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杜恩亮 组版：谢 红 校对：周 燕 E-mail：ztrbsn@126.com 本期质量监察：周 燕

4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二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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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县发界街道易地搬迁安置区有搬
迁群众 5630 户 2.5 万余人，为满足易迁和
随迁群众子女上学需求，彝良发界小学于
2020年9月开始招生办学。

彝良发界小学现有45个教学班、教师
102人，其中党员教师34人；在校学生2198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01人、特殊儿童34
人、留守儿童295人。为培养学生积极向上
的心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坚持育德
与育心相结合，多措并举促进学生养成自
尊自信、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为少年儿童
筑一条阳光成长之路。

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彝良发界小学成立德育、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发界小学德育及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案》，对学生情况开展全
面摸底，逐一建立特异学生、留守儿童档案
420 份。同时，高度关注特殊群体的心理
健康问题，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
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教育和心
理教育。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结合学生日常
表现，通过谈心谈话，深入了解学生的思
想，倾听学生的心声，做好学生思想和心理
疏导等工作。

传承红色基因，以德润心知感恩

学校利用彝良县革命老区这一红色背
景，打造了红军长征线路图、红色书吧、红
色剪纸楼道、红色班级等红色教育平台，并

在开学第一周由每班教师轮流带领本班学
生重走“长征路”，边走边讲述长征中的重
大历史事件，将长征精神烙印在学生脑中，
让学生们感党恩，珍惜当下，勤奋学习。同
时，充分发挥彝良红色文化丰富的优势，集
齐罗炳辉将军、刘平楷烈士、时代英雄徐洪
刚等讲述英模人物的图片和书籍，精心打造
红色书吧。校园走廊的每个书架上都有红
色书籍、每个班级的图书角都有红色著作、
校园里的美术文化长廊和班级板报都蕴含
红色元素。通过“缅怀革命先烈，重走长征
路”“中华魂宣讲”“读英雄故事，讲英雄人生”

“齐唱红歌出校园”等活动，让红色基因厚植
学生心中。正如校长马简巧说：“在发界小
学，学生伸手可拿‘红色书’、抬头可看‘红色
书’，红色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由。”

开辟德育超市，学生品德速养成

“更难得的是涵养了学生道德品行，不
良行为习惯明显转变。”马简巧介绍，发界
小学设计了“德育币”，并可在德育超市兑
换奖品，通过开展“最美弯腰少年”表彰活
动等，引导学生把感恩和文明礼仪等付诸

一言一行，融入生活和学习中。从简单的
小事做起，为父母洗一次脚、端一杯水、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主动帮助弱小孩子、上课
时专心听讲、随手捡拾垃圾等，这些点滴小
事，都可让学生得到“德育币”奖励，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浸润。学生在校主动向老师问
好、在家孝敬父母、承担家务，遵规守纪、文
明礼让、助人为乐等已逐渐成为学生们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做实健康排查，心理疏导见成效

学校设置了心理咨询室，每学年开展
学生心理健康普查测试，建立重点群体学
生档案，心理老师配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
心理辅导，追踪访谈，跟踪问效。同时，对
特殊家庭、特殊困难、特殊疾病的学生进行
专门心理健康排查，通过学生平时的表现
分析“三特”儿童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如，刚入校的小明同学，性格内向，不与人
交流，在家里只与奶奶交流，心理老师和班
主任老师及时开展心理疏导，现在该生喜
欢读书、喜欢运动、热爱生活，脸上经常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学校建设了“阳光小屋”
并定期开放，还设立了“知心话”信箱，现已
收到“知心话”200 余封，专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回信率达 100%，解答学生在学习、
生活中遇到的困扰。

加强学习培训，专业水平再提升

学校现有1名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2

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为每个班至少配备
1名兼职心理健康教师。为不断提升学校
教师专业水平，组织了全体教师特别是班
主任参加各类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心理健
康教育培训，累计线上培训280余人次，线
下培训 170余人次，其中校外培训 80余人
次，校内培训全覆盖。培训旨在提升教师
开展学生生涯指导、发现并处置心理问题、
识别并干预心理危机的能力，着力打造一
支会观察、会评估、会谈话、会支持的“四
会”心育队伍。

携手家校共育，关心关爱更有力

学校积极与家长合作，共同关注学生
的心理健康，通过为家长提供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形成家校共育的合力。学校通
过每学期全员家访和 QQ、微信等通讯
平台，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在家庭、学
校中的表现和需求，共同关注学生的情
绪、学习等方面的变化，对学生出现的应
激性不良情绪给予积极关注，及时疏导
排解。同时，每学期举办 1—2 次面向家
长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家长会等，引导
家长管理好自己和孩子的情绪，帮助家
长掌握倾听及应答的科学方法，提高家长
亲子沟通和教育引导能力。发界小学家
访达 2300 余人次，对学生心理健康起到
了重要作用，学生心理压力和焦虑得到了
有效缓解。

通过一系列活动，发界小学2023年学
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良好。

彝 良 发 界 小 学 ：

多措并举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通讯员 蒙世清 文/图

近日，永善县“守护花蕾计
划”公益项目落地仪式在红光九
年一贯制学校举行。仪式上，广
州市白云区天天有益青少年服
务中心理事长刘楠鑫代表“守护
花蕾”计划、毕业后公益团队及
昭通市天天向善公益发展中心
向当地 17 所小学捐赠价值 192
万余元的花蕾大礼包，惠及全县
11719 名女童。这是该项目惠及
巧家、鲁甸、绥江三县之后的第
四站。

关注乡村女童 发起公益项目

29 岁的刘楠鑫出生在永善
县永兴街道吞都村的一个普通
家庭，由于家里条件不好，父母
在他 4 岁时外出打工，每年仅回
家一次，他从小跟着外婆生活。
直到读四年级的时候，刘楠鑫才
阅读到人生第一本课外书——

《阿凡提的故事》，那是他与同学
去借来的。

2014 年 9 月，刘楠鑫考入广
州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走出
大山的他被繁华的大都市和学
校浓厚的学习氛围所感染。大
学期间，刘楠鑫除认真完成学业
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以此锻炼自
己的胆量和表达能力。

2015 年，首届“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掀起新一轮
热潮。那一年，刘鑫楠正在读大
二，同学们纷纷计划创业，而他
此时想起自己童年时对知识的
渴求，想起大山里的孩子们质朴

的面孔，心想：何不用自己的专
业特长，搭建一个公益阅读募捐
平台，为山区里的留守儿童们送
去一份温暖与帮助呢？于是，刘
楠鑫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
神，很快把想法付诸行动，通过
多方努力，联合本校和校外大学
生组建毕业后公益团队，迈出公
益创业第一步。2016 年 1 月 15
日，他带领团队联合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500 名大学
生，共同发起了“毕业后公益图
书室”项目，号召社会向欠发达
地区乡村小学提供课外读物。

2021 年，在团队的努力和各
方的支持下，刘楠鑫发起成立了
广州市白云区天天有益青少年
服务中心，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
和指导下，组织策划实施了“守
护花蕾计划”，项目致力于解决
农村留守女童性教育认知缺失、
生理健康知识薄弱和防性侵意
识不足三大难题，通过发放实体
礼包和开展相关课程，教学内容
涵盖防性侵教育和生理卫生健
康，包含“我从哪里来”“认识我
的身体”“请别随意触碰我”“青
春期来了”等主题，依托标准、科
学、生动的课程，帮助农村留守
女童远离性侵害。随后，“守护
花蕾计划”项目组开展专题调
研，收集整理了大量一手材料，
并对加入团队的志愿者进行系
统培训，完成培训的志愿者将成
为“花蕾使者”，给孩子们开展系
列“花蕾课程”。目前，12 位“花
蕾使者”已踏上讲台，助力项目
在学校落地。

社会各界助力 为“花蕾”送知识

来自上海的“C 酱酱”，本名
李娟，是一名“80后”人气漫画家，
从小就特别喜欢漫画，大学毕业
后到游戏公司做设计工作。近年
来，她先后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开门大吉》栏目、上海卫视《妈妈
咪呀》栏目，通过抖音平台发布自
己的漫画作品，收获了30万粉丝，
400万人点赞。应刘楠鑫邀请，她
以志愿者的身份，带着自己漫画
绘本《41 厘米的超幸福》，与团队
一道专程到永善县参加“守护花
蕾计划”进校园系列活动。

3 月 27 日，“C 酱酱”走进红
光九年一贯制学校五年级 4 班教
室。自我介绍之后，“C 酱酱”从
背包里拿出纸和笔，即兴画了一
组人物漫画。学生们见状，纷纷
拿小本子围上去索要签名和漫
画表情。随后，“C 酱酱”又走进
溪洛渡镇中心校，为女学生们赠
送了花蕾大礼包，并讲述了青春
期身体变化，教育引导她们平时
保护自己，掌握生理健康常识，
增强防范性侵意识和能力。

“C酱酱”送防侵害知识进校
园这只是推动“守护花蕾计划”公
益项目开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截
至 2023 年，该公益项目已在新浪
微公益、字节跳动公益、腾讯公
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平
台公募上线，覆盖湖南、四川、云
南、贵州、广东等 470 余所农村小
学，帮助 94873 名农村女童通过
花蕾礼包学习生理健康常识、增
强防性侵的意识和能力。

千 里 之 外 的 守 护
通讯员 黄 桦 文/图

4月，走进距巧家县城 25公里
的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林荫下
的 金 沙 奇 石 上 ，书 写 着 火 红 的

“爱”字；教学楼的一侧，一幅双手
托起的爱心壁画，壁画是由 100种
不同的书写方式写出的“爱”字组
成的，寓意“百爱”校园。

熊顺萍是巧家县特殊教育学
校的一名教师，2012年进入该校至
今，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及多门学
科的教学。她身兼数职，不仅要教
授学科知识，还要照顾学生起居，

安抚学生情绪……12 年来，她用
奉献与坚守诠释特教的爱。

4 月 9 日，记者走进熊顺萍的
教学班级，看到她面带微笑，正在
以温和的语言和熟练的手语教学
生唱“凑十歌”，课堂上呈现出一
幅温暖的画面。

“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除了
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有听障、孤独
症 、多 重 残 疾 等 各 种 问 题 的 孩
子。我们托起的不是娇艳的鲜
花，而是受伤的小草。”熊顺萍说。

“熊顺萍是一位非常有耐心、
有爱心、有亲和力的老师。对于
这 些 孩 子 来 说 ，需 要 个 别 化 教
育。从四肢运动的大动作到手、
眼等精细的小动作，熊顺萍都在
积极创新教学方式。在教学中，
熊顺萍是我们的榜样！”教师罗先
敏说道。

“我们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
自己的孩子，有孩子生病时，第一
时间就把孩子送到医院治疗再联
系家长，有部分家长在外地务工
不能回来照管孩子，我们陪着孩
子住院，直到孩子康复出院。”熊
顺萍说，特殊教育的工作没有轰
轰烈烈，而是在点点滴滴的琐碎
小事中度过。教师不仅要教给他
们知识，更重要的还要教会他们
自我照顾的能力。学生刚进校时
大都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教师要
从最基本的吃饭、上厕所、睡觉、
洗澡等常识教起，正常孩子两三
分钟能学会的东西，残障孩子可
能要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
间反复做才能学会。要做好这些
工作就需要教师有足够的爱心、
耐心、信心、细心和恒心，让他们
感受“爱”的温暖。

特教学校的每一个学生生活
习惯都不一样，要对每一个学生建
立档案。“学校有一个叫李某某的
孩子饮食很特别，没有辣椒就不吃
饭。家长也会带一些辣椒过来，

老师每天要专门给这个孩子的碗
里准备辣椒才行。”熊顺萍说。

张丹老师说：“熊顺萍是巧家
县特殊学校建校就进校的，经验
非常丰富，从一生一档案注重教
学过程到上千遍的康复训练，她
都耐心、细心，努力成为特殊孩子
成长路上的一缕微光！”

“特奥足球队”是巧家县特殊
教育学校做得很好的一项工作，
自 2017 年组队至今，这支队伍多
次代表云南省到重庆、武汉、福
建、北京等大城市参加全国性比
赛，并获得了好成绩。

在学校组建特奥足球队时，
起初，有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
参加足球队，有部分学生也不愿
意参加足球队。为了发展孩子的
特长，熊顺萍和同事们反反复复
地做家长和学生的工作才勉强得
到支持。足球训练是比较辛苦
的，在训练过程中熊顺萍不停地
为学生打气，用各种方式去鼓励
他们，学生们才一步一步地训练
成长，后来多次代表云南队到全
国各地参加比赛获奖。“学生们每
次参加比赛取得成绩回来都很开
心，都第一时间和我分享战绩，我
倍感欣慰。”熊顺萍说。

从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毕业
的部分学生已在治安管理、汽车
美容、建筑等行业上班，自食其
力，为家庭减轻了负担。黄某某
是足球队的一员，毕业后在一家
洗车店洗车，很认真，动作也比较
熟练，学校要召回孩子去参加足
球队的比赛，汽车店负责人说：

“比赛后一定要回来我的店，这个
孩子做事太认真了。”

回顾多年的特教工作，熊顺
萍说：“在特殊教育学校和孩子们
在一起有苦有甜，但更多的是幸
福感。特教老师，是用汗水去浇
灌受伤幼苗的辛勤园丁，是孩子
们成就了我充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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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带领学生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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