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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堂

“国家助学政策为我插上了
理想的翅膀，感谢学校给予我帮
助和关怀。今后，我将更加刻苦
学习，报效党和国家对我的培育
之恩。”在2019年河南省中职学
校对口升学市场营销专业高考
中，获得全省第一名的漯河市二
中专学生曾远，在接到本科院校
大学通知书时激动地说。

众人伸援手 圆她求学梦

曾远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爷
爷、奶奶和爸爸生活，在爷爷、
奶奶相继去世后，她的爸爸在外
地打工时因事故也离开了人世。
2014 年，她搬到了姑姑家——
新店镇庄店村生活。曾经的她自
暴自弃，成绩一落千丈。初中
时，她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一
度想放弃上学。最后，在姑姑的
鼓励和劝导下，她来到漯河市二
中专，成为 2016级春季班的一
员。

当学校得知曾远的家庭情况
后，积极为她建档立卡申请贫困
资助，享受国家资助，2016 年
秋季至 2019年春季，三年中享
受国家免学费共计 5700元，助
学金 4000元，除此之外，学校
还免除了她三年的住宿费 900
元。同时，每年学校和资助负责
人都要到她家去看望三到四次，

并带去慰问品，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关怀暖人心 滴点显真情

三年来，漯河市二中专按照
区教育局教育精准扶贫精神和学
校精准扶贫工作安排，教师“大
手拉小手”结对帮扶困难学生，
使困难学生在经济上、生活上和
学习上都能得到关爱，让其能健
康快乐成长。

该校俎晗星老师和曾远的班
主任主动结对帮助曾远。俎晗星
老师还针对曾远的学习程度，制
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

入学之初，当俎晗星老师了
解到曾远家的情况后，在生活和
学习上经常给予她关爱。“晚自
习结束后，我和其他同学在教室
自习时，俎晗星老师总是带些水
果和食品给我们。当我参加市中
职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因
没有合适的演出服而发愁时，是
俎晗星老师拿来自己的演出服给
我穿，老师的关爱让我感受到亲
人般的温暖。”曾远说起老师平
时无私的帮助时，激动地说。

以勤奋好学 为青春增色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曾
远变得乐观开朗了，也逐渐进入
学习状态，后来成了班长。最终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19年对
口升学中以685分夺得市场营销
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实现了人
生的飞越，她也成了学校的骄
傲。

在该校第二届最美学生评选
对曾远的颁奖词概括了她的故
事：她刻苦努力，勤奋踏实，是
学习上的斗士；她团结同学，无
私奉献，是班级的智慧星；她半
工半读，自力更生，是风雨中张
开双翼的强者；在悲叹中挑战人
生，在绝望中毅然前行，用勇气
书写自己绚烂的生命篇章。曾远
同 学 获 得 了 河 南 省 “ 三 好 学
生”，并在河南省2019年对口升
学中以685分夺得市场营销专业
第一名。 潘范学 李露彬

感恩国家资助感恩国家资助
圆我成才之梦圆我成才之梦

8月 9日，郾城区
教育局在新店镇春庄
村新店镇第二中心小
学举行长春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学院“苔米
支教团”第四期支教
结业欢送典礼暨传播
中国优秀文化——徐
邦家先生“孝之根”
书法作品捐赠仪式。

欢送仪式上，长
春理工大学“苔米支
教团”进行了支教成
果汇报。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 学 院 团 委 书 记 鞠 秀 晶 作 了

《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徐邦家
先生“孝之根”书法作品进校

园》 的报告。双方互送锦旗，
并 为 支 教 大 学 生 颁 发 结 业 证
书。随后，举行了徐邦家“孝
之根”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大

家并参观观摩“孝”文化
书法作品。

据 悉 ，“ 苔 米 支 教
团”是由春庄村大学生春
旗创办的支教队伍，支教
活动得到了长春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学院领导的大力
支持。从 2016 年暑假开
始，他们已经连续四年来
到新店镇第二中心小学义
务支教。暑假期间，“苔米
支教团”的大学生为孩子
们辅导暑假作业，教孩子

们舞蹈、绘画、音乐、朗诵等课
程，共无偿帮助1100多名孩子，
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潘范学

郾城区教育局欢送支教志愿者

欢送仪式上欢送仪式上，，相关领导为支教大学颁发结业证书相关领导为支教大学颁发结业证书。。

为 进 一 步 落 实 区
（局） 教育系统脱贫攻
坚 重 点 工 作 推 进 会 精
神 ， 提 升 建 档 立 卡 家
庭 对 教 育 资 助 政 策 的
满 意 度 ， 加 强 家 校 合
作。8月 11日，源汇区
空 冢 郭 中 心 小 学 开 展

“心连心”暑期家访活
动。

教师深入建档立卡
学 生 家 中 ， 与 家 长 和
孩子面对面交流，了解学生暑
假在家学习生活情况，共同探

讨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方法，
并给孩子们带去了精心挑选的

经 典 读 物 和 生 活 用
品，鼓励学生乐观面
对困难，把暂时的困
难当作学习的动力快
乐生活。同时，借此
机会，帮扶老师积极
宣传了国家的惠民政
策 、 学 校 的 帮 扶 措
施。对于学生和家长
关心的问题，老师们
积极探讨、交流，并
将他们对学校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详细记录。
滕亚平 袁结实

源汇区空冢郭中心小学

开展“心连心”暑期家访活动

当一些老年人可能还不
知道“手游”是什么的时
候，很多小学生都能说出一
长串手游名称了。在网络游
戏爆红的当下，孩子和家长
对游戏的态度可谓是天差地
别。

根据第 40 次 《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我国青少年网民（19
岁以下） 近 1.7亿人，约占
全国网民的 22.5%。当代社
会的青少年生来便置身于网
络世界，在“触网”的过程
中，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
尤其明显。

而家长对此则十分担
忧。日前，新华每日电讯发
表《被网游毁掉的孩子》一
文，文章是由一位父亲写
的，他谈到，高中时为了玩

“穿越火线”，他儿子 7天 7
夜连续激战，接近生命所能
承受的极限。“我们都知道
应该让孩子远离游戏,远离
游戏人生。作为一个父亲，
我努力了 10 年，很多父母
也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无奈，
同样沉浸在痛楚和不安之
中，也请网络游戏商们给父

母们提供一个办法。”他说
道。

相关专家对青少年过
度沉迷网游也有各自的看
法。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
健表示，青少年价值体系
还没有形成，又喜爱模仿
成人的行为，以显示自己
长大了。而游戏中一些要
素极易成为青少年模仿的
对象。“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一直强调我们教育‘社
会责任’，要引领社会文化
的正确方向；社会也有教
育 责 任 ， 要 共 同 凝 聚 合
力，呵护下一代的成长。”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涂
国文感慨，网络游戏，已成
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
挡。简·麦戈尼格尔说“游
戏改变世界”，他认为，其
实游戏早已经改变了世界。
这种改变对青少年而言负面
影响更大，他建议应该适度

“把游戏关进笼子里”。
浙江省政协委员沈少春

呼吁，要净化网络环境，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筑安全
防线。 据新华网

如何与游戏“抢”孩子

写作文时，有些同学会
叫苦不迭。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无话可说、没啥写的。
其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写作题材比比皆是，只要细
心观察、善于捕捉，到处都
会有鲜活的写作素材。

如何培养写作兴趣和能
力呢？可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

首先，做生活的有心
人。生活和作文是一对孪生
兄弟。怎样才能使这“兄弟
俩”亲密无间呢？这就要做
个有心人，把生活中的点滴
和作文结合起来。“中午时
分，学生都去食堂了，彭丹
妮同学把整层楼所有的电
灯、电扇给关了；放学以
后，三位学生误了上车的
时间，朱老师用自家车把他
们一一送回家……”这些活
生生的写作素材，倘若把它
记下来，写作时就有话可说
了。

其次，培养即兴作文能
力。真实、朴素的思想情
感，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
不妨尝试即兴作文，这有利
于创造力的培养。还可抓住

一切有利时机，先口头交
流，然后把它写下来。这样
的文章定会是有血有肉、生
动活泼的。

最后，养成良好的写作
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
摊开一本书，准备一支笔，
边读书边动笔。遇到好词好
句或精彩的段落，可先摘抄
下来，然后反复诵读，从而
积累词汇，增加知识储备。
外出时，带上一本笔记本，
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所
感及时地记录下来。假以时
日，养成了用好“烂笔头”
的习惯，也不失为提高写作
水平的有效途径。

晚综

怕写作文怎么办

教师深入建档立卡学生家中教师深入建档立卡学生家中，，与家长和孩子与家长和孩子
面对面交流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