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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班里的孩子内敛不善表达。

在带班之初，她一直在探索如何让学

生学会表达自己，提升自信心，进而增

强班级凝聚力。偶然间，她得知西藏

昌都市江达二中大多数孩子是农牧民

子女，90%的学生家庭贫困。怎么才能

调动更多的力量来帮助西藏学生呢？

她想到了自己班上的学生，借此凝心

聚力，帮学生们打开认识自我、拓宽视

野的一扇窗。

班会课上，她播放了江达二中的一

段视频：蓝天白云下，一边是澄澈的自

然景色，另一边是艰苦的生活条件。她

问班里的孩子：“我们能做些什么？”大

家纷纷出谋划策，一致决定筹办“春风”

志愿项目。

12 月的北京特别冷。放学后，学

生把大小物件装进箱子，搬上拖车。

第一次寄送物品没有经验，孩子们拖

着四个重重的箱子跑了三个邮

局，才终于赶在邮局下班前将

包裹寄了出去。寒风瑟瑟，却

吹不灭他们的爱和热情。在张

慧和孩子们已经淡忘西藏江达

的时候，伴随着春风，他们收到

了来自远方的书信。江达的学

生在信中说：“我们正在上数学

课，刚好缺尺子，突然翻了一下

你们寄来的文具，看到里面有，

特别感动。”“我也想去北京的名胜

古迹看一看，家里只有二叔去过北京，

还是因为重病需要看医生……”

看到江达的学生在视频中挥舞着

用废纸箱制作的问候卡片和热情洋溢

的笑脸，大家热泪盈眶，想要为弟弟妹

妹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制作“我们的

一天”视频、收集“京城采风”素材……

今年 3 月，以学雷锋活动周为契机，师

大二附学生组织了爱心义卖，最终为

志愿项目筹集 6954.20 元。全校学生

的爱心伴随着春风去到遥远的西藏江

达，给他们带去春天的问候。

爱，是真心和真情的双向奔赴。在

志愿服务中，张慧引导孩子们摒弃功利

心，在感动之后有所行动。班里的学生

也慢慢成长起来：班里的“旭大爷”初中

是班长，起初进入二附中踌躇满志，而

后却因成绩落差而沮丧。但担任班级

服务队长后，他做事逐渐有条不紊，也

慢慢树立了自信。每每提及“春风”项

目时，他便神采飞扬，因为那是他的高

光时刻。短短一年，“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已经变成了一种班

级氛围，一种激励着张慧和学生追求更

优秀、更团结的力量。

（本报记者 宋 迪）

在日常教育中，不少老师会遇

到这样的问题：家长教育上“重智轻

德”，学生容易出现“以自我为中心”

“自理能力弱”等特征。这个问题，

引发了朝阳区实验小学胡爱国的思

考，该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呢？

2010年起，学校针对学生行为规

范养成教育进行研究，根据小学生年

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研发出“朝实学

生行为规范60条”。行为规范细化出

爱国、担当、诚信、友爱、礼敬、善良、

守纪7个品质，分别对应到6个年级，

每个年级有10条，形成了60个具体

动作，以微视频、微动画、童谣、故事

读本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价值观教育，渐渐

懂得做事做人的道理。

行为规范 60条没有生硬说教，

而是在真实学习和生活情境中告诉

孩子要怎样做。比如有一条写道：

看到别人遇到困难，我会上前问：

“需要我帮助吗？”这让胡爱国想起

六年前，学校接收了一名患有先天

性脑瘫的孩子。她叫小茜，几乎无

法正常行走。小茜很胆怯，坐在座

位上不敢出声。面对这样的她，班

中学生小艾主动承担了搀扶她上、

下课的工作。学校两个校区，中间

用天桥连接，每次上科任课，小艾都

要搀扶着小茜走过高高的天桥。这

一扶，就是六年。班中的孩子在小

艾的带动下成立了爱心帮扶小组，

把爱的温暖像接力棒一样传给她。

渐渐地，小茜变得自信、阳光，和同

学们一起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顺

利完成了六年的学习。

如今，学校将行为规范 60条以

文化建设的形式输出，精准帮扶，促

进薄弱学校的转型升级。此研究项

目获得了北京市 2021 年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特等奖。

张燕是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

学、永生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她说，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家校

共育，而她，就是一个架桥人。

疫情防控期间，学生不能到校

上课，老师只能线上教学，家长不

得不承担更多的教育任务，这让家

长陷入了焦虑之中。张燕意识到，

必须赶快架起一座新的“桥”，来缓

解家长的焦虑，否则家长的情绪会

影响到孩子们。

但是，这座桥，是什么？怎么

建？她想了很久。一天早上，她的

脑海中突然闪现一个想法，如果能

像日历那样每天送给家长一条关

于教育、亲子或爱的寄语，在不经

意间，给家长们教育上的引导，或

许是个不错的方式。

于是，2020 年 3 月 16 日早六

点，第一条“培新小语”诞生了。“疫

情，让我们拥有了超长的假期，也

是难得陪伴孩子们的假期，一定一

定好好珍惜。”张燕希望家长看到

这句话，能够舒缓焦虑，享受特殊

的亲子假期。从那天起，每天清晨

6 点多，发布“培新小语”成了她的

责任。901 天，901 条培新小语，从

未间断。

更让她欣慰的是，“培新小语”

虽因她而生，却因更多人的参与变

得丰富多彩。2020年，学校组织毕

业班的学生参与小语的写作，从

学生的角度表达对教育的理

解。今年，培新小学 70 周年，

全校 200多名老师参与小语创

作，分享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和

育人故事。

一位家长说：“每当火冒

三丈时，想到小语‘先处理情

绪再解决问题’，心里的火就变

小了。”一位学生说：“‘红色与五

星需要敬仰’，是校长教给我最

庄重的信念。”老师说：“培新小

语不只是写给家长的，我们也受

益匪浅。”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我是架桥人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
兼副校长 胡爱国

行为规范60条 点亮每颗心

八一学校历来重视组织教育在“大思

政”中发挥的作用。学校排演的原创思政

话剧《前夜》，以校园生活和校友经历为素

材，让学生了解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

初心使命、领会科技强国的真理、传承学

校的红色基因。为更好体现教育的效果，

学校党委书记牛震云提议请参加庆祝建

党百年庆典的学生参与编排和演出，扩大

献词的影响力。

献词团的学生王倩兮十分开心能将

训练成果带到话剧里。排练过程中，她结

合剧情献计献策，不论角色大小她都愿意

尝试，做到了“跑完整场戏”。她的乐观积

极也带动了身边的同学，大家将一些小角

色和群演都表现得特别到位。牛震云发

现王倩兮在表演上有很强的可塑性，就建

议她演主角。在大家的鼓励下，她最终接

受了任务，并努力备演、生动表现，在舞台

上为自己赢得了掌声。

演出结束后，牛震云问了在场学生

三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为什么是八一学校上演这样一部

剧？为什么是“我”来完成思政话剧排

演？他希望学生将自己放到历史的维

度和现实的空间来回答这些问题。作

为演员代表，王倩兮分享了她的收获和

答案：“黎明前的黑夜是最黑暗的，但是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光明的到来，前夜过

后必将迎来光明，八一学校的青少年也

一样，要继承这种精神，向着星辰大海

起航！”

这就是王倩兮的成长故事，是牛震云

讲述的育人故事，更是这一代优秀学子的

成长故事。牛震云说：“八一学校党委肩

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我们将

让孩子们在队旗、团旗下，牢记‘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排演出一部又

一部‘校园好戏’，排演出更加精彩的‘人

生三部曲’。”

创排一部校园戏 走好人生三部曲 育才育人 做红色基因的“播种人”

一次特殊的高考经历

作为育才的校史主讲人，张莹

每年都要给新生讲述育才的红色

校史。五年前，那次讲座刚一开

始，她就注意到坐在前排的高一新

生中有个男生一副懒洋洋、爱听不

听的样子，但后来他却越听越起

劲，还会抢答老师的提问。

后来，这个男生恰好成为张莹

的学生，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延

安寻根·红色之旅”活动。他走进

延安“保小”，跟师生一起互动交

流；在大槐树下聆听老教师讲述抗

战故事；在宝塔山下庄严宣誓，汲

取革命圣地的精神力量……在这

个过程中，张莹注意到男生的变

化—— 平 时 的 调 皮 、戏 谑 、散 漫

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安静的

观察和思考。在研学总结中，

他这样写道：“踏上这片神圣

的 土 地 ，红 色 故 事 跃 然 脑

海……‘保小’的师生们在

烽烟战火之中依然英勇乐

观、无惧困难，他们都是战

士！为他们点赞！”

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

参加业余党校学习，课后，

这名男生非常激动，立刻跑来

让张莹给他推荐几本党史、革

命史方面的书籍。在高三成

人仪式上，他在演唱“强国一代有

我在，我要唱出我的爱”时，表情青

涩却带着坚定。2020年，他以出色

的成绩考入了华东政法大学。出

人意料的是，他在一年后毅然放下

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主动

报名参军入伍，如今已成为一名光

荣的武警战士！很多人不理解他

的选择，但张莹听到这个消息时，

却为他骄傲。问及男生为何做出

这个决定，他回复说：“受了十二年

的红色教育，总要做点‘个人以上’

的事情。”

建校85年来，张莹和一代代教

育者在每一届育才学子的心中播

撒下红色基因的种子，而他们也都

在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将这颗种

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直到今年6月初，丰台二中

高三年级仍有11名学生处在新

冠疫情封控或管控区内，也就

意味着，他们将在特殊考点迎

战高考。学生子轩的家长说：

“孩子得知这一消息后情绪特

别不稳定，学习没状态。我们

很担心。”

“为这些涉疫考生准备符合

防疫要求且温馨舒适的特殊考

点，做好他们的心理疏导，不但

是我们老师的责任，更是对我们

党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

生动诠释。”丰台二中教师吴非

说，他所了解的子轩，内心比较

脆弱和敏感，容易受外界环境的

影响，但他学习踏实努力，成绩

一直很好。子轩真正的障碍不

是环境的变化，而是他能否以积

极的心态尽快适应。

从为 11 名涉疫考生制定

“一生一策”，到为他们每人配

备一对一导师；从建立“疫时

间高考关怀”的微信群，到为

他们召开线上爱心动员会；从

减压鼓劲、心理辅导的各种活

动，到吃穿用住、生活细节的

温馨提醒……学校的举措让学

生 从 满 脸 愁 容 到 勇 敢 面 对 。

吴非感觉到，孩子们长大了，

他们有十足的底气和勇气面

对这场高考了。

高考前，他给子轩写

了一封信：高考是你们成

年和步入社会前的最

后一场大考，更是你们

青年学子和祖国的安

定与发展同呼吸共命

运的一次重大考验，相

信你一定能从今年的

高考中切身感受到祖国

的温暖呵护；相信你一定能

用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时代强音；相信这段

经历，会成为你一生难忘的宝

贵记忆……

高考结束了，子轩发了一

条朋友圈：真正来到这里，工作

人员的细致、老师们的关怀，让

我完全消除了紧张感，现在回

想依然亲切难忘。特别感谢每

一位老师和工作人员！

听老师讲述育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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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八一学校党委书记 牛震云

北京育才学校德育主任、
语文教师 张 莹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语文教师 张 慧

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
永生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张 燕

北京市丰台区第二中学教师
吴 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