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老师师与与特特殊殊儿儿童童面面对对面面互互动动交交流流

本报讯（通讯员 彭召伍）3 月 3 日，紫阳县教体科技局、县师训教
研中心联合举办的 2025 年春季送教上门教师培训班在县阳光学校开
班。 县师训教研中心有关人员、全县各镇中心学校承担特殊孩子送教
上门的教师和县阳光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来自市、县阳光学校的 3 名老师分别就实施特殊教育融
合发展、送教上门的方法与途径，送教上门特殊儿童教育康复策略及
特殊教育融合教育课堂教学策略，特殊需要儿童功能评估方法、教学
计划的拟定与实施等为主要内容进行集中培训。 通过特殊儿童教育培
智现场教学观摩、送教上门政策解读、送教上门工作纪实手册填写、特
殊学生如何实施感统训练、特殊教育学生分类、特殊学生的安置方式
开展演示、互动、解读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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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 日夜不停歇地哗哗流走，
我和我的小树苗班转眼已经相处了 3 个
年头，那个曾经让我一听到他声音就神经
高度紧张的小家伙， 也逐渐茁壮成长起
来。

那是前年的金秋九月，我愉快地接了
新一届一年级，其中一位眉眼清澈、壮壮
实实的小家伙， 起初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但在短暂的集体生活中他的问题随之显
现。 课间在教室外游窜捣乱，在教室用彩
笔画同学衣服， 不招惹别人时自己玩唾
液、拆凳子，有同学向老师报告，他就气急
败坏地扑向他人身边推、打。课堂上，他不
时大声乱叫，老师提醒制止，他就更加大
声嚎叫。 第一次提起要给妈妈打电话，他
竟然扑过来抢夺我的手机。其他各科老师
只要让他坐端正、看书等，就举起手攻击
老师，老师制止不良行为，他就仰头张大
嘴巴，使出全身力气哭吼起来。 说不得管
不得，这样的孩子该怎么教育让我心力交
瘁。

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学生，我迅速与
其妈妈联系并面谈。了解到他六岁之前一
直由奶奶照管，不与同龄人接触，上幼儿

园时就发现孩子爱哭爱闹，辗转几处也不
见效。在学校大家访活动开始时我首选他
家。 “党老师带我家的孩子，确实很倒霉，
请您多担待。”提及孩子在校的表现，孩子
妈妈眼泛泪花，语言有些哽咽。 我向孩子
妈妈推荐了《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及适
合孩子当前阅读的儿童读物，鼓励孩子先
培养读书习惯。

之后的一段日子， 同学真诚地帮助
他，他拒之千里；老师表扬他，他嚷着别提
他名字；别人指出错误，他不改正还变本
加厉；别人靠近他的座位都算侵犯。 而在
家里，他却能够体贴家人。 真有点儿一面
天使，一面魔鬼的意思。我苦思不得其解，
偶尔觉得他不乐意我关注， 干脆不去望
他，他有时却在课堂上不停地喊我，不回
应就不停，严重影响我的教学情绪，一度
让我非常郁闷。 正当此时，得到了校领导
的及时鼓励， 我坚信付出足够的耐心、爱
心，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正念的期许果真是相当灵验的，升入
二年级的大宝，的确有了改变。 他好像一
下长大不少，变得安静许多，爱上看书，不
过还是喜欢捣乱他人，以此引起他人的关

注。 一次社团活动中因招惹高年级同学，
对方一拳打在他的眼睛上，眼白红了一大
块，整整一个月，淤血才散完。在这件事发
生后，我和孩子妈妈达成共识，采取迂回
的教育方式，告诫他学会管住自己的手和
嘴，让他吃一堑长一智。渐渐地，他在社团
课上乖了许多，还敢于上台读故事，吐字
还算清楚，声音也还洪亮，加上我的及时
表扬，使他信心倍增。

作为人民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协同家
长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一个拥有教育情
怀的教师， 眼睛里不应只看到孩子的当
下， 更应考虑到孩子的长足发展。 没多
久， 班里几个调皮的小个子同学合起伙
开始欺负他，这个曾经的 “打架大王 ”变
成“挨打大王 ”。 有时 ，他真是哭得像个
泪人儿来找我说谁谁惹他， 经过多方调
查，三面对峙后，他看着老师严肃对待惹
他的同学 ， 眼睛里充满真诚和感激 ；有
时，确实是他有错在先，我开始直接批评
教育，他会边哭边使劲点着头，偶尔控制
不住情绪也会大吼，甚至顶一两句嘴，但
很快又跟没事人一样， 照常奶声奶气地
喊我：“老师———”。 课堂上，他依然参与

度不高，但不会发出声音影响他人，不看
课本只看课外书，悄悄做自己的事，高兴
了举个手， 回答简单的问题。 数学课堂
上，他兴趣要稍高一点，有时会和同学们
一起回答老师的提问， 甚至在一次计算
竞赛中得到满分。 做作业，他毫不含糊，
交得还算积极，有时正确率还蛮高的。听
写时， 他那双大而清澈的眼睛咕噜噜地
转个不停，趁机就瞄向桌兜。

进入三年级，我允许他站在队列值周
班长的前面和我同行，也避免他与他人起
冲突，他一副骄傲自信的表情溢于言表。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心智也在不
断发展变化，孩子妈妈就孩子的学习和生
活，经常主动请我给建议，孩子对我也越
来越信任。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令我费尽口
舌和心力，也曾有过丝毫懈怠，在不让一
个孩子掉队的大情怀时时鞭笞下，让我奋
力前行，继续谱写这一首难忘的家校共育
之歌。

本报讯（通讯员 李勇 张磊）近日，石泉县银桥小学组织学生赴校外
劳动基地开展以栽种土豆为主题的劳动实践体验活动， 通过学习农知、
实操体验，感受春耕劳动等，为校园学习生活增添别样的活力。

活动中，该校老师讲解了雨水的时令习俗和文化内涵，向学生介绍
了土豆的生长习性、 栽种方法和田间劳动的安全注意事项等基本知识。
该校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翻土、挖沟、施肥、播种、覆土等栽种
工序，同学们三五一组，分工协作，干劲十足，虽动作生疏、经验不足，但
都怀着学习的态度认真对待，共同体验春种劳动的艰辛与喜悦。 “以前只
在课本上学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体验了种植的过程，才真
正收获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该校四年级周毅轩同学兴奋地说。

根据劳动实践安排，后期该校将根据时令变化及时开展锄草、施肥
等田间管护劳动，并在土豆收获季节开展“土豆丰收节”，让广大学生体
验收获的喜悦，分享劳动的成果。

近年来，石泉县银桥小学把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定期组织
开展种植、养殖等劳动实践活动，搭建起学习农耕知识、传承农耕精神、
弘扬农耕文化的有效载体，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在锻炼中成长，提升综
合技能和素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良好品
质。

在我的家乡有个风俗 ，就
是正月初一早上要吃饺子。 为
了早点吃上饺子， 年三十下午
就要做好各种准备。

除夕下午， 奶奶在厨房里
忙活。 看着奶奶忙碌的身影，我
忍不住凑过去， 央求奶奶让我
加入包饺子的行列， 奶奶微笑
着点点头。

她先把面团揉成一根长
条，然后切成一个个小面团，再
擀成薄薄圆圆的面皮。 我学着
奶奶的样子， 拿起一个小面团
放在手心， 用擀面杖小心翼翼
地擀起来。 可小面团根本不听
我的使唤， 擀出来的面皮不是
太厚， 就是太薄， 再就是四不
像。 “擀面皮时不要急于求成，
心情要放松要有耐心， 双手用
力要匀。 ” 奶奶看我着急的样
子， 边微笑着说， 边手把手教
我。 经过几次尝试，我终于擀出
了一个个像模像样的饺子皮 ，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接下来是包饺子。 妈妈负
责调馅儿，馅儿晶莹剔透，红白
相间，香气扑鼻。 我迫不及待地
拿起一张饺子皮， 挖了一大勺
放在中间，然后把饺皮对折，学
着妈妈的样子捏紧边缘。 可是，

那饺子皮好像跟我作对似的 ，
我捏这边，另一边就破一个洞；
我捏那边， 这边又张开了鲤鱼
嘴。 总之，无论我怎么捏，饺皮
的边缘就是合不拢， 把我急得
头上冒汗。

妈妈说 ： “馅儿不能放太
多， 多了容易鼓包， 自然捏不
住。 ”听后，我重新拿了一张饺
子皮， 挖了适合的馅儿放在中
间，重新包起来。 这次，我包的
饺子虽然没有奶奶和妈妈包的
好看， 但总算没破， 又包了几
个，看起来好多了。 期间，大家
有说有笑， 非常开心。 不一会
儿， 一排排饺子整齐地摆满了
案板。 吃饭时间到了，妈妈把饺
子一个个放进锅里，很快，热气
腾腾的饺子就出锅了。 我迫不
及待地咬了一口，“香！ 真香！ ”
我一边尝，一边止不住地说。

通过包饺子， 我明白了一
个道理：劳动虽然辛苦，却是非
常快乐的。 我还明白了另外一
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哪怕是
一件很小的事，要想做到最好，
都要反复练习， 都要把握好分
寸。

（指导教师：李永恩）

“你看，那个小男孩儿下得有模有样，神情好专注啊！ ”在镇坪县图
书馆的围棋区内，几对棋友在棋盘上正杀得难解难分，其中一个精瘦
机灵的小男孩格外引人注意。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那是一对师徒，
小男孩儿是师父，中年女子才是徒弟。 ”

小男孩叫周源琦， 今年 8 岁， 是镇坪县城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2022 年 7 月， 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周源琦在暑期图书馆的公益课上，自
己选报了围棋班，师从有“棋痴”之称的李宁老师门下。 一节课下来，便
被李宁老师风趣幽默、灵活多变的教法所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深深
爱上了围棋。 两年来，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从未阻挡过周源琦学
棋的脚步。 两年的学棋之路，磕磕绊绊，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但收
获得更多。

起初， 周源琦的父母以为儿子学围棋只不过是三分钟的热度，不
会坚持多久。 很快，周源琦用行动消除了父母的疑虑，证明自己是可以
的。 那天的雨下得好大，周源琦爸爸望着窗外如注的雨幕，又回头看看
一旁忙着收拾书包的瘦瘦小小的周源琦，试探着问道“儿子，外面雨太
大了，要不今天的围棋课咱请假，不去上了，回头补上？ ”周源琦一下急
了，连忙答道：“爸爸，今天老师要讲解妖刀定式的变化，这是我最喜欢
的内容，我一定要去，不能耽搁。而且老师说了，围棋就是要坚持才能学
好。”父亲知道拗不过儿子，只好默默地给他穿上雨衣雨鞋，尽量将衣服
扎紧，少淋一点雨，然后将他送到棋校。同年 8 月，周源琦获得了镇坪县
图书馆文化惠民免费围棋培训班乙组一等奖， 这给了他无尽的信心和
力量。

随着取得一个个荣誉，周源琦对围棋越来越痴迷，除了坚持去棋校
上围棋课，每天在家不是学习围棋知识，就是实践练习，甚至到了忘我
的地步，吃饭睡觉都要让人督催。家长也曾担心学围棋会影响周源琦的
学习，毕竟这个年龄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文化知识，围棋只能是兴趣爱
好。 周源琦掰着指头，罗列了一大堆学围棋的好处，并信誓旦旦地向父
母保证，学围棋绝不会影响学习，相反对学习还有促进作用。 看着儿子
坚定、自信的眼光，父母选择了支持。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因为周源琦的刻苦勤奋，积极
参加各种围棋赛事和交流活动，短短 2 年获得了多项殊荣。曾 4 次在镇
坪县组织的青少年围棋大赛中，荣获男子组冠军；多次在市、县围棋赛
事中取得优异成绩；2023 年 11 月参加汉中首届华人华侨杯围棋赛，获
得少儿无段组第 14 名；2024 年，在围棋段位赛中，一路过关斩将，连创
佳绩，来了个 3 级跳，一举升为 3 段。

2025 年春节，我和爸爸妈妈从安康富强机
场乘坐飞机前往杭州、宁波和上海旅游。

在杭州西湖景区， 我们游玩了断桥、 雷峰
塔、岳王庙等景点。 雷峰塔景点人山人海，在一
层我们参观了最原始的塔基原貌， 还有八仙过
海、雨中借伞等壁画，在二层眺望冬天的西湖，
虽然没有春天般的盎然生机， 但西湖的水随着
微风吹过，波光粼粼，顿时让我想起上学期学过
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在宁波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我看见了 7000

年以前的中国文化，让我大吃一惊，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河姆渡人用过的针和陶制罐，非常精致。
宁波博物馆的形状非常奇特， 墙体是用灰砖和
瓦片砌起来的，远远望去斑驳的样子，给人一种
远古沧桑的感觉， 彰显着宁波既是一个有悠久
历史文化的古城， 又是一个充满活力敢于创新
的“年轻都市”。

在上海的东方明珠， 我看到了宽阔的黄浦
江， 沿江两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拿起手机和
家人拍照合影留念，我们也拍下了 2025 年第一
张全家福。

十天的外出旅游， 我感受到了大城市的繁
华、交通的发达，学到了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
这真是一次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好旅行！

（指导老师：王正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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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游记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三年级（2）班 上官垚萱

棋迷周源琦
通讯员 卢慧君

蓝天是鸟儿的乐园，草地是小猫的乐园，花
丛是蝴蝶的乐园，而我的乐园，就是爷爷家草地
旁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河。

春天的小河是美丽的。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向大地， 给村头的小河披上一层金灿灿的薄
纱。 小河醒来了，又唱起了那首优美的歌曲。 我
和朋友们来到河边， 采下草地上那五颜六色的
花朵， 插在头上， 想象自己是王宫里美丽的公
主，在花丛里玩耍。

夏天的小河是热闹的。 小鸟站在树枝上和
我们捉迷藏，小鸭在河里跟我们戏水，我们蹲在
河中央的大石头上，从河里捞石头修“围墙”。用
叶子做小船，运载那鲜艳的花瓣。

秋天的小河是有趣的。河边银杏树上的“小
扇子”变得金黄，一阵风吹来就好像许多金黄的
蝴蝶从树上飞下来，落在草地上休息。而我和小
伙伴们就喜欢收集那些完整的叶子， 把它们一
片片有规律地粘在木棍上，做成玫瑰花的样子，

和伙伴儿们比谁做的“玫瑰花”更美丽、更真实，
然后把它们插在土里， 想象那是自己种下的奇
妙花朵，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冬天的小河是安静的。小河被寒风冻成冰，
我坐在河边用铅笔描绘着小河的样子， 一切都
是那么安静， 只有一个个小雪人坐在身边陪伴
着我。

这就是我的乐园，一条美丽、热闹、有趣又
安静，带给我无限快乐的小河！

我 的 乐 园
平利县城关小学四年级（2）班 周雨蒙

相逢是首难忘的歌
党月琴

紫阳开展特殊教育培训
提升教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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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认真准备种子

种植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