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身兼数职，既是高一级部的领航者，又是班
级的温暖守护者，还是学生们心中魅力四射的英
语老师。她不仅在教学上严谨治学、精益求精，
更在育人方面倾注了满腔热血，用无私的爱为学生
的心灵点亮了一盏明灯——— 她就是青州圣维科技高中
的英语老师邢路萍。
  高一新生刚入学时，班上有几名调皮捣蛋的男
生，他们时常挑衅老师，一言不合便与同学拳脚相
向。一次打架事件后，面对倔强不服的孩子和在一旁
束手无策的家长，邢路萍没有选择疾言厉色的批评，
而是轻轻将孩子拉到一旁，耐心听他的想法。邢路萍
说，她看到孩子的眼神里有一丝失望，觉得应该是孩
子有委屈，因为他比较调皮，之前总是被批评，从未
有过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听完学生的描述，邢路萍先温柔地进行了安抚，
让他明白父母和老师都是为他着想，鼓励孩子与父母

坦诚沟通。与此同时，邢路萍也与家长进行了推心置
腹的交流，建议他们多倾听孩子的想法，不要急于否
定，要给予孩子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邢路萍的调解
下，孩子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防备，开始学会尊重老
师，听从父母的教诲，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日渐
和谐。
  邢路萍一直认为，教师在学生生活中扮演着多重
角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她时而严厉如师，督促学生勤奋学习；时而活泼如
友，用幽默风趣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她以独特的方式
走进了孩子们的青春世界，教会他们如何做人，如何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从教以来，邢路萍一直耕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
以爱为笔，以智慧为墨，在教育的广阔田野上默默耕
耘，收获了桃李满天下的芬芳，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
了教育的真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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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行动诠释责任，以陪伴传递力量，在班主任
与数学教师的双岗位上，书写着“行胜于言”的育人
篇章——— 他就是寿光一中党员教师王焕超，一位用身
教引领学生成长的“护航者”。
  自2013年踏上讲台起，王焕超便将党员身份与教
师职责深度融合。如今，身为2022级强基部46班班主
任兼数学老师，他先后获得“寿光一中优秀共产党
员”“寿光市教学能手”等荣誉，用扎实的业绩诠释
着“乐教勤业”的信念。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句挂在王焕超
嘴边的话，正是他育人理念的核心。担任强基部班主

任的三年里，他致力于培养学生“扬在脸上的
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

气，刻进命里的坚强”。他常以教
育专家李镇西的话自勉———

“带着一个思考的大
脑，重复每

天平凡的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让平凡的班
级管理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高三学生面临学业和心理的多重压力，王焕超
“极致守班”，为学生筑起温暖的港湾。课间，他是
为学生答疑解惑的“战友”；课堂上，他是引导学生
思维跃升的“舵手”。为了打造高效教学体系，他定
期组织教师团队会诊班级学情，让各科教学有的放
矢；在学校“五有高效课堂”的实践中，他以问题链
激活思维，让数学课堂成为“思维的盛宴”，以至于
每次走进教室，总会被抱着题集的学生团团围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王焕超老师的陪伴下，
一届届学生走向梦想的彼岸。2016年，他所带班级位
列全年级前列；2018年，他所教的一名学生数学成绩
摘得寿光市桂冠，圆了清华梦；2022年高考，他所教
班级的46人全部过特招线，用数据书写了“低进高
出、高进优出”的育人奇迹。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解题思路到人生哲
理，王焕超始终以行动为尺，量度着育人的深度与温
度。他用教育者的担当点亮学生前行的灯塔，让数学
课堂成为孕育梦想的土壤，更让“行胜于言”的身教
成为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寿光一中的育人画卷中，王
焕超是执笔者，更是践行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勾
勒出新时代党员教师的最美模样。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王焕超

┬本报记者 徐艺华

倾注一片爱心 走进学生心灵
邢路萍

┬本报记者 徐艺华

  “多数人更重视考生高考前的心理调适，但考后
考生心理变化同样值得重视。”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
博士、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教授徐祥运说。
  据有关心理咨询数据显示，考后两周是心理问题
高发期。考后压力骤减、对分数的焦灼等待叠加，容
易让考生患上多种“高考后遗症”。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王晔将考后考生常
见心理问题分为4种类型：考后焦虑型，表现为考后
患得患失，反复对答案仍无法估出大致分数，陷入越
担心想得越多、想得越多担心更重的恶性循环；考后
抑郁型，多见于平时学习成绩较好的考生，自感发挥
失常、陷入自我怀疑；考后放纵型，考后采用“报复
性”娱乐的方式犒劳自己，持续昼夜颠倒玩游戏、聚
会狂欢；考后茫然型，考生离开紧张的学习环境后不
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出现因生活目标突然缺失而陷入
空虚状态等问题。
  针对上述心理问题，专家对考生提出如下建议。
“如感焦虑，应允许情绪流动，可通过写日记、向亲
友倾诉等方式接纳、释放情绪；如感抑郁自责，应规
劝自己降低对成绩和目标院校的绝对化期待；放纵有
度，‘狂欢’几天尚可，后续需做好生物钟维护、科
学饮食和运动；多参加有益活动对抗空虚，高考后的
长假是自我提升的好时机，可学习机动车驾驶、乐器
等新技能，参加社区服务积累社会经验、培养社会责
任感等。”徐祥运说。
  此外，与考生接触最为密切的家长也应做好心态
和行动调整。“家庭是考生心理调适的重要依托，
要从压力源变为安全港。家长需密切关注孩子情
绪变化、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避免过度追问成
绩或施加其他压力；报考院校和专业时，家长可
以与考生共同规划，但建议将最终决定权交还给
考生，避免包办代替。”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
会青少年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祥云建议
学校、社区等组织心理讲座，为考生提供情感和信
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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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高考后遗症”

专家教你这样做

  同学们已经顺利完成了2025年高考，在等待出分
的时间里，考生还有哪些事要完成呢？一起来看。
  1.高考成绩查询
  山东夏季高考将于6月26日前公布成绩。
  2.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校考
  根据教育部的政策，报名强基计划的考生，要按
照报考高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参与考试。高校将考生
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
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
得低于85%），根据考生志愿，按考生综合成绩由高
到低进行录取并公示录取标准。
  3.军检、公安院校体检
  军检、公安院校体检等相关工作将于6月中下旬
进行。报考军事类、公安院校的考生要根据通知，按
时进行政审、军检（公安体检）、面试等。军检包括
体格检查、面试和心理检测，一般先进行面试再进行
体格检查和心理检测；报考在京招生公安院校本科的
考生，北京市公安局将对其进行面试、体检、体能测
评和心理素质测评。
  4.志愿填报
  今年高考填报志愿时间自6月29日开始，6月29日
填报普通类提前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类提前
批第1次志愿；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1次志愿；春季高
考本科提前批（仅限技能拔尖人才填报）第1次志
愿。7月5日至7日填报普通类特殊类型批志愿；普通
类常规批和体育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艺术类本科批
第1次志愿；春季高考本科批第1次志愿。具体填报时
间以官方通知为准。
                   本报综合

查分、填志愿

高考后还有这些事

▲邢路萍

王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