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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青春力量 书写时代华章
□荆州巿江陵中学高三（11）班施宇晗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从党的十八
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年砥
砺奋进，十年成就辉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青年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
胜信念更加坚定，党和青年们正信心百倍推进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发展没有终点，停顿没有出路。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时代
是出卷人、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必

须抓好新时代历史机遇，坚定建立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必胜信念。

历史的接力棒归根到底需要一代代青年
人传递，因此，在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五年时期，青年人必须
把这一棒接好，把浓墨重彩的一笔写好。

100多年来，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
年的热情和奉献。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坚定
不移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
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好少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光芒！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青年

提出了殷切期许和深深嘱托。青年强，则国家
强，我们必须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回应人民和
党的期许，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青春誓言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冲锋号角已经吹响！青年们要紧密团结
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
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行，以一往
无前的精神状态和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亲子教育，居家学习的必修课
——江陵中学亲子教育实践及思考
□江陵中学李清成

当前，作为学校课堂教学的补充，居家学习
成为一种常态。特别是假期，亲子教育是居家
学习的必修课。

表达亲情，陪伴孩子成长

当今的中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是他们
半个人际交往圈，家庭活动就是孩子的半个世界。
但在平时，孩子上学，父母上班，爷爷奶奶留守。一
家人坐在一起认真交流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俞敏洪说：“学校教育很重要，但无论多么
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有一本书
《最好的教育是陪伴·耶鲁女孩培养手记》作者
强调，每一位优秀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与他们
并肩前行的父母。

所以，家长和孩子需要加强联系以增进情感
交流。一方面，父母的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另一方面，孩子的回应也是父母最大的安慰。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亲情关怀和
亲子沟通，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每当假期，家长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家”的温暖感更加浓郁了，与孩子的交流更加
顺畅了。

守规矩懂感恩让亲子教育做得更好

抓住教育时机。——充分利用居家时间，

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健康教育。
培养责任感。——选科定模，是学生进入

高中阶段后第一次生涯规划。虽然少不了家长
的指导意见，但现在的父母多数比较民主，让学
生自己选择。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对孩子的尊
重，另一方面让孩子建立责任感：自己选择的
路，自己走。

树立规矩意识。——居家期间，学校专
门制定了学习方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最明
确的“规矩”，就是作息时间。与学校课堂教
学的作息时间完全同步。在家庭教育中，家
长也可以建立家庭规矩，培养孩子有规律的
作息时间。

对孩子说“不”。——居家时间长了，时间
空间受限，学习用品不全、手机电脑等网络或硬
件支撑不到位、身心紧张疲劳等等诸多因素，都
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这种时候，家长
既要关怀备至，也要坚决说“不”。就是常说的

“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教孩子学会感恩。——感恩教育，是家庭

教育亲子互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良言一句
三冬暖，只言片语见真情。让孩子学会感恩，感
恩家庭、感恩学校、感恩社会、感恩祖国、感恩时
代，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孩子，才能
成长为有社会担当的时代新人。

关爱留守学生
扬起希望风帆
□荆州市文星中学甘郑浩

家访是家校共育的桥梁和纽带，有
利于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家
庭教育模式，更好地促进学生身心发
展。教师通过家访倾听家长对学校工作
的反馈和建议，既能取得家长对学校教
育的支持，又能增进教师和家长的感情。

今年 4 月 28 日，按照党员教师深入
社区家访的要求，放学后，我和班主任郭
云老师走访了几户学生家庭。当我们走
进留守学生小毕同学的家时，已是我们
今天走访的第4家。

来到小毕同学的家里，我们发现，房
子陈旧，墙壁斑驳，屋里摆设简单。原
来，为了能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
家不惜从遥远的四川迁徙到荆州，租住
在离我校最近的五星三村一套陈旧的
平房里，生活拮据。我们的到来，让小
毕同学的奶奶又惊又喜。交谈中，我们
得知，孩子的父母在外谋生，祖孙三人一
起生活。老人说出了她的烦恼，因为小
毕的学习成绩不好，让她伤透了脑筋，老
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管教十分艰
难。在家访过程中，奶奶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请老师多帮助他，他爸爸妈
妈隔得远，我又管不好他，只有拜托老师
了！”临走时，老人把我们送出很远，让我
们深深感受到老人的那份信赖和期盼。

走出那条小巷，外面已是华灯初上，
而我的脚步却无法轻快，心情也无法轻
松。九（4）班有很多孩子，他们和小毕同
学类似，留守在家，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隔代监护。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孩子，情
感脆弱，缺乏自信，行为习惯上的偏差也
得不到及时纠正，很容易失去学习兴趣，
导致变成“学困生”。这些孩子的内心深
处，更渴望老师用父母般的关心和爱护
来弥补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交流的缺失。

我想借家访活动的机会，走进更多
留守学生的家庭，同时积极地联系在外
打工的学生父母，让他们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分享学生的成长历
程。通过了解和关心学生在家学习和
生活状况，希望能给予他们温暖和信
心，让他们快乐地学习和生活，在他们
的心中播撒爱的阳光，激励他们扬起希
望的风帆。

终于找终于找到你到你
放假了，爸爸要回来了，这是最让我开心的

事。不过，等待爸爸回来的过程却充满了变数，
所以我把它写成了一篇作文，题目叫“等待”。

张老师看了我的文章，非常高兴，给了我很
高的评价。老师说这篇文章取材灵活、描写细
致、语言生动、充满感情，非常难得，还让同学们
向我学习。

“可是，这篇文章里有个小小的问题。说具
体一点，就是有个字用得不够好，可以改一下。”
我还沉浸在愉快中，张老师忽然这样说，稍停一
会儿，又补充道，“我打算把这个‘作业’交给郑雅
靖同学自己去完成。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字
需要一个星期来找吗？有这么难吗？我很认真
地点了点头，表示答应。老师看着我笑了笑，没
说什么就开始讲课了。

这天一回家，我就拿出了那篇文章仔仔细
细地看了一遍，结果一无所获。别说一个字，
一个标点的不妥我也看不出来。难道老师是

故意让我用心多读几遍吗？看着自己的作文，
我反复问自己：“老师说的这个字啊，你到底在
哪里呢？”

一个星期的期限眼看就到了，老师用商量
的语气对我说：“雅靖，你实在找不到了就放弃
吧，这次我来告诉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
件，过后把这件事写出来。”我心有不甘，可是想
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更好、更快地让我找到那个
字呢？无奈之下，我点了点头。

老师翻开我的作文本，指着结尾部分的那
句话“我想不到，此刻还能有什么事能比爸爸回
来身边更让我快乐了”给我看：“你再读读这
句！”我瞬间明白了，这里有两个“能”字，本来没
什么错，意思是对的，但如果把前一个换成

“会”，意思没变，读起来感觉就好多了。我兴奋
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老师高兴地笑了，还向我伸
出了大拇指。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啊，终于找到你！ 指导老师：张新

杏 坛 随 笔

□松滋市洈水镇西斋小学六（3）班郑雅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