。徒弟也发表了深刻的教学反
思，找出自己的不足、遗憾及下一
步课堂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和今后
努力的方向。

“这次展示活动是对‘徒弟’
教师学习成果的一次检验，我们要
通过‘师徒结对’教研活动真正发
挥纽带作用，使青年教师能在师父
的指引下尽快成长与成熟起来。”
宁陵县教体局教研室主任刘广选
说。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为进
一步做好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
加大校园风险隐患排查力度，近
日，虞城县高中召开了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工作部署会，筑牢校园安全
工作防线。

针对校园安全工作，该校多措
并举，完善双重预防建设机制，做
好风险点辨识和隐患排查，严格落
实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责任。要求各
年级、各科室负责人要仔细研究、
梳理相关工作。安全专干要针对目

标任务组织好风险排查、辨识和隐
患排查治理，克服困难，完成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台账和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提升
思想意识，深刻认识安全风险管控
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断
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要凝聚
工作合力，确保不漏一地、不落一
环节，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
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
有效防范和遏制学校责任安全事
故，全面提升学校安全工作水平。

虞城县高中

筑牢校园安全工作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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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教师用心做教师 用爱做教育用爱做教育
——记夏邑县第六初级中学优秀班主任常飞林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通讯员 崔建勇

宁陵：让新课标新理念落地开花
示范区实验小学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为进
一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让老人
们体会到智能手机的好处，近日，
示范区实验小学组织教师志愿者开
展了“智慧助老，情暖夕阳”志愿
服务活动（如上图。许业合 摄）。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老年人
普及智能手机入门知识，帮助老年
人了解智能设备在出行、就医、支
付等方面的便利优势，消除老年人
对智能设备的抵触心理。有针对性
地为老人讲解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及

常用应用软件，工作人员给老年人
讲解了医疗社保的相关政策，同时
演示社保APP的操作流程，通过耐
心细致地指导，让老人们基本掌握
社保APP的操作程序，帮助老年人
融入智能时代。

真对老年人提出的问题，志愿
者们一一解答，用老人听得懂的话
语去讲解，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
操作手机。很快，老人们学会了如
何在手机上预约挂号、购物和点
餐，如何使用微信支付等功能。

观摩课展示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许业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