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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中教育集团京剧公开课很有“味”
本 报 讯  近日，北 京 市第十 中 学 教 育

集团与丰台文旅集团、北京园博园运营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品戏曲之美 赏国粹之

韵——北京市第十中学教育集团京剧公开

课”走进长辛店中心小学，为集团师生带来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本次公开课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少儿京

昆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丰台区戏剧

家协会理事刘振老师，通过“生旦净丑”行

当介绍、“唱念做打”基本功介绍、京剧名

段表演、脸谱展示等方式，形象化、专业化

呈现京剧艺术的特点和魅力。为增强教学

效果，刘振老师邀请同学们上台进行表演

互动、亮相、学唱，同学们在体验中发现

京剧之造型美、戏腔美、动作美、精神

美，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中华传统戏

曲文化。

青年京剧演员王子老师也

来到公开课现场，展现了利用

戏曲方式吟唱古诗词，让同学

们感受到古诗词的“新的打

开方式”，伴随着锣鼓点的响

起，王子老师带领同学们在

京剧唱腔韵律中感受诗词的力量，享受我国

传统文化之美，建立文化自信。

此次公开课活动，让十中集团的师生

们零距离接触戏曲文化，在欣赏中“入耳”，

在体验中“入脑”，在参与中“入心”，从“知

戏”“懂戏”到“爱戏”，甚至登台“唱戏”，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无

穷魅力，自觉地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力量，提升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者与发扬者。

品戏曲之美  赏国粹之韵

▲“品戏曲之美 赏国粹之韵——北京市第十中学教育集团京剧公开课”走进长辛店中心小学。

▼  

北京少儿京昆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丰台区戏剧家协会理事刘振老师与学生表演互动。

编者按：丰台区基础教育“强基工程”总体目标明确指出，“培养一支名师引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干部教师队伍”“每所学校都有领军型教师”。为进一步落实基础教育“强基工程”，讲好丰台教育故事，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丰台区的优秀教师队伍，特推出“强基工程 身边的优秀教师”专题。通过对全区教育系

统2023年获评北京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的27名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典型事迹进行集中宣传，充分展示

丰台区教育战线的精神风貌，助力区域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的提升。

郭燕红，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1990

年毕业于首师大历史系，1993年调入北京十二

中。从教33年，长期从事高中历史教学，担任班

主任18年、年级组长6年。曾获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教师、

北京市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

优秀班主任特等奖、丰台区优秀共产党员、丰台

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丰台区“最美园丁”、丰台区

学生喜爱的班主任等荣誉。曾当选中共北京市第

十届、十一届党代会代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

炬手。曾获国家级课题及论文评比一等奖、市区

教学比赛一等奖，多篇教学论文在核心期刊上

发表。北京教育考试院高中会考评价组历史学

科组组长、丰台区命题专家库高中历史学科命

题专家、丰台分院兼职教研员。

爱岗敬业  全心投入

从教以来，郭燕红始终以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教育工作当成

一种信念、一种责任、一种乐趣、一种追求。“躬

行师德，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思想 和言行教

育、影响学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刻苦钻研  严谨治学

在教学工作中，郭燕红从未停止对更高教

学境界的追求。她精心备课，充分挖掘历史学科

的素质教育功能，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核

心素养。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学定教，拉近

历史与学生的距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

极性和参与性，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她努力钻研、学习、反思，积累了丰

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她

多次参与国家、市区级课题的研究，不断提高理

论水平，通过撰写专著和论文，总结经验、提升

认识，努力实现由“经验型”教师向“科研型”教

师迈进。

坚持“教师育人像‘水’”的育人理念，以

“教学生学会做人”为思想教育主线，将其渗透

在学生学习、生活、实践、管理一切领域之中，

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实现育人。她充分把握

“水”的渗透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以活动育人；她充分发挥“水”的浸润作用，用

真诚和耐心感染学生；她充分利用“水”的浇灌

作用，引导学生在不断尝试体验中形成正确的

行为动机；她又充分掌管“水”的喷洒作用，不

放弃主导地位，又大胆放手，通过让学生充当班

级管理的主角，进而培养自主发展的人。她把

握教育分寸，树立严格而宽容的师爱观；注重集

体意识的培养，增强班级凝聚力，寓教育于活

动之中；注意发挥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我教育作

用；采用激励机制，给每个学生施展才华的机

会……在德育工作中，她通过不断探索总结，

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助力学

生健康成长。

爱生路上，她将继续快乐前行！

身边的优秀教师郭燕红

躬行师德 率先垂范

强基工程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是人与

人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最主要途径，人醒着的时

间大约70%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我们在与

别人交谈、读书、上课、上网等活动都是在进行

沟通。沟通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行为无所不

在，但是现实中沟通失效、沟通不畅却可能给我

们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损失。

如果家中有个上初中、高中的孩子，和孩子

沟通这件事，经常让即便平日里叱咤风云、侃侃

而谈的家长也束手无策、苦不堪言。今天就来探

讨一下如何优质有效沟通这个话题，希望其中的

一些策略能带给您一些共鸣、启发与收获。

使沟通更有效的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让沟通更加有效呢？ 

有研究显示，在沟通过程中，信息传递的总

效果是由百分之七的言语、百分之三十八的语调

语速和百分之五十五的表情和动作共同构成的。

因此在沟通前我们要借助语调、目光、表情、体

态、姿势等更多的非言语构建一个良好的氛围，

提前做好沟通内容的准备。

首先，语音语调。沟通中，为了突出重点，我

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语音语调。但是用得对不

对、好不好、有没有歧义却是另外一回事。

其次，沟通前如何用非言语构建一个友好亲

切的沟通氛围。

非言语沟通能弥补言语表达的不足，当面对

回天无力的事情时，任何言语的安慰和表述都显

得苍白无力，大家可以尝试通过肢体接触与动作

来传递态度与情感。一个温暖的拥抱、拍拍他人

的肩膀、递上一张纸巾等非言语的表达此时更能

帮助我们表情达意。

此外，当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表达不一致

时，人们更应该借助非言语信息来作出判断。非

言语沟通的运用帮助我们在沟通之前扫清了一些

障碍，创设了良好的沟通氛围。

沟通之始要怎么做

在此给大家的建议是三句话：“换位做假

设，假如我是他，认同他的情绪，剖析关键点，真

诚多肯定，少用转折语。”再具体些，推荐给大家

一个沟通句式，“当时你的心情是如何如何的，

我听了你说的，感到如何如何，你其实是想怎样

怎样，对吗？后来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觉得问题

出在哪里呢？”这个句式虽短，但是满足了良好

沟通的基本要素，既体现了倾听者的情绪价值，

也引导了谈话对象开始聚焦问题，进行思考。

比如您的孩子考试没有发挥好，拿着试卷

找您来签字，您看到鲜红刺眼的分数，一定是失

望至极或者火冒三丈，但是此时如果您暗暗呼出

一口气，然后拍拍孩子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看

着把头深深埋在衣领里的他说：“拿到分数时，

你也是颇为震惊，特别沮丧难过吧？”此时孩子

可能都不敢正眼看您，默默点了点头。您继续说

道：“我听了你说的，心里既着急又心疼你。”然

后拍拍孩子的肩膀。停顿一下，接着说：“其实你

是想说，自己也努力了，但结果实在让人难以接

受。你怕我太着急，希望我别生气，别放弃你，

对吗？”这时懂事一点的孩子可能都已经要热泪

盈眶了，心想，我爸居然没打我，还替我找了一堆

理由，太感动了。然后您深深叹了口气，咬了咬后

槽牙，重新调整语气，语重心长地问：“你觉得问

题出在哪里？”此时把话语权交给孩子，让沟通

从单向变为了双向。此时的孩子得到了说话的机

会，头终于从衣领里抬了起来，用感激的眼神看

看您古井无波的表情，开始用试探的语气分析

试卷和自己的问题。这么一套简单的话术云淡风

轻地化解了一场暴风骤雨，是不是很神奇？ 

沟通之中要怎么做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进入到沟通的

关键部分，如果您想进一步解决问题、推进事情

进展的话，我再建议您记住两句话：“共同找方

法，多做选择题，措施要具体，说话要算数。”如

果您是家长，千万不要小看了您的孩子，他们的

主意和想法非常多，但是最难的是得到他们的

认同。所以所谓的共同找方法，就是您引导孩子

自己找到几个解决方法，让他自己权衡后作出选

择。当方法一旦确定，就需要有人监督，有人评

判奖惩。作为家长，这个任务就自然落到了您肩

上，义不容辞。

在此先推荐给大家的沟通句式是：“针对这

样的问题，你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什么？我也可以

给你提供几种方法，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你

觉得这几个方法中，哪个更适合你？”此处可以

让孩子说说选择的理由，促进他真的对解决方案

进行思考和判断，最后问：“后续你打算如何去

实施呢？”回到行动方案上来。这样的沟通非常

具有针对性，已经把谈话从情绪认同引入到了目

标和措施阶段。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逐渐将目标清晰起来。用

斯玛特原则制定的目标计划或行动方案：它是非

常具体的，最好是可以数据化的，有完成的时限

而且是孩子跳着脚努努力可以达到的，不是遥不

可及不能完成的。

这时您可能说，这样的计划我们家孩子常

做，但计划做得特别漂亮，就是长久不了，甚至

在实施第一天就没完成。在此大家可以考虑使

用艾维利时间管理法，教会自我管理能力差的孩

子执行计划。艾维利时间管理法的第一步是写

下明天要做的6件最重要的事；第二步用数字标

明每件事的重要性次序；第三步是明天第一件事

是做第一项，直至完成；第四步是再开始完成第

二项、第三项……之后每天都要这样做，养成习

惯。这个管理法则的原则很简单，一是先解决最

重要的问题，二是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别小看

这样一个仅有100多个字的方法，说不定也会拯

救对孩子束手无策的您。

以上是在沟通各个环节中，特别是亲子沟通

中，有效推进的几个策略。

从技术上讲沟通是一门学问。与此同时，沟

通也是一门艺术。沟通，不仅在于您说什么，更

在于您怎样说。如果把每一次沟通都当成个人修

养的历练，那么我想在今后的生活中，与他人的

关系将会更加和谐，给他人留下的印象也必将更

加深刻，您的人格魅力将会更充分地彰显，成为

一名温暖治愈的沟通达人、心灵捕手。

■  文/北京钱学森中学 杨靖

做心灵的捕手
使沟通更有效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郭燕红。

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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