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不改
高职辅导员是桂百安的第一份工

作。 此项工作非常繁琐，事无巨细，但他
明白，只要把学生当朋友，就没有带不好
的学生。 因此，他以一个知心朋友的身份
贴近学生，及时发现问题，针对某些具体
问题来教育学生，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桂
百安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寝室找学生们
谈心，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督查
他们按时作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勤勉
爱岗、辛勤耕耘的他荣获 1次院级优秀辅

导员和 1次校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爱心常驻

爱心就是细心和耐心的结合。 桂百
安班里曾经有个优秀的学生，有段时间
无精打采，精力不集中，细心的他发现
后，主动找该学生谈心。 经过耐心的开
导，该学生道明了缘由：最近父亲又病
了，需要一笔不小的医疗费。 本来家庭
条件就不好， 这学期的学费还是借的，
生活费又经常不够， 所以不想读书了。
为了让这个学生安心读书，桂百安教育
他要敢于面对困难，并掏出自己的工资
给学生做生活费。 同时，他还号召班上
的同学伸出援手，学校也知道了这件事
情，承诺为这位学生免去 1 年学费。 在
这次校庆大会上，该同学第一个回母校
看望桂百安。

静心育人
2017 年，学校正在创建湖南省文明

单位，桂百安调入校文明办，负责校风
建设工作。 在相关领导的组织下，他迅
速行动起来，仔细研读申报文件、深入
各部门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召开集体
和个人访谈，撰写了加强校风建设实施
方案。 不同于以往的校风建设方案，该
方案不但详细明确了组织领导、机构设
置和工作方式，更有突破意义的是从八
个方面明确了师生日常行为规范，制定
了“八不准”规定，并建立考核机制，与

奖金发放、 职称评定及职务晋升挂钩。
操作性强，不流于形式。 随着实施方案
的颁布和检查工作的开展，上班迟到下
班早退的人少了，乱停乱放车辆的现象
不见了， 公共区域吸烟的人没有了，上
课玩手机的学生不多了，校园文明氛围
日趋和谐。 学校也因此被评为 2017 年湖
南省文明单位。

匠心相随
刚到科技职院上班时， 桂百安发现

学校没有开展心理咨询和相关课程。 职
业的敏感和专业的嗅觉， 让他下定决
心必须做点什么。 于是， 在他的推动
下， 全省高职院校第一个心理健康教
育咨询中心在湖南科技职院成立了。
随即， 桂百安又牵头开展了一系列的
专业活动：开通上门咨询、进行新生心
理健康水平普查、成立学生心理社团、
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初步架构了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经过几年的发展，
该校已建成 6 间特色成长辅导室，完
善了四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配
备了 5 名专职教师， 拥有一支 50 人左
右的学生心理社团， 并获得省标准心
理咨询室荣誉。 多年后，桂百安虽离开
了该部门， 但一直保留着心理咨询老
师的身份，给新生上课，接待学生心理
咨询。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
的专业，不能丢。

疫情之下的科学教育
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小学 龙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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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难事看担当，
越是硬仗越向前。 ”今年
年初以来，面对严峻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一名党员教师的付立
阳挺身而出，志愿加入了
抗击疫情的队伍，践行党
员初心，尽显党员本色。

入户排查，冲锋在前
2 月 18 日，得知社区

要招一批志愿者，绥宁县
长铺镇第一小学教师付
立阳毛遂自荐，志愿加入
到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

根据工作需要，他被
分配到了长征路社区第
三网格， 这里外来务工、
经商人员众多。 每天清
早， 付立阳准时抵达社
区，深入各大商场、超市
以及个体商铺，走街串户
宣传防疫知识，一天下来
步行几十里路，脚都磨出
了水泡。“叔叔，一定要出
门的话记得带口罩”“大姐，勤洗手，
多通风”……他的一声声亲切叮咛，
让社区居民倍感温暖。

当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
性胜利之时， 他又被分配到车站值
守，对外来务工、探亲返乡人员进行
摸排登记。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寒冷
下雨，进出卡口的人员和车辆“逢人
必测、逢车必查”，确保了一方安全。

积极宣传，不忘本职
在当志愿者协助社区防疫工作

的同时，付立阳也不忘自己的本职。
疫情暴发之初， 他第一时间在班级
群内向学生和家长普及防疫知识，
叮嘱学生做好个人防护， 减少非必
要外出。

面对开学时间推迟的情况，作
为六年级毕业班教师的他， 白天投
身社区防疫，晚饭都顾不上吃，便赶
回家开展网络授课， 批改学生当天
上交的作业，做好批注分发给家长，
再备课时已是深夜。

公而忘私，践行初心
当付立阳积极投身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之时， 家中老父亲因胃穿孔
住进了县人民医院， 医生建议马上
手术，需要亲人的照顾。 而另一边，
他又接到紧急任务无法抽身。 两难
之际，付立阳心一狠，为父亲安排好
住院后就马不停蹄返回社区， 坚守
岗位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
当，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畏疲倦，冲锋在前，这是付立
阳在一线志愿抗疫的真实写照。 而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的志愿事迹，
也为学生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付立阳不仅在本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战疫中身先士卒， 在平日
的工作生活中也以身作则， 为学生
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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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教师桂百安

做新时代“四心”教师

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了孩子们正常返
校上课的步伐，但生活即教育，课堂无处
不在，这场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孩子们也参与其中，亲身感受和体验。 这
不正是一次特殊的教育机遇吗！ 于科学
教育而言，更是如此。

纵观此次疫情，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
暴露出的民众不尊重科学、 科普知识缺
乏、 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缺失的现状，也
折射出科学教育存在的不足。如果我们能
够理性地看待当下问题， 善于化危为机，
疫情就能为科学教育提供良好的契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 疫情就是一堂生
动的科学课程。 从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出
发，提炼适合的科学教育话题，注重激发
探究欲望，唤醒科学意识，提升科学素养
成了教学重点。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
了一些探索。

学习和宣传防疫知识， 提升学生科
学防控能力

置身于疫情之中的小学生， 人生第
一次面对如此大的灾难， 难免会恐惧害
怕。 此时，尊重科学和科学防疫就显得尤
为重要。 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次，经常
定期或不定期向学生推送有关病毒及防
疫的学习链接、绘本、图书、科普纪录片
等，以便拓宽学生视野。 同时我们也鼓励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和宣传，他
们充分发挥优势特长， 有的拿出自己的
画笔，采用画报的形式宣传；有的创编儿
歌、童谣、快板等，通过微视频对外宣传。
这种跨学科的自主学习方式， 大大激发
了他们的科学兴趣， 提高了他们理解知

识与应用知识的能力。
开展主题探究活动， 拓展学生理性

思维
此次疫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探究

的科学课题， 我们从学生的已有生活经
验和认知出发，围绕病毒的传播与防控、
野生动物保护、人类与病毒斗争历史、辨
别信息真伪、 科技创新等方面设计了一
些适合他们的探究主题， 我们更鼓励他
们自主提出探究问题。

小学生的探究性学习离不开教师
的具体指导。 我们通过向学生发布“探
究小指南”方式，从探究主题、探究准
备、探究过程以及探究成果呈现等方面
提供可参考的“脚手架”，引导学生自主
探究。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大多能围
绕主题展开思考，利用自己已有生活经
验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最初想法，然后
通过网络、媒体、图书等方式搜集相关
信息，接着针对原始的、零散的信息，分
门别类加以整理，再对比分析相关信息
的合理性，尝试着提出自己有创意的想
法，最后归纳概括解决问题的方案。 为
了提升探究效果， 有的绘制了思维导
图， 有的制定了较完善的研究方案，有
的还充分发挥团队力量，与家庭成员一
起探究， 或邀约好朋友组成学习小组，
通过电话、QQ、 微信等方式交流讨论，
合作完成探究任务。

在亲历“确定探究主题———提出初
步想法———查找资料———整理资料———
分析资料———提出解决问题方案或解决
实际问题”的探究过程中，学生搜集、整

理、 分析信息和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得
到一定提升。

讲述科学战“疫”故事，培养学生科
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是一种负责的社会活动， 科学
态度与责任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 但因中小学科学教育偏重于解题
考试，往往被边缘化。 此次疫情，许多科
学家、 科研工作者和广大医护工作者本
着对生命、 对人类社会高度负责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
事。 这些故事背后蕴涵着的尊重科学、实
事求是、 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与精神闪
闪发光、熠熠生辉，正是对学生进行科学
态度与责任教育的最佳时机。

于是， 我们组织开展“讲述科学战
‘疫’的典型人物故事”活动，引导学生亲
身感受和体会， 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
影响和熏陶。 84 岁的钟南山院士是孩子
们最崇拜的英雄， 很多孩子边讲故事边
留下了感动的眼泪， 他们不仅被钟爷爷
高超精湛的专业水准、 大公无私的高尚
情操所感动，更被钟爷爷满腔责任、为国
为民、实事求是、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所
折服， 而这种科学精神给予孩子们无限
坚韧的力量。

总之，我们利用此次疫情危机，积极
开展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自己去
发现、去探究、去感受、去体验，着力培养
学生的科学兴趣、探究意识、思维能力和
科学态度，努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疫情
下的科学教育，为孩子们播下了科学的种
子，期待它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018 年 9 月 10 日， 湖南科技
职业学院举行建校 60 周年校庆活
动， 毕业十多年的数控 3031 班来
了 20 多人。 庆祝大会一结束，他们
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教学楼 201
教室。 这个教室曾经是他们大学三
年的自习室， 也是在这个教室里，
认识了他们大学生涯中第一个好
老师———时任学校机电系辅导员
桂百安。

多年来 ， 桂百安在工作岗位
上，坚守“四心”，教书育人，收获了
学生们的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