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潢川县卜塔集镇黄高湾村小学有
90%

以上学生的父母在外
打工或经销花木。该校组织教师利用家访、谈心等形式关爱留守
儿童，并经常举办“家乡变化一日游”等活动，使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图为教师和幼儿班的留守儿童一起做游戏。 黄高湾摄

近日，信阳市鲲鹏置业公司工作人员开着车来到南湾管理区贤山小学，为该校捐赠了价值
1

万余元的
3

台电脑，为这个山村
小学的师生们工作、学习提供了帮助。图为学校师生围在一起，打开新电脑包装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华唯摄

平桥区三小
关爱留守学生特困学生

本报讯（彭慧）

11

月
30

日早晨，

冬日的朝阳给大地带来了一丝丝暖
意。平桥区三小在校园隆重举行“你
有困难吗？我来帮助你，关爱留守学
生、特困学生”主题升旗仪式。

当庄严的五星红旗升起后，该校
30

名留守学生、特困学生和老师共同
表演了感人肺腑的情景剧《我是留守
娃，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些留守
学生和特困学生，有的父母远在他乡
打工，有的因为不幸失去了父亲或母
亲，有的父母由于残疾和疾病家境极

其贫困。他们用声情并茂的语言和自
己的亲身经历激情表演，深深地打动
着台下师生的心。

情景剧表演后，该校校长和校领导
班子成员与部分留守学生及特困生接
成了“一帮一”帮扶对子，为他们带来了
衣服和文具、书籍，也带来了老师们对
这些孩子的关心及亲切问候。该校校长
表示学校将一如既往地给予他们资助，

用实际行动与受助同学牵手互济、共克
难关、同沐阳光，使他们健康成长，顺利
完成学业，回报祖国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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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教体局
书 画 教 育 花 红 果 硕

本报讯（范文超李效发）近年来，息
县教体局以推进素质教育为核心，扎实开
展书画艺术教育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组织机构不断完善。该局成立息县

书画教育学会， 连续
4

年举办了中小学
艺术作品比赛及优秀作品巡回展，参观
师生

20

多万人次。

队伍素质得到提升。该局连续
5

年招

聘美术、书法教师
100

多名，经常组织开
展专业培训及技能大赛。近年来，先后有
10

多名教师被评为省书法协会会员，

100

多人次获省、市优秀书画作品奖。

课程开设得到保障。该局每学期至
少召开

1

次书画教育专题会， 并为开展
书画教育和交流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资
保障。各学校的书法、美术课，每周不少
于

2

节。今年
3

月，息县书画教育学会被
评为市级社会组织先进单位。

市九中
入选省校长培训实践基地学校

本报讯（喻俊鸿）日前，在河南省教育厅公布的首批中小
学校长培训实践基地学校名单中，市九中榜上有名。此次公
布的校长培训实践基地学校全省有

27

所，其中高中
7

所、初中
10

所、小学
10

所。市九中是我市入选的唯一一所学校。

息县一高
荣获市“平安校园示范学校”称号

本报讯（徐智辉）近日，息县一高创建平安校园工作再创
佳绩，获得市“平安校园示范学校”荣誉称号。近年来，该校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
患，确保了校园的安全稳定。

五星办事处
举办关爱农民工子女捐赠仪式

本报讯（陈彦焰）近日，以“奉献一支笔的力量”为主题的
关爱农民工子女捐赠仪式在河区五星办事处琵琶山小学
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共捐赠了书本、文具、玩具、体育用品等
1000

余件（个）。

宏桥小学
荣获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

本报讯（蒋仑）日前，在洛阳市举行的河南省第五届小
学《品德与社会》优质课大赛上，新县宏桥小学校长吴国富代
表信阳市主讲的《马路不是游戏场》一课荣获省级一等奖。这
是该校继语文、数学、英语学科之后又一次登上省级舞台的
优质课。

息县三高
举 办 法 律 知 识 讲 座

本报讯（张学先曹金华）近日，息县三高举办法律知识
讲座，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
他们知道了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
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合格学生。

论坛

教苑

市三高
举行教学基本功比赛

本报讯（袁德坤）为进一步推进素
质教育， 深化新课程教学改革， 今年以
来，市三高举行了系列教学基本功比赛。

近日，该校继粉笔字、钢笔字比赛之
后又成功举行了“中青年教师多媒体教学
课件展示比赛”。比赛中，教师说课、课件展
示精彩纷呈，动漫制作、链接互联网等信息
化教学手段得到充分应用。朱玲疆、陈勃老
师为全校教师上的“汇报展示课”，把这次
比赛活动推向高潮，收到了很好效果。校长
叶更生亲自为获奖老师颁奖，并勉励全体
教师努力钻研业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罗山县
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经验在全国交流

本报讯（李林方刚）

11

月
28

日，罗
山县在全国妇联、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交流研讨会

上作了经验介绍，罗山县政府县长级干部
易明中的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同志们的
一致好评。这是该县继

2007

年在教育部召

开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研讨会上作经
验发言之后第二次在全国交流经验。

罗山是劳务输出大县，目前，全县
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留守儿童人数为
39682

人， 占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总数的

38.37%

。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
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采取多种积极
有效措施， 构筑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网
络，促进了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

市六职高高三（

1

）班舒秋雨
例谈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情景的创设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有效的
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
和记忆，动手实践和自主探索、合作
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法。

学生的探索性学习、动手操作、合作
学习等方法， 都要在一定的情景中
完成。创设合适的、学生感兴趣的情
景

,

可以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

可以
使学生产生明显的问题意识和情感
共鸣

,

产生学习的动力，主动进入学
习状态。那么，如何创设初中数学课
堂教学情景呢？

一、创设故事情境
教育家杜威曾说

:

“教师的首要
任务在于唤起学生理智的兴趣

,

激发
学生探究的热情。”爱因斯坦也说过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而故事化的
问题情境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导火索。

例如，在进行“有理数的乘方”

教学时，我先给学生讲述“棋盘上的
学问”这样一个故事来制造悬念：古
时候， 在某个王国里有个聪明的大
臣，他发明了国际象棋，献给国王。

国王从此迷上了下棋。 国王为了奖
励聪明的大臣， 答应满足大臣的一
个要求， 大臣说：“就在棋盘上放一
些米吧，第一格放

1

粒米，第二格放
2

粒米，第三格放
4

粒米，第四格放
8

粒
米……一直到第

64

格。”“你真傻，就
要这么一点米？” 国王哈哈大笑。引

入问题：国库里有这么多米吗？从而
引入课题：有理数的乘方。

这样的故事情境
,

既能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

,

也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这样的教学过程
,

能使学生在听得津
津有味的同时

,

让数学知识不知不觉
地渗入他们的脑海

,

在数学王国里积
极地思考、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省
时高效的目的。

二、创设问题情景
数学是来源于生活的

,

所以最终
还要回到生活。“学以致用” 是教学
的基本要求

,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重
视课程内容与现实的联系。

例如， 在一次教研会上有位老
师在教《打折销售》时

,

没有给学生出
一系列干巴巴的题目， 而是在课前
给学生布置了作业： 调查现在的商
家主要有哪些促销手段。 学生经过
调查发现

,

商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打折

,

一种是送礼券。他不失时
机地提出一个问题情景： 假如现在
有两家鞋店竞争

,

一家打出了
8

折的
优惠

,

另一家则推出买
100

送
20

的活
动

,

你作为消费者
,

到那一个店购买
东西更合算？ 学生经过讨论也没有
达成一致

,

结果出现三种意见
:

前者
便宜

;

后者便宜
;

一样。这种讨论当然
是建立在学生感性的基础上

,

并没有
经过仔细计算。 于是这位老师就开
始引导学生算这个生活中非常常见
的题目：前者打

8

折
,

也就是说花
80

元
就可以买到

100

元的商品；后者的折

扣是
100/120≈8.3

折
,

也就是说买
100

元的商品需要
83

元
,

由此可见
,

买前
者的商品更合算。

像这样设计生活中常见的场景
,

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
行判断

,

在充满愉快的学习过程中
,

锻
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此时

,

思维训
练是那样的轻松自然、 那样的和谐

,

使数学走进了生活
,

为生活服务
,

生活
与数学有机地融为一体。问题情境生
活化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创设多媒体情景
新课程使数学课堂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师生互动、共同发展。

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课堂更加
活跃、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运用多媒
体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现
代化教学手段能使抽象难懂的概念
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例如，在讲解图形的平移、旋转
和翻折时， 运用生动的图像及动态
的效果可让学生从过程感受中掌握
三种变换的特征。再如，在学习图案
设计课时， 利用电脑向学生展示一
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片， 让学生赏
心悦目， 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图案的
构造， 了解图案设计在生活中的应
用。

总之， 创设情景的关键就是要
创造最佳的课堂气氛和环境， 充分
调动内在积极因素，激发求知欲，为
学生能顺利接受新知识创造有利的
条件。 创设课堂教学情景的方法很
多
,

我们要结合教材素材和学生生活
经验

,

创设出适合学生实际又有新意
的教学情景

,

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

引发学生去思考和探索。

（作者单位：淮滨县教体局勤管站）

平桥区

举办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律知识讲座

本报讯（余运军）

11

月
30

日，由平
桥区法律宣传咨询协会、平桥区教体
局联合举办的“平桥区预防青少年犯
罪法律知识讲座”在长台关乡中心校
举行启动仪式。该校

1000

多名青少年
学生和

100

余名教职工听取了讲座。

针对目前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
境影响下， 少数青少年由于精神空
虚、自控力差，造成行为失范，有的甚
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等实际情况，

该区举办了此讲座。讲座就青少年生
理、身心发展做了详细的分析，阐述
了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要性，青

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防范青少年犯
罪的对策，正确指导青少年的行为规
范。倡议要多了解、多引导孩子，合理
安排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多关心、多
体贴、多照顾，帮助他们度过人生这
一关键时期。并结合一些青少年误入

歧途的典型案例， 引发青少年的深
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大家一致认为，要净化青少年学
生成长的内外环境， 努力培养孩子
们的优良品德， 不断增强法律意
识，提高明辨是非、区分罪与非罪

的能力。以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来
约束自己的行为、 规范自己的言
行，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
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用理智控
制自己的情绪。从现在做起，从自
身做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做一
名对社会有用、对人民负责的人。

通过讲座， 同学们进一步明确
了未成年人受到法律保护的内容，

加深了未成年人对如何维护自身权
益的理解。同学们表示，一定要珍惜
今天的宝贵时光， 做一个知法、懂
法、护法的合格学生，为早日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栋梁之材
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悉， 该区预防青少年犯罪法
律知识讲座启动后， 将分别在全区
各高、初中和城区小学举办。

我

市

新

增

三

家

省

级

研

究

中

心

本报讯（肖兵）今年以来，市科技局围绕粮
食增产、 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节能减排装备等领
域积极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成功争取了三家省
级研究中心：依托市农科所组建的“河南省籼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信阳天意节能技术有
限公司组建的“河南省建筑节能新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依托商城县开源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组建的“河南省水处理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使我市省级研究中心上升至

10

家。

“河南省籼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组建为
我省水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创新平台。 该中心
将以籼稻新品种选育为重点， 积极开展水稻科
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加强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
品种的选育和高产高效安全栽培技术的研究应
用， 全面提高我省籼稻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市
场竞争力， 并借助工程中心的技术辐射和带动
作用，集中展示水稻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为
我省水稻产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

“河南省建筑节能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是我省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的重要研发平
台。 该中心将充分利用信阳和周边地区非金属
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屑、矿渣、冶炼炉渣、

粉煤灰、珍珠岩粉尘等废弃物，以及珍珠岩和膨
润土矿物质作为新技术的有效载体， 科研攻关
智能调温新材料、 新技术和新工艺， 在此基础
上， 研发自调温空调房、 光电太阳房等前沿技
术， 其研发的方向和研究的课题都属当今世界
节能领域的高端技术。

“河南省水处理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要以研究开发污水处理厂所需的成套设备，并
扩大其应用领域， 为环境治理提供成套机械设
备。 该中心在技术上着力解决目前环保精加工
技术与装备科技成果的开发与转化， 促进环保

装备加工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进程， 为实现环保目标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浅谈地理课堂设问的方法

一、“融合情景”：教师充分发挥
地理教学直观性特点，利用图片、音
像、模型、景观等教具，有目的、有计
划地创造形真、情切、意远、理蕴、思
趣的教学环境，并以此展开分析讨
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例：在
讲授《长江》一节内容时，可通过录
像再现

1998

年特大洪水的景象，烘
托课堂气氛，引发学生分析：长江流
域在

1998

年与
1954

年的降水量相
当， 但造成的损坏却大不相同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通过对问题情景的
创设，使学生始终保持认真主动的
态度和积极高昂的情绪，学生把学
习动机自觉地内化为个性的行为，

主动地探求新知识。

二、“质疑问难”：“学起于思，思
起于疑。”疑是学生求知的需要，思
维的开端，创造的基础。在课堂教学
中抓住这些有利时机，提出具有思
考价值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例：在《地壳
运动》一节的地理教学中，设问：为
什么喜马拉雅山的山坡上出现海生
贝类化石？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探
明有煤矿的分布？在教学中让学生
产生疑问，能够激发学生探索知识
的兴趣和热情，成为学生学习的动
力。鼓励学生质疑，引导学生解疑，

是创新思维形成的必由之路。

三、“引而不发”：要运用各种教

学手段，开拓学生的思维领域。教师
的设问要“升而弗达”、“引而不发”，

留有思维的余地，为创新思维的产生
创造条件。当学生思维囿于一个小环
境无法突破，或学生受旧知识的影响
无法顺利实现知识迁移，或学生千头
万绪不知从何而言时，教师适时地设
问，以达“投石激浪”的效果。

四、“反弹琵琶”：引导学生打破
常规， 另辟蹊径对事物进行逆向思
维，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教例：在
讲授《水循环和水平衡》 部分内容
时，讨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进而总结：海陆之间水循
环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得出“奔流
到海可复回”的新结论。此外，还可提
出“井水可犯河水”等与常规思维相
逆的地理概念，从另一方面提示地理
事物包含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

五、“变式处理”：通过对同一内
容的不同的侧面进行“单维”表述，使
主体内容的呈现形式不断改变，在本
质内容相对守恒的前提下，使外在的
表述形式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对“单
维”的多向表述，呈现“两维”或“三
维”的问题形态，以便使学生更深刻
地理解地理基本原理，并掌握其基本
方法。（作者单位：光山县晏河一中）

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
青春是什么？

青春是三月争奇斗艳的
花朵，是七月缤纷的太阳雨，

是十月灼人的红叶；青春，是
喷薄的旭日，是竞发的百舸，

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青春还
是一道明媚的忧伤。

成长是一把没有声音
的锉刀，悄悄地把我们塑造
成大人模样。我们在这里脱
下幼稚，穿上成熟；我们在
这里挥手告别无知，走向睿
智；我们在这里看清成长的
脚步；我们在这明媚的日子
里，充斥着丝丝忧伤。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出现“

90

后”这样的称呼，不
知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大
人们口中叛逆的孩子。我们
没事喜欢泡在网上闲逛，喜
欢用大人们看不懂的“火星
文”叫嚣，喜欢颓废的非主
流，喜欢读郭敬明悲伤的文
字，我们偏执于青春中这些
明媚，我们喜欢青春中淡淡
的忧伤。

于是， 开始传起了“

90

后是垮掉的一代”这样群起

攻击的流言，我们的个性被
攻击得体无完肤。面对这样
的流言， 面对这样的攻击，

所有“

90

后”奋起反抗，用语
言，用文字，用行动证明我
们的青春， 证明我们的力
量。中国第一批女歼击机飞
行员有我们！汶川地震跋山
涉水支援的志愿者有我们！

奥运会中挥洒汗水为祖国
争得荣誉的健儿有我们！建
设社会主义文明家园的队
伍中有我们！我们用行动证
明， 我们用行动宣告，“

90

后”是正在崛起的新一代。

谁的青春不张扬，谁的
青春不轻狂，我们的生命要
在青春中尽情绽放。现在的
我们在高中生活中接受知
识的塑造， 面临高考的洗
礼。此时的高考更像一个怪
物， 张牙舞爪地向我们冲
来，每天我们睡眼惺忪地开
始一整天的忙碌。面对这个
怪物， 我们或许会有犹豫，

或许会有彷徨，但更多的是
征服的欲望，因为我们正值
青春，高考只是我们青春中
一道明媚的忧伤。

（辅导教师：李俊）

我的青春糖
青春， 短暂而热烈，独

特而华美，宛若流星，悠然
划过人生的天空。而道道印
痕， 却将深深地嵌入生命：

犹如糖果，悄然流逝在口齿
间，而那种种滋味，却不能
轻易忘却……

我的青春， 她很美很
美，在我的眼中，她就像是
糖，那种甜，那种清凉，还有
那种种的滋味，都不敢悄然
忘却。她是糖，我是嗜糖者，

她的美，我的追求……

咖啡味。

糖不会苦很久，即使是
咖啡味。 在我

16

岁的天空
里， 嘴里包着名叫忧郁、孤
独的糖， 它是咖啡味的，虽
苦却萦绕着浓郁的醇香。在
那些咖啡味的日子里，我在
成长，渐渐发芽……

薄荷味。

清新、自然、淡雅，构成
薄荷味的糖。曾经，一心想
静静坐在温和的阳光下，如
雨后春笋般汲取阳光的精
华，坐在草地上，捧着书卷，

迷恋那种油墨的味道。品味
着清凉的薄荷糖，我的烦躁
化为一股清泉，清凉，沁人
心脾的美……

牛奶味。

甜蜜、柔滑，变换成牛
奶味的糖，升华为牛奶味的
青春。早些日子，我在为和

同学交朋友而担忧，我在为
介绍自己而害羞时，一颗牛
奶味的糖， 滑入唇舌间，带
给我自信。现在，和朋友说
说笑笑，不再为介绍自己而
羞红了脸。 牛奶味的青春
糖， 将我从孤独的深渊拉
出，坠入甜蜜的友情海……

水果味。

甜而不腻。 曾一度追
星，他的事，他的歌，他的生
活， 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

或许是那般甜而不腻，使我
消退了那曾经的过度狂热。

现在，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粉
丝， 我喜欢的明星的资料，

我从未动手收集。 或许，我
在改变，长成了小树苗……

我的青春糖， 百般滋
味， 却逃不出我的生活圈，

就像是一间无形的小屋，由
我掌控着她的开启与关闭。

在糖的王国里，我寻找
着属于我的青春糖，然后紧
紧攥在手里，让它们溶入口
中，细细品味……

我爱吃糖， 可我更钟情
于我的青春糖。 咖啡味的忧
郁，薄荷味的清凉，牛奶味的
甜蜜，水果味的淡雅。我生活
在糖的世界里， 我拥有糖的
美好，我的青春如糖……

如糖的青春，似火的年
华， 青春着自己的青春，美
好着自己的美好，珍贵着自
己的珍贵……

（辅导教师：鄢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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