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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核心提示：
鲜花？贺卡？今年的教师

节遇上了中秋节，不少学生亲
自动手制作了一些“心意”送给
老师，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什么样的祝福最走心呢？不如
让我们来听听老师们和家长的
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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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教师节，很多学
生会给老师送个自己制作的贺卡，或者是
发短信问候一下，这些表达也被很多老师
珍藏下来，成为珍贵而又美好的回忆。

漳浦一中林丽洁老师在教师节手机里
满满是学生的祝福：“俗话说得好：‘读万

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高
人指路’。现在的我上语文课时总
是忙乱而愉快：耳听、目览、心悟，
乐此不疲，也更醉心于赏诗词，品
佳文。我从您身上学到了很
多，但颇恨拙嘴不能道尽我的
钦佩与感激之情，唯有诚心地
祝您:教师节快乐!”“老师，教
师节快乐呀，祝福第一个想
要发给你，记得去年刚上大
一作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
过，我来文学院是因为我高
中的语文老师，她的腹有诗
书气自华，她的出口成章让
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我
高中的时候或许是个很安静
并不突出的人，但是心中也

藏着一个独特的你，大学舍友
都知道我把你当女神。”

“可能是语文老师，对文字
比较敏感，更容易触动内心。”林

丽洁老师说，每年教师节她都会收
到学生的祝福，这些短信她都珍藏

着，还有一些学生每年都会发贺卡给
她，“像我第一届学生姚夏晶，毕业工作

后，每逢教师节，她肯定会送花表达祝福，
风雨无阻，让我很感动，收获到了作为教师
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林丽洁说，除了短信和贺卡，有的学生
已经成为她的“家人和闺蜜”。“像 2012届
毕业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宝宝一起来看我，
让我分享了她们的幸福。我还和 2015 届
毕业的语文科代表成了闺蜜，她在教师节
祝福我，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这样的文字
很珍贵也很有力量，我们都在生活中给予
彼此温暖与力量，相知相惜。”

⊙本报记者 陈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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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芗城实小的小熹将自己
亲手制作的香囊送给了老师，这份有
着独特香味的香囊让杨老师深受感
动：“香囊小巧可爱，既有芳香又有着
孩子的心意，我会把它带在身上。”

小熹妈妈说，今年的教师节恰巧
也是中秋节，香囊既有防蚊醒脑的功
能，又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很适合送
给老师。“孩子外婆是中医，这段时间
刚好在给孩子做中医启蒙，孩子在看
中医方面的书，里面有一章讲四季香

囊，提出想做
香囊送给老师
的愿望。于是
我和孩子一起
数了一下老师
的数量，利用
课余时间他和
妹妹一起去药
店按照药方采
购了药材，去
粉碎店粉碎，
自己分装。花
了三天时间在

教师节到来之际，完成了制作。希望
这一份充盈着淡淡药香的小心意，能
在老师们忙碌的工作中增添些许舒
适。”

“我觉得教师节送礼不是不可以，
前提是这份礼物代表的是孩子真正的
心意。”小熹妈妈说，在这些准备的过
程当中，其实是充满各种教育契机
的。首先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尊师
重道，满怀感恩；其次在这个准备过
程中孩子需要去和不同的人进行沟
通交往，比方说去药店与药剂师沟通
需要的药材，去粉碎店和老板沟通
粉碎的要求，去寻找已经不在现有
班级的前任老师等等；最后是让孩
子萌发对中医的兴趣，亲身感受书
上的药材的形色味，了解中药在日
常生活的一些作用。“所以我更希望
引导自己的孩子重视这个节日，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对老师的尊重
与爱可以更尽情尽心地用自己的方
式表达出来。”

⊙本报记者
陈晓云

“礼物和祝福需代表孩子真正的心意”

本报讯（记者 陈细慧 文/图）近日，
漳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
题连环画阅读活动，通过连环画故事阅
读，辅以手工制作，带领 20余名儿童读
者开启了一段经典传统文化之旅。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中秋为什么要
赏月吗？”“月亮上有没有小兔子呢？”活
动现场，老师以中秋佳节为主题，带领小
读者们一起阅读中秋连环画，了解“嫦娥
奔月”的传说，并带领小读者们手工制作
玉兔花灯。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曾经是数代
中国人的童年读物。“中秋，除了赏月、吃
月饼之外，还有扎兔灯的习俗。兔子形
状的花灯除了寓意吉祥好运，也象征着
合家团圆。”6 岁半的小读者曾雨琪说
道，第一次接触连环画，她就学到了很多
知识，感觉特别有意思，当即在图书馆借
了好几本连环画。“它和平时的课外书不

太一样，有图画也有文字，如果不想看文
字，看图画也很有趣，小小的一本连环画
很方便携带，我要带回去跟我的好朋友
们一起看。”

“连环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
承载了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艺术和宝贵
的精神财富，是不错的经典启蒙教育读
本。”漳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胡斯桐
说。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出和树
立，连环画开始逐渐回归读者、特别是
青少年读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家庭亲
子阅读的一种新读本。漳州市图书馆
充分发挥阵地作用，不断扩大阅读推广
宣传面。“除了在法定节假日、传统节日
举办主题连环画阅读活动之外，我们还
借助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向小读者做
连环画阅读推荐，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在寓教于乐的阅读中让孩子们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胡斯桐说道。

“小人书”+手作 童年不寂寞

每逢教师节、节假日，都会有毕业生前去看望自己的老
师。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陈淑华老师说，这些毕业的学生在
教师节都会相约一起，到她家来看看她，送上祝福，回忆过往，
感念师恩，情谊满满。

“当老师三十年了，令我感动的有许多，特别是孩子们毕
业后，心里依然记挂着我。有的心里有委屈、疑惑会在晚自习
结束打电话来和我说，有的会写信问候或告诉我学习生活中的
喜怒哀乐，有的会在节假日发信息祝福……这些都让我感受到
他们对我的‘爱’。”陈淑华老师说，身为教师，对待学生不仅要
有授业解惑的职责，还要有对学生的关心和爱心，只要付出真
诚与热爱，便会换来信任与出彩。

在陈淑华老师看来，教师节收到的最好礼物是：早上刚
进校园，就迎来孩子们的笑脸和听到声声最美的祝福“老
师，节日快乐！”；走进教室，孩子们突然齐声唱出最动
人的歌“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还有孩子们拿
出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花、贺卡或是写的书
法，绘的画，创作的小诗……“更有一些孩
子来个温暖的大拥抱，这些都是我收
到的孩子们给我的最好礼物，让
当老师的我幸福感瞬间溢满
心房。”

⊙本报记者
陈晓云

“毕业后，
孩子心里依然记挂着我”

“老师，教师节快乐！这个画送给
您。”9月 9日，常山中心幼儿园高园长照
例来到门口迎接学生，刚到就收到了一张
让她开心得“飞”起来的“礼物”——一张
画有她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小朋友的手
绘画，画里她笑容可掬，但站立姿势却又
端庄严肃，反差萌又带有卡通式，让她开
心得抑制不住心中的欢乐。

“每日入园、离园我都会在幼儿园门
口，这次孩子在家长的配合下，把我在门
口的形象画了出来，当做教师节礼物送
我，这种发自内心的爱，让我受宠若惊，是
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高园长说，“在教
师节前夕，我们在班级开展了教师节亲子
主题活动《可爱的老师》，不少学生都画出
了他们心目中的老师，让我们既感动又
欢乐。孩子用他们最天真的角度画出来
的老师，表达他们对老师的爱，这也是激
励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

⊙本报记者 陈晓云

“孩子画的画像，
让我感动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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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学生在教师节相约一起看望老师 陈晓云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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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中秋节、教师节快乐！”“谢
谢，中秋节有回家吗？回家的话多陪陪
孩子，跟孩子聊聊，刚开学，孩子情绪有
点低落。”教师节这天，陈福全老师收到
家长祝福信息后，趁机跟家长聊起了孩
子的近况。

陈福全是一名扎根山区的乡村教
师，在华安二中任教，至今已经从教 25
年了，谈起教师节，他表示跟平时并没有
什么不同，“在乡村，留守儿童居多，孩子
也不善于表达他们的‘爱’，教师节不像
城里那么有氛围，通常在这天会收到一
些家长和毕业学生的祝福，我们老师也
会趁机跟家长聊聊孩子的近况。”

“教师最大的满足来自家长的信任
和鼓励。”陈福全老师说，特别是乡村学
校，家长外出打工，家里照顾孩子的老人
关注力更多在孩子的温饱上，对孩子的
学习和心理往往不太重视。“所以我们
老师不仅要负担教学任务，还要对孩子
身心进行关爱，承担起一部分家庭教
育，如果没有家长的信任，很难开展工
作。当然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在工作
之余多关注群里老师的通知，对老师工
作点点赞，给老师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也希望家长能够多参加学校组织的活
动。有时候，一句问候，一句‘老师辛苦
了’就够了。”

在他记忆里，最特别的一份教师节
礼物，是孩子送给他的鸡蛋和青菜。“十
多年前了，当时还在马坑乡当老师，学校
条件差，教师都自己做饭，教师节那天，
学生把家里母鸡生的蛋和自家种的青菜
带给了我，这份朴实的情感让我非常感
动，也坚定了我继续当乡村教师的心。”
陈老师说。

“其实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工作
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老师家校和谐
共育，共同助力孩子健康成长。”陈老师
说，教师节平平淡淡、简简单单过就好，
很多个感动的瞬间，其实都是最日常的
一幕。 ⊙本报记者 陈晓云

“最大的满足来自家长的信任和肯定”

网络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也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近日，闽南师大附小为提高学生们的网络安全意识，增强
防范能力，警惕网络诈骗，在各班中队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

五年（4）班的林丽鸿老师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告诉
同学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如何防微杜渐，并让同学们进
行小组讨论。张芯同学表示，在网上学习的时候，不能觉得
在虚拟世界里别人不认识自己，就轻易泄露个人信息，给骗
子可乘之机。通过这次主题教育，让学生们更加懂得如何
保护好个人信息的网络安全常识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帮
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规范网络行为，为校园筑牢网络
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影报道

教孩子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教孩子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小学生们在心愿墙前寻找自己祝福老师的心愿贴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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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者在市图书馆
参加现场手作

陈晓云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