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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能手们来PK
本报讯（记者 戴岚岚 文/图）为进一步深化“三教改革”，促进教师

教育教学能力、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全面发展，提升教师运用现代
化教育技术手段和信息化水平，4 月 16 日至 17 日，2021 年漳州市中等
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在漳州一职校举行。

本次大赛由市职教中心主办，漳州一职校承办，分别来自职教中
心、高校、中职学校、企业等 12位专家担任评委。本次全市各中职学校
有 15件作品入围决赛，其中公共基础课 7组，专业技能课 8组。决赛现
场经过教学实施报告讲解、无学生教学展示、现场答辩等多个环节的比
拼，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作为一项展示教师教学基本功和教师现代化教
育技术应用的常规赛事。本次大赛，严格对标省赛标准，通过公平、公
正、公开办赛，以赛促教，推动漳州市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带动教师教学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不断提升。

学期过半，各校也在陆陆续续地准备期中考
试。有考试就会有成绩，有成绩就必然会出现好
坏以及和之前成绩的比较。对于成绩考得不好的
学生，不少老师和家长都会选择鼓励孩子努力学
习，争取下次进步。而对于成绩考得不错或者是
进步很大的学生，老师和家长一般会选择给予孩
子奖励，但现在的中小学生，一般的奖励可满足不
了他们。

物质奖励有时也不好给

“没有什么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杯好喝的奶茶。”对于如何给孩子奖励，
杨女士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告诉记者。对于杨
女士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来说，每次成绩下来，
只要是成绩有进步或者是符合杨女士的预期，杨女
士总会带着儿子去吃一顿好吃的。

“牛排、烤肉、自助之类的，对于我儿子这种‘小
吃货’来说，只要考得好，就带他去吃。像这次在学
校内部组织的作文比赛中获奖，我就带他吃了自助
烤肉。虽然是花钱，但孩子吃得开心也挺不错的。”
杨女士在跟记者说完之后，马上打开手机，开始搜
索今天晚上要去吃哪家火锅，准备晚上带着“小吃
货”出门吃饭以作奖励。

这种简单的美食奖励在小学生家长中很受追
捧，带孩子去吃好吃的，或者是给孩子买一些玩具
之类的。但这类奖励对于中学生来说并不一定是
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周末出去
聚个餐，吃得不一定比父母带出去吃的差。

上了初二就一直是班级前几名的小李同学，这
次又考了不错的成绩，面对父母问他要不要带他去
吃好吃的作为奖励，小李同学回答道：“好吃的不用
了，平时周末同学一起出去玩，喜欢吃的东西大多
都吃过啦。还不如把这次奖励留下来，给我买一部

新手机。”
面对小李同学的要求，他的父母却犯了难，主

要是担心小李同学拿到手机后，可能会因为玩手
机，导致在学习上分心、成绩下降。思索再三后，他
们跟小李同学约定，只要这次期中考试考出令人满
意的成绩，就给他买新手机。“其实给他买手机作奖
励也不是不行，毕竟还可以控制他的手机时间。”小
李同学的父母告诉记者。

精神奖励也要整出一点新花样

除去物质奖励外，不少家长现在也开始对考得
好的孩子用起了精神奖励，像是出门旅游、看场电
影之类的。相对于物质奖励来说，精神奖励对于孩
子的影响可能会更明显。

“为了奖励你这次月考考得不错，这个周末我
们去潮汕玩一圈。”月考成绩一出来，看到女儿进步
的成绩，周先生决定带女儿去潮汕玩一圈。周先生
表示，平时给孩子的物质奖励，都给得差不多了，思
考之后还是觉得应该带女儿趁着周末时间去周遭
玩一圈。漳州大大小小的地方，周先生都带着女儿
去玩过了。“当然也不是每个周末都跑得很远去玩，
有时候就在市区爬爬云洞岩，去荔枝海逛逛。孩子
读初一，平时在学校上晚自习，没什么时间陪她，说
是奖励，实际上还是以奖励之名陪孩子出去玩。”周
先生笑着告诉记者。

除了带孩子出去玩以外，周先生还有另一套精
神奖励法，就是带孩子去看电影。各种形式的片
子，周先生都会带着孩子一同观看，平时周先生也
会在这方面下不少功夫。“不出门玩的周末，也可以
在家或者是去电影院看看电影，现在的孩子有些不
爱动，上次为了奖励她要带她去土楼玩，就被她拒
绝了。”说着周先生还拿出了两张这周末的电影票，
看的电影是《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周先生笑
着表示：“这个系列不仅她爱看，我也喜欢看，周末
就奖励我的‘小棉袄’，和我一起去看电影。”

奖励能给但要适量

“妈妈，这次考得好就给我买个苹果手表吧。”
“我作业写完了，可以多玩半小时游戏吗？”现实中
在很多家庭，这样的对话已屡见不鲜了。孩子要学
习，先给父母提奖励，父母觉得孩子提这种要求也
不可厚非，就跟孩子说你做到了某个学习任务，就
给你相对应的奖励。

这种交易式育儿法，如果孩子一旦离开父母，
比如去上了大学之后，便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动力。
与此同时，当父母过分地用奖励来激励孩子学习，
孩子很容易将丢失自己的学习目的，将奖励变成自
己的学习目的。当孩子认为他认真学习的目的，是
为了得到老师或父母的奖品。而当他觉得他不需
要或者不喜欢那个奖品时，他是不是就不用努力去
学习了？学习成了有条件可讲很功利的一件事，这
就完全失去了学习的意义。

给予正确的奖励，这其实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
重要部分，给予什么样的奖励，给到什么程度，都是
每个家长应该考虑的问题。对于现阶段的中小学
生来说，父母给孩子更应该给孩子的是精神上的鼓
励和身心上的陪伴。对于小学生，用“你这次的考
试考得真不错，要继续努力，一会儿爸爸妈妈陪你
玩一会儿”来替代“你真聪明，考得真不错”，显然会
更有效果。而对于中学生，“我很期待你这次的成
绩”会比“考得好有奖励”要来得更加实在。同时，
满足孩子内心需求就是最好的奖励，最好的奖励是
无声的，但会深深地传递至孩子内心深处。

☉本报记者 刘健宁

“这次考得好了，这个周末手机就归你了，
并且以后周末玩游戏的时间可以看你表现增
加一些。但如果有退步，那以后周末你就别想
再要手机了！”在考试前，王女士跟儿子规定了
这次考试的奖惩。

实际上，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给孩
子奖励多一点手机游戏时间的情况并不是
少数。“我的孩子有时候确实喜欢玩游戏，既
然喜欢玩，那干脆就以这个作为奖励，也省
得我再想其他奖励。”王女士告诉记者。王
女士还表示，在她周围，也有不少家长选择
这样做。除去手机外，奖励孩子多玩一点时
间的电脑，这种形式也是屡见不鲜。

这种奖励不好吗？至少它能够让父母可

以在一段时间内不用管孩子，毕竟正在玩游戏
的孩子基本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玩
手机。但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奖励可不是一件好
事，当孩子以为了多玩一会儿手机或者电脑为目
的去读书，学习的性质也变味了。更何况在这种
奖励的刺激下，除了学习以外，孩子可能更会想着
考得好了应该怎么玩手机，学习注意力必然被分
散，这样的情况下学习成绩怎么能提高？

考试考得好，家长给予孩子奖励是应该
的，但作为家长，怎么在做好奖励的同时，又不
影响孩子的学习注意力和学习成绩，更是他们
应该考虑的。同时，增加电子产品的使用时
间，不应该成为孩子学习的目标。

☉本报记者 刘健宁

MM 话话 题题

考得好，给啥好？

不宜提倡电子奖励

4 月 18 日晚，厦大附中校友、北京大学学生林宇菁
与厦大附中高三年级部分学生进行视频连线。林宇菁

同学现在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她应远
在漳州母校的学弟、学妹们要求，与大家分享了

自己的学习体会。
这场视频连线持续了80分钟，参

与分享的同学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高三（9）班

陈昱新同学告诉记者，林宇菁谈到考前复习的一些好的做
法和习惯对他帮助很大，比如她说到的做笔记要搞清楚
记的目的，审题要注重专注度训练等；在错题整理时
要有“易错三问”的习惯。一问错因在哪，二问
还犯过什么类似的错，三问避免再犯错要
怎么做。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小伙伴小伙伴””连线北大连线北大
与学姐分享学习经与学姐分享学习经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 文/供图）为营造浓厚的科学探究氛围，打响
科技特色教育品牌，4月 16日上午，东铺头中心小学举行 2021年校园科技
节活动。

开幕式上，阿尔法机器人配合音乐编辑的舞蹈动作深深地吸引着
同学们的目光，赢得同学们阵阵热烈的掌声。活动中，学生科幻画、科
技手抄报等学生作品在学校宣传栏展出，一张张画报上，充满了学生无
限的想象力，表达了对科技的热爱。同时，学生还使用硬纸板、纸杯、可
乐瓶、废旧电线等随处可见的废弃材料，制作出科技感十足的手工作
品。此外，同学们还在课余时间，用镜头记录下自己亲身经历的科学探
究活动，通过形象生动的视频，讲述自己的科学探索经历，激发了学生
对科学知识的探究欲望。

科技节上，各班通过主题班会，开展科普宣传，有科普视频、科普动
漫、科技创意制作交流展示等。此次科技节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勇
于认识新事物、探索新方法、创造新作品的欲望，使科技活动节真正成
为学生“智力活动的策源地”，并为同学们营造热爱科学、鼓励创新、勇
于实践的良好校园氛围。

科技筑梦 大开眼界

开幕式上开幕式上，，学生近距离观看机器人表演学生近距离观看机器人表演。。

放学后，两个漳州二中学生正在书吧互相交流学习经验。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为增进家校联系，协调好学校与家庭教育
的关系，搭建家长、学校共建的桥梁，4 月 20 日至 21 日，漳州市芗城区
新桥中心小学组织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40 余名家长到校参与此次
活动。

活动中，家长们通过查看各年级早读情况、深入课堂听课、共同参与
课间操、参加社团沙龙活动等，更加深入地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质
量和校园日常生活。在多媒体教室，家长们进入课堂，和同学们共同上
了四年级数学《平移》和《三角形内角和》，数学老师用生动形象的例子将
数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在下午的社团沙龙，经典诵读、芗剧、舞龙大鼓等
相继上演，引得在场师生和家长拍手叫好，气氛十分热烈。

参加完家长开放日活动后，学生家长高建龙告诉记者：“这次来到
学校的家长开放日，让我更加了解学校老师的教育水平和学校的日常
管理。”新桥中心小学校长韩朝雄表示：“学生教育不仅仅学校老师要出
力，更要家校间紧密的配合。我们希望通过家长开放日，更进一步地促
进家校融合，推动我校教育的发展。”

家校共育 共促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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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洪锦城 杨昆明）“小手不能伸到插座孔里、手上有水不能
触碰插座和开关、打雷下雨时不能躲在树下……”4 月 16 日，国网漳浦
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走进漳浦向阳幼儿园，开展“安全小宣进校园”
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为幼儿园小朋友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
电力知识科普课。

活动现场，该公司党员服务队结合幼儿兴趣，用动画引导，为孩子
们讲述了电的来源以及安全用电知识。同时，还结合互动问答、游戏等
方式，增强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了解电力知识、
安全用电知识。除此之外，党员服务队还为孩子们介绍绝缘手套、验电
笔、抢修照明灯以及安全帽等各种安全工具的使用方法，并为小朋友发
放图文并茂的安全用电宣传册和学习用具，便于他们对安全用电知识
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当天，为保证该幼儿园用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该公司还对教学
楼、厨房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为师生们营造出一个更安全的学习生活
环境，让孩子们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安全用电 你我“童”行

2021年漳州市中职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