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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研带头人，他笃行致
远，惟实励新，坚持研教融合，
以教思研，以研促教，推进学校
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名
特级教师和班主任，他沐光而
行，勤耕乐享，用涓涓细流之
爱，点燃孩子心灵的火花，以拳
拳赤诚照亮教育漫漫前路。他就
是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教研处主
任祝红欣。

为促进教师团队建设和专业
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2020
年，该校成立教研处，由祝红欣
担任负责人。教研处是以学校教
学骨干为核心的教科研团队，引
领全校的教学研究和教师专业化
成长。

祝红欣带领教研团队，结合
学校实际，积极探索“三新”
（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实
施途径，不断加强课程体系建
设，积极探索高效课堂建设，完
善考试评价制度，加强教师业务
培训，探索“公开课”“示范
课”“观摩课”三级课堂建设，
组织九大学科高考真题研究，在
推进“三新”精神落地方面取得
了初步成效。

祝红欣勤恳敬业，踏踏实实教书育人，认认真真做
好本职工作。在育人实践中，他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思想教育方法，即通理先通心，对学生动之以情，开
展以情感人，以感动为先导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使教师的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内心渴望。在教学中，
祝红欣本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宗旨，注重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不仅教学生学习知识，而且让他们
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他要求学生做到
的，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言行为学生作表率，用自己
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用自己的行为影响学生。

祝红欣注重因材施教，对学优生注重知识的升华，
对学困生注重双基的落实。26年教学生涯中，他一步
步把很多孩子送入理想的高等学府，他所教的学生中，
有近百人被双一流高校录取，可谓桃李遍天下。

行走在教育和教研的路上，祝红欣付出了无数心血
与汗水，也收获了累累硕果。他本人多次被评为省、
市、县级“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两次荣获夏邑县

“个人三等功”，先后被评为“夏邑县十大名师”“商丘
市名师”“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模范教师”“河南
省特级教师”等。2016年，他的《物质的量》一课，
被评为商丘市中学化学学科优质课一等奖；2019年，
他主持市级课题《新课程背景下化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研
究》并获得一等奖；2023年4月开始主持省级课题《县
域高中化学学科校本教研现状、问题》。

祝红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好教师的内
涵，堪称教育家精神的身体力行者。谈到未来，祝红
欣表示，要忘掉成绩，保持“空杯”心态，继续前
行，为学校发展躬耕不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建设
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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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话题：网友“伊豆的家
长”反映：年末岁尾，微信朋友
圈里学生家长晒奖状、晒成绩。
孩子考得好值得鼓励，但邻居家
的孩子这么优秀又让部分人夜不
能寐。我家孩子的成绩可以说是
不上不下，关键在于孩子没有学
习的积极性。我和孩子爸爸天天
非常焦虑，想让孩子参加寒假补
习班，孩子却不愿意，我们不知
道该怎么办。

杰说家教：家长的“成龙成
凤”心态本无可厚非，但学习不是
童年的全部，孩子也不是家长晒成
绩、长脸面的工具。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
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童年是人
生的起点，承接的是漫长的人生旅
途，而快乐健康成长理应是童年最
好的标签，打好基础、养成好习
惯、培养创新能力和动手动脑意识
才是孩子最该拥有的，才是家长最
该关注的。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能否
成龙成凤，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要学会观
察，善于明察，用心体察，和孩子同
频共振，才能给孩子插上高飞的翅
膀。如果一味攀比，深陷焦虑，置孩
子的个性发展于不顾，只能离成龙

成凤的赛道渐行渐远。
鲁迅先生认为，要教育儿童，必

须理解儿童。“孩子的世界，与成人
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
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最近读 《大象在屋里》 这本
书，感悟到家庭教育三原则：平静
爱、不伤害、待花开。孩子是独一
无二的存在，只要平静爱，只要不
伤害，终有一天孩子会开花——或
是倾国之牡丹，或是如米之苔花，
回报您一个芬芳别样的春。

“杰说家教”栏目垂询电话：
0370—2616006

手机：13849660198（微信同
号），欢迎网友提供话题，参与互动。

“杰说家教”第一期

焦 虑 催 生 不 了 龙 凤

◀1月29日，梁园区凯旋路第
二小学举行“悦”读新时代 书香以
致远——寒假教师全员读书活动，
让老师利用寒假读书，在假期中

“读有所乐，读有所获，读有所长”。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海芳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 1月 29日，夏邑县第七小学党
支部组织教师开展寒假家访活动，重点关注各班特殊学生、
困难学生，进一步密切家校联系，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
水平。

在家访活动中，老师向家长反馈了学生平时在校学习表
现情况，现场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劳动，并与家长深度
交流，同时向家长征求学校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建议。

每到一个家庭，教师都会通过拉家常的方式了解学生在
家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思想动态，家长纷纷表示，会积极配
合学校的工作。

本次家访活动让教师和家长的心贴得更近，家长和教师
互相学习、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结成了一个学校家庭的教
育同盟，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共同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让
爱延伸。

夏邑县第七小学

开展家访活动
拉近家校距离

近期，我市中小学生陆续开启了寒假
生活，如何过寒假更充实？记者了解到，有
的家长选择让孩子自由规划寒假日程，还
有部分家长给孩子制订了学习计划。学校
布置的寒假作业，少了一大堆书面作业，增
加了不少动手实践内容。教师建议，寒假
期间，家长可适当让孩子进行生活体验活
动，坚持多阅读，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可
以让他们有所启迪。

“假期不能让孩子闲着，每天出去玩，
开学了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其他同学都在
坚持学习，我的孩子如果不学习，不进则退
怎么办？”冯女士的女儿上九年级，面临中
招考试的竞争，冯女士觉得压力越来越
大。这次寒假，冯女士已经给女儿制订了
假期学习计划。记者发现，和冯女士有着
同样担心的家长不在少数。

相比高年级家长的焦虑，低年级的家
长尚且“轻松”。家长刘静给小学三年级
的儿子做的“寒假攻略”是抓大放小。规
划大方向，让孩子加强体育锻炼，具体安
排不限。“我认为，劳逸结合、轻松不累
最重要。”刘静说，“孩子平时做作业马
虎、拖沓，没有时间观念，借助寒假让他
学会统筹时间。”让刘静感到欣慰的是，
儿子在上周已经开始规划寒假日程表，比

如，每天什么时间写作业、
什 么 时 间 找 小 朋 友
玩、什么时间看动画
片等。

伴随着校外参观
学习、研究、做家务

等社会实践内容被纳入学生素质评价指标
体系中，今年，我市不少学校布置的寒假
作业不再是一大堆笔头作业，而是增加了
社会实践内容。

市第一实验小学寒假温馨寄语家长做
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性看待孩
子的考试成绩，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习过
程和个人发展，关注孩子的心理情感和品
格养成。春节期间家庭聚会增多，聚会时
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进行对
比；保护孩子的自尊心，不当众批评孩
子，要正视孩子的差异性，理性看待并正
确评价自己孩子的行为特质和思维特质，
多发现和寻找自己孩子的优点，积极给予
鼓励。关注孩子的思想行为、心理健康和
情绪变化等，及时调整和解决孩子不良情
绪和心理状况，帮助孩子解决学习和生活
中的困难，有效保障孩子身心健康。多与
孩子一起进行有益身心的锻炼或活动，一
起办年货、走亲访友、写春联、猜灯谜、
管理压岁钱等，共同营造温馨融洽的生活
氛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假期我打算带
着孩子出去旅游，让孩子见识更多的风土
人情和人文地理知识。”市汇佳学校四年级
学生宁顾泽的妈妈顾女士告诉记者，每年
假期，她都会带孩子去旅游，通过旅游增长
孩子的见识和阅历，能够很好地开阔孩子
的视野。

市第一中学教师李春认为，寒假期
间，景点、商场都有许多趣味横生的活
动，能够让孩子们学习、玩耍两不误。李

春说：“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我
更倾向于让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练
字，在生活中学习和成长。”家长可以让
孩子进行简单易操作的家务劳动，同时
让孩子学会主动完成自己的事，学会对
自己负责。可以打卡“阅读圣地”，如商
丘图书馆、书店等。鼓励孩子完成特别
的挑战：打卡三家书店或三次打卡同一
家书店。让孩子在书店或图书馆里进行
自主阅读至少 1小时，或选购一本自己最
喜欢的书籍，拍照留念、记录此次挑战
的感受。

假期中，孩子与父母的相处时间会更
长。因此，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制订计
划，如每日坚持 1小时阅读、定时收看新
闻、坚持跳绳。李春建议，家长可鼓励孩
子和三五个同学组成学习小组，建立打卡
群（以天数或者周次进行打卡），小伙伴
互帮互助互促，共同成长。

寒假开启——

多种方式让假期生活更充实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海芳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为了发
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
立法，明确了家庭教育的责任、国家支持家庭教育的责
任和家校社政协同育人的责任，家庭教育由“家事”
上升为“国事”。

从孟母三迁到孔融让梨，从《弟子规》的盛行到
家庭教育立法，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各界关
注。实践证明，一个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尤其需要
父母率先垂范，在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
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培育、引导和影响。

那么，什么是好的家庭教育模式？什么样的家庭
教育才能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本报即日起在《教育
在线》版开辟“杰说家教”专栏，欢迎广大读者不吝
赐教。

开栏语

本报讯 （记者 谢
海 芳 通 讯 员 蔡 康
宁） 近日，市教育体
育 局 召 开 “ 名 师 入
商”第二次工作推进
会，进一步了解“名
师入商”工作实施进
展，广泛听取工作意
见建议，改进和完善

“名师入商”工作具体
举措。

会上，“名师入商”
人员结合各自的工作
岗位依次进行了交流
发言，对 2023 年度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并对 2024 年度工作进
行了具体谋划。

据 悉 ，“ 名 师 入
商 ” 工 程 自 2023 年 5
月底启动以来，共有
21 位名师来到挂职单
位。我市成功举办了
全市高中、初中各九
个学科的教学质量提
升研讨活动，举办幼
儿园园本课程建设观
摩会以及课题开题展
示交流活动等各类活
动 30 余场次，全面系
统提升了我市基础教
育课程教学水平。“名
师 入 商 ” 工 程 坚 持

“输血”与“造血”并
重，派出学校与我市
挂职学校结成友好联
盟，通过建立教师跟
岗 学 习 、 派 驻 指 导 、
团队互访等多种形式

的互访挂职制度，在
更宽领域开展了多层
次的合作与交流，促
进了我市挂职学校的
全方位提升。“名师入
商”工程依托挂职名
师在教学、教研、管
理等方面的深厚素养
积 淀 ， 通 过 课 程 建
设、师资成长、校本
教研等各方面的体制
建设，为我市挂职学
校提升办学水平、发
挥办学优势、弥补学
校发展短板做出了有
益探索。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负
责 人 表 示 ，“ 名 师 入
商 ” 工 程 是 商 丘 市
委 、 市 政 府 站 位 全
局，谋划推进我市基
础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
推动我市建设成为国
家区域中心城市的重
要举措，希望名师继
续发扬甘于奉献、无
私付出的精神，在教
学上强帮带，在教研
上强引领，在精神上
强感召，辐射带动更
多学校和教师能力提
升。各挂职学校充分
发挥好服务功能，以
真情温暖人心，用行
动诠释关怀，不仅要
把“名师入商”工程
打 造 成 教 育 帮 扶 工
程，更要打造成情感
暖心工程。

“名师入商”工程推进我市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寒假开启寒假开启，，学生在新华书店读书学生在新华书店读书。。

▲近日，市回民中学开展了春
联创设美术比赛，要求参赛学生创
作富有创意和美感的作品。比赛
现场，学生们用心创作出了一副副
精美的春联，他们用这种传统的艺
术形式，抒发着对学习、生活的热
爱，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海芳 摄

祝红欣正在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