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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编者按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这可能是许多老师从教一生都在追寻的答案与目标。有的老师，燃点希望，三尺讲台捧真心心；有的老师，爱生如子，无私奉献赢赞誉；有的老

师，扎根教育，付出青春全无悔；有的老师，润育桃李，播撒春晖遍四方。

2010年，获市级优质课比赛第一名，
省级优质课比赛二等奖；2015年，被评为

“六安一中教坛新星”“六安一中好教
师”；2016年，被评为“六安一中学科带头
人”“六安市基础教育先进个人”；2017年，
被评为“六安市骨干教师”，他，就是安徽
省六安第一中学数学教师、六届毕业班班
主任——— 洪立锋。

师者担当 同心战疫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作为省级

示范高中的一名教师，洪立锋老师毫不犹
豫地承担起为全市学生录制《名师空中课
堂》高三理科数学专题讲座的任务。

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止是一名教
师，他要用自己的言行，践行自己平时对
孩子们的教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

平常在校园，面对六安一中的学生，
师生互动式上课，洪立锋驾轻就熟，颇受
学生好评。可这次录制视频课不一样，在
教学对象、教学形式上，都是全新的挑战。
洪立锋与同事相互讨论，精心选择课题，
精益求精地备课，最大限度地希望毕业班
学生们收获更多。

录课时间到了，面对摄像头，作为第
一个录制视频的老师，压力是不言而喻
的，而挑战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由于时间

紧，录课结束，还得和技术人员一起剪辑
视频，以缩短交送视频课的时间。洪立锋
白天上课、晚上协助剪辑，第一次录课从
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完成录课
及后期剪辑任务，只睡了两三个小时的洪
立锋说：“面对疫情，作为老师，就是上好
每一堂课，站好讲台，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终会走过艰难，迎
来胜利。”

因材施教 探索教学“金钥匙”
自从站上讲台拿起教鞭，洪立锋就立

下自己的目标：成为出色的教学者。从教
以来，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充实自
己的学识，并深入研究教材，观察学生，钻
研理论，寻找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十
多年的教学中，他找到了自己教学的“金
钥匙”：教给学生质疑解难的方法，教给学
生发散思维的方法，教给学生讨论辩论的
方法，教给学生归纳总结的方法。经过不
懈努力，他所授的学科在历届高考评比中
名列前茅，多次获得“校长特别奖”，两次
获“迎驾教育基石工程奖”。2019年，洪立
锋指导的学生中有两人获得“全国奥林匹
克数学联赛”全省一等奖，多人获二、三等
奖。

2017年，教学成绩突出的他被学校委
以重任，担任第一届茅以升班的班主任。

茅以升班学生的中考成绩很优秀，学习能
力强，是六安一中拔尖学生集中的地方。
面对这样的特殊班级，洪立锋对自己的教
学思路进行了再度深入思考与调整。他以
充分尊重同学们的认知能力为前提，实施
以高起点谋划教学、以高标准落实教学、
以高强度实施教学、以大数据重构教学，
大胆地进行课程教授方法上的思考与改
革，引导拔尖学生们在学习道路上“快行
军”。同时，作为老师，他细致观察，努力
发现同学们的闪光点，引导他们根据自己
的兴趣，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鼓励同学们
为自己的理想学校而奋斗。

心怀阳光 爱生如子暖人心
十多年来，每天早上，洪立锋总是第

一个到班级的人；晚自习后，又是最后一
个离开教室，常年始终如一。作为学校数
学竞赛教练，他除了辅导竞赛课程，还像
父亲一样照顾着他们。有四位学生需要每
周六下午到合肥参加竞赛培训，洪立锋就
自己开车或坐动车护送他们安全来回，即
使因故不能护送，他也提前为他们买好往
返的火车票，并亲自开车送他们到火车
站。正是在这些无私的付出后，他指导的
学生有两人在2019年“全国数学奥林匹
克联赛”中获安徽省一等奖。

高中阶段的学生常处于叛逆期，再加

上考学的压力，常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
心理波动。洪立锋有一个记录本，上面记录
着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这些是他在刚入
班时，通过与学生谈心、家长交流、甚至与
学生的初中、小学老师交流，了解到的。

对于学生杜灵(化名)来说，洪立锋的
关心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由于父母离
异、家境也不宽裕等原因，杜灵性格孤僻、
偏激，状态消沉、悲观。洪立锋了解这些情
况后，先咨询了心理学老师，又主动和孩
子的妈妈长谈，尝试走进孩子心里。一次，
洪立锋看到杜灵理了一个得体的新发型，
就喊住他：“你真有眼光！在哪理得这么帅
的发型？我也想去理一次。”杜灵很高兴地
跟他详细介绍了理发地点和理发师情况，
洪立锋第二天特地抽时间去了这家理发
店。此后，他与该生交流时就很顺畅了。但
洪立锋却从不会主动提起成绩的事，而是
聊一些“以后你想干什么？”“你吃饭了
吗？”等轻松的话题。但是，孩子的学习却
越来越用心，成绩明显进步。长时间的关
爱，终于融化了孩子心里厚厚的冰层，最
终杜灵考取了很不错的大学。

于漪老师曾说，“追求无止境，师责大
于天。”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洪立锋痴情于
教坛，用高尚的师德完善自己的人格，用
无私的奉献诠释教师的本色，用爱的心泉
滋养着学生美好的心灵。

六安一中洪立锋：

三尺讲台 一片真心
本报记者 单姗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六安市人民路小学的陈蓓老师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一线教育工作者，自抗疫工作开展以来，始终奋战在抗疫工
作一线。作为班主任，除带领本教学班68个孩子及其家长做好疫情知识
防控学习外，她每天排查学生数据信息汇总，梳理分类应用。同时兼年级
组长的她还负责上传下达整个六年级组老师及学生的疫情汇报工作，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

2月下旬，陈蓓母亲生病住院，几度病危昏迷。作为独生子女的她只能
一边在医院照顾母亲，一边兼顾语文学科线上教学和班主任日常工作，同
时还得督促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全面做好复习迎考准备。

2月28日，陈蓓接学校通知，承担六安市“停课不停学”二年级语文
《空中课堂》录课任务。这次录课时间紧、任务重，且关系疫情期间整个六
安市基础教育学段孩子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她毅然接受了重任。

她与时间赛跑，白天马不停蹄往返医院照顾母亲的同时，兼顾班主任
全面工作，夜里加班加点备课、参阅资料、准备课件、准备学习素材，其中
的艰辛不言而喻。陈老师的眼睛熬红了，声音嘶哑了，爱人和儿子都很心
疼她，建议她向学校请假，家里情况实在太特殊、太困难了，相信领导一定
会体谅的。陈蓓却觉得：“我是共产党员，又担任班主任，也是学校的业务
骨干，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领导认可我，家长信任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
期盼啊！妈妈那里我会尽力，少去几趟她不会怪我，等疫情过后我再好好
照顾她老人家！”

3月13日，刚刚完成录课任务的陈蓓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疫情还没
有结束，老人家已经匆匆离世！她痛心、自责……

母亲虽永远离去，疫情防控却仍在继续，陈蓓老师没有倒下，她化悲
痛、自责为前行的动力，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抱着必胜的信念坚决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硬仗，体现一个党员和教育工作者的信念与责任、行动
与担当！

霍邱讯(王彦青)3月2日起，霍邱全县中小学校通过电视、网络等方
式，开展线上教育教学。为了保障线上学习“一个不少”，霍邱县教育局摸
清底数，建立台账；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强化督查，确保成效。

霍邱县各乡镇中心学校对辖区内的学生线上学习条件进行逐一摸
排，建立台账，重点关注无终端、无网络的学生群体。县教育局从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子女、防疫阻击战一线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等进
行摸排，对线上学习的学生，建立台账，制订“一人一案”的解决措施。针
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学校采取帮助购买网络流量、借用智
能手机等方式保障学生参加线上学习。同时县教育局将《线上教学操作指
南》、各运营商技术服务电话等通过各种渠道发给学生家长；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骨干教师通过电话、QQ、微信等方式，线上指导学生家长按操作
指南，正确收看线上课程，协调各运营商解决故障，保障线上教育教学顺
利实施。

线上教学开始以来，县教育局分派3个督查组，对全县31个乡镇(开发
区)学校开展线上教育教学工作督查，实地查看学校在岗值班情况、“两案
九制”制订落实情况，教师参与“双师课堂”、书写听课记录情况等，并随
机走访“两无”学生，查验学生听课保障情况。特别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子
女，督查组逐一走访，实现“户户到、人人清”，确保学生线上学习“一个不
少、不漏一生”。

本报讯(金教)“离校不离党、退休不褪色”。金安区各级党组织1000多
名退休党员教师在抗疫战线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践行初心使命、
带头捐款抗击疫情、带头加强科学防护、带头做好宣传引导，为坚决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战增添强大正能量。截至目前，他们通过交现金、微信或支
付宝等方式，自愿捐款20多万元。

“我听说学校党支部可以捐款，我就想回来表示我的一片心意……”
退休党员张安民老师，一大早就赶到金安区张店中学，找到在校值班的
支部副书记左益斌。像张老师这样自愿积极捐款的退休党员，左书记已
经陆续接待了十五六位。

三十铺镇第一小学西校区党支部退休老教师黄永柱，在职期间，始终
严格要求自己，潜心教书，以爱育人；退休之后，始终牢记党员初心，关心
家乡教育事业。当得知支部组织号召党员自愿捐款，他慷慨捐出1000元。
年过八旬的三里桥小学普通退休教师余永芬一听到自愿捐款的组织号
召，便和其他几名老党员，迫不及待来到所在支部献上一份“爱心”。她说：

“我是一名党员，在国家危难之时，虽然不能上前线抗击疫情，但我有义
务、也有责任为助力疫情阻击尽自己的一点心意，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连日来，金寨县各个幼儿
园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幼儿居家
生活与保教指导，效果良好。

全县各级各类幼儿园严格
按照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部署和要求，积极响应，对园
所涉及的幼儿出行与健康状况
进行全面摸底，并通过班级微
信群等多种方式向家长宣传幼
儿居家生活的卫生保健知识和

家庭日常防护、消毒方法，保障
幼儿居家生活健康有序。并实
施在线互动，跟踪幼儿的健康
状况。

为助力幼儿成长，该县还
进行适宜的保教指导。延期开
学通知下发后，县教育局根据
全县4个教研片区分布特点，充
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化资
源，落实由每个片区牵头幼儿

园组织、设计，通过“每周一荐”
的方式，向家长推送形式多样、
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亲子游戏
活动、户外体育运动、手工、绘
画、阅读和防疫知识等相关材
料。通过“每日一晒”，分享家庭
优秀做法，让家长相互学习，共
同提高，保障了幼儿假期生活
健康、快乐、充实、有效。

金教 文/图

本报讯(胡多明)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学生的教育
教学工作，裕安区徐集镇中心学校多措并举，确保“停课不停学”。

组织领导到位。及时制订《徐集镇中心学校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中小学开展线上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成立徐集镇中心学校中小
学线上学习工作指导组，确保线上教学有序开展。同时各中小学校制
订了“一校一案”切实可行的线上教学工作方案，做到有计划、有任
务、有反馈。

教学资源到位。各校通过校园网、公众号、班级空间等多种形式，
充分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安徽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
台”、“六安教育云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等平台，组织学生
参与线上学习活动，并坚持学校教师线上指导帮助与学生居家自主
学习相结合。

防控宣传到位。全镇中小学校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通过线上主题
班课、主题队课、线上开学典礼等形式，积极开展抗击疫情主题教育，
对广大中小学生做好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工作。广大中小学生通过绘
画、写书信、编童谣、做手抄报、录祝福视频等方式，宣传防疫健康知
识，向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工作者致敬。

资金保障到位。徐集镇中心学校多方举措，及时发放消毒液，采
购体温测量仪、一次性医用口罩等相关防疫物资，切实做好开学前疫
情防控准备工作，保障学校安全有序如期开学。

本报讯(本报记者)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六安市轻工中学
积极响应“延期开学”的号召，全校师生众志成城、科学防控、精心组
织，在保证全体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切实保证全校
每一名学生都能实现延期开学期间“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

明确目标，达成共识。特殊时期，学校“早打算”，在2月初即召开
领导班子会和各学科组长会，研究讨论如何科学指导学生在线上学
习。并采取“教师指导、学生自学、家长助学”的方式，科学安排学生
每日生活，为孩子居家个性化学习提供建议，着力培养孩子良好的自
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习惯。同时发挥家长的督促作用，形成家校合
力，为学生全面成长提供有效的指导。

统筹部署，做实做细。制订细化线上教学实施方案，推行符合新
课改理念的线上教学模式，确立管理层、班主任、任课教师具体工作
流程，确保线上教学顺利推进。各学科由学科组负责人牵头，各备课
组通过网络召集集体备课，提前分析教材，把握重难点，备足教案，第
一时间制订线上学习辅导计划。

搭建平台，多措并举。通过以班级为单位建立“钉钉班级群”，各
学科老师直接进行本班视频教学、指导学生观看《名师空中课堂》栏
目、鼓励老师提前录制视频、现场直播等方式，多措并举实现线上教
学。在推进线上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因年龄原因对线上教学方式有
困惑，学校得知情况后，立即研究制订方案，采取小带大、新带老、一
对一辅导等方式，确保全体教师顺利参加线上教学工作。

检查督促，有的放矢。各科任老师在线布置作业，利用平台发布
学生学习情况，并进行精批细改，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科任老师
实时监测学生定时训练，学生在线提交答案，针对学生的答题状况设
计更科学的练习与作业题，及时肯定认真的学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
思维力和参与性。

此刻，温暖的春日照着安静的校园。窗外，荡漾着柔柔的暖风、轻轻的
鸟鸣，还有就是愈来愈浓烈的蛙声。每当春节过后，就有一种期待，希望
早日听到蛙声，心想着哪个日子会响起第一声蛙鸣，就像竺可桢让孩子
记下第一朵杏花那样。然而，春光匆匆，不经意间，油菜花开，蜂蝶翩然，
一片片蛙声敞亮起来。第一遍蛙声，应该留存在不觉晓的睡梦中了。

蛙声是百听不厌的。“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住在乡
下，春天有这样一种自得其乐的境界，那就是：晨闻鸟鸣起，夜枕蛙声眠。
听着蛙声进入梦乡是一种享受。有蛙声的乡村，是最美的山水田园。在其
浸润下，入眠、读书、工作、散步皆可。最好的当然是走在乡间大道、小路，
近距离聆听，浓烈时带着回音，大有争奇斗艳、不甘示弱之势。群体的力
量，不光秋飞的大雁有，春鸣的青蛙也有。

日前读到梅尧臣的《鲁山山行》，被最后一句深深迷恋，“人家在何
许，云外一声鸡”。诗人因游兴忘记走到何处，被自然美景所迷路，看不到
房舍，望不见炊烟，心中疑问山里是否有人家居住。就在这时，忽听得远
处云雾缭绕的山间传来一声鸡鸣。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惊喜境
界。由此诗，联系耳边的蛙声，油然想起一句“春光在何许，城外一声蛙”。
难怪往年这样的时节，城区的男女老少走出高楼家门，来乡下踏青观光
散心。“蛙声经雨壮，荧点避风稀”，相信，随着生态的持续向好，夏日城区
公园都见到了萤火虫，春日听见蛙声也将指日可待。自然之趣入心坎，听
得呱声不见蛙。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这样的感受无疑有种神秘之美。

自古以来，诗词里的蛙声并不比蛙声本身逊色。初中时学过辛弃疾的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青蛙不仅是美妙音乐的弹奏者，更是
庄稼人丰收的助力者，默默无闻之外的呱呱有闻，也奉献着自己的职责。

师范时练书法，写过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等待的朋友迟迟未到，蛙声陪伴和消融了那份孤寂。此外，“蜃气为楼阁，
蛙声作管弦”“稚圭伦鉴未精通，只把蛙声鼓吹同”，写出其音律美；“蛙声
篱落下，草色户庭间”“农事蛙声里，归程草色中”，写出其乡情浓；“何处
最添诗兴客，黄昏烟雨乱蛙声”“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写
出其诗意满；“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一夜青蛙鸣到晓，恰
如方口钓鱼时”，写出其干劲足。抽得闲暇，伴着蛙声读诗，也是一番境
界。

青蛙，诱惑着少数贪婪人的垂涎。过去这个时候，雨水落下，还未下秧
的闲田水满齐埂，就有钓龙虾、电黄鳝的忙人抢着农事之先下田。夜里十
点来钟，听到不息的狗吠，就知有人亮着矿灯、倒弄田间水产了。他们遇
着青蛙，自然不放过。好在近几年要清静一些，特别今年，野生动物是人
类的朋友，呼声高涨，抓它们的代价就是自己也被抓。

蛙声给了我们美妙的享受，给了我们善待自然的启示，更给了我们起
步奋进的号角。休整了一个冬天，它们伸展腰身，开始新一年的工作。不
多日，布谷鸟将飞来，和青蛙一道，呼唤人们该干啥干啥。蛙声催人耕沃
野，再唱金秋遍黄金。出发吧，桃杏争春，势不可挡的春天渐渐火热了。

“太好了，终于能上网课了，这下再也不担
心课程跟不上了！”金寨县全军乡熊家河小学5

年级学生张加琛得知自己能正常上网课后，高兴
地跳起来。

张加琛家在熊家河村东山组，由于地理位置
特殊，家里没有网络信号，3月10日，在该村委
帮助下，紧急安排电信部门上门安装，顺利解决
了困扰他的学习问题。

疫情期间，全军乡党委、政府对中小学生
“线上学习”时刻关注，要求各村配合学校摸排
每个学生的网上学习情况，对教学平台使用情
况、学习渠道畅通情况、家庭线上学习硬件条件

等各个环节做到精准掌握。
全乡各扶贫工作队、村两委立即行动，对贫

困户中有就读子女户、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子女、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开
课前，全军乡组织村干部及教师，通过电话结合
入户等方式摸底登记，精准施策。

该乡通过协调免费安装连接无线网、错开学
习时段、加装路由器等办法，解决一户多学生问
题。捐赠手机7部，紧急安装宽带22家，安装路
由器31个，确保网络学习不缺一项、不漏一人。
全乡帮扶54家群众解决了上网课的困难。

方方观观男男 文文//图图

陈蓓：坚守初心担使命
吴立俊

霍邱县

保障线上学习全覆盖

金安：

退休党员教师捐款助抗疫

蛙声再次响起
陆秀红

徐集镇中心学校

“四到位”确保“停课不停学”

轻工中学

“线上教学”扎实有效

全军乡:停课不停学“一个不落”

金寨：幼儿居家保教指导“不缺少”

本报讯(卢贤傲 记者 宋金婷)近日，在舒城县干汊河镇莲墩
村部干部、党员群众为武汉抗疫捐款现场，村里收到一份特殊捐款：
莲墩小学三年级小学生王雅倩在妈妈的带领下来村部捐给武汉抗疫
200元，随着捐款还有一封写给武汉白衣天使的感谢信。

王雅倩是莲墩小学的优秀少先队员，也是一个充满阳光自信、富
有爱心的女孩。平时生活中，父母亲一直就教育她做一个善良懂事的
人。自全国疫情发生以来，她通过电视、网络了解到武汉疫情的严重
性，新闻中白衣天使们争分夺秒抢救患者，连续工作劳累和疲倦的面

容，让小雅倩深受感动，于是
她萌生了为武汉捐款的念
头。

她还用稚嫩的手写下一
封感谢信：“白衣天使你们
好，谢谢你们一直冲在前线，
为病人治病，打败病毒。这是
我捐的200元，虽然有点少，
但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心意。
白衣天使加油！武汉加油！中
国加油！”

爱心献给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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