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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训专
业委员会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是河南省民办教育
培训行业首家非政府社团组织。专委会成立 3
年来，一届理事会在甘宇祥理事长的领导下，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全省民办教
育培训行业的快速、规范和稳健发展做了大量扎
实有效的工作，受到了会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其中，专委会连续两年举办的全省民办
学校优质课大赛暨杰出名师评选，联大教育集团
每年举办的“外国人汉语大赛”，大山教育集团连
续 3 年举行的中高考名师报告会和剑桥少儿英
语口语大赛，陈中教育集团举办的“家有考生”系
列讲座等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在省会已家喻户
晓，得到了良好的行业口碑和家长好评。

当天，新当选的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
训专业委员二届理事会张红军理事长表示，自己将
带领新一届理事会及其秘书处全力以赴，认真工
作，努力开创专委会工作新局面，并将着重在进一

步打造交流平台，促进行业规范发展，提升整体教
学质量和学员服务，以及积极参与行业调研，为行
业发展建言献策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
力争使更多的会员单位取得最佳办学业绩，树立更
多全省乃至全国的办学典范，推动河南民办教育行
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省政府督学、民进河南省委巡视员、河南省民
办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祁葆珠，郑州市教育局民
办教育处处长王海明，郑州市金水区民办教育协会
会长马理德等及省会媒体代表共 200 余人出席大
会。

当天的会员大会开始之前，现场还举行了第二
届河南省民办培训学校优质课大赛颁奖典礼。来
自省内各地的84名选手分获一、二、三等奖及优胜
奖。与会领导祁葆珠、王海明、马理德、甘宇祥、张
红军等领导为选手们颁奖。会议还表彰了一批河
南省民办教育著名品牌、最具影响力品牌、诚信办
学先进单位及先进工作者等。

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行业“少帅”当选“带头大哥”
选举张红军为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年龄虽轻，但在行业
中的分量却不轻。他就
是被称为行业“少帅”的
郑州大山教育集团董事
长张红军。

6月18日，河南省民
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训
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在郑州长城宾
馆召开。会议选举郑州
大山教育集团为二届理
事会理事长单位，选举张
红军校长为二届理事会
理事长。郑州联大教育
集团常务副校长润良，郑
州陈中教育集团副校长
段立建，郑州睿源教育校
长牛明亮、郑州新东方学
校校长印建坤以及来自
我省郑州、洛阳、开封、焦
作、平顶山等地的另外数
家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
共 16 人 当 选 为 副 理 事
长。 记者 唐善普

理事长：张红军（郑州大山教育集团董事
长）

常务副理事长：牛明亮（郑州金水睿源外语
培训中心校长）

2012 年度年值理事长：田建中（洛阳市英
才培训中心董事长）

副理事长：印建坤（郑州新东方外语培训学
校校长）

段立建（郑州陈中教育集团副校长）
润 良（郑州联大教育集团常务副校长）
张 煜（郑州阳光教育集团副董事长、行政

校长）
高风光（新密市蒲公英教育集团理事长）
贾洪军（郑州市金水区西雨艺术中心校长）
邱 俊（郑州市金水区独树教育培训中心

校长）
刘子明（开封成龙文化辅导培训学校校长）
李廷团（开封正大培训中心校长）
王旭明（洛阳市部落美术培训学校董事长）
牛信步（平顶山市信步教育文化学校董事

长）
郭长青（平顶山清滟英语学校校长）
赵 方（焦作市山阳区沃根文化学校校长）
杨彦涛（周口杨氏英语学校校长）

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
训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领导班
子新任人选

（2012 年 6 月 18 日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颁发聘书颁发聘书

第二届民办教育年会第二届民办教育年会

疑虑一：首科考“砸”了咋办
专家：考完后要满怀信心迎接下一科
往届常有一些考试发挥失常的考生，

其中一部分还是平时成绩较好的。更有
甚者，有的考生整个考试的成败都归结在
第一科的发挥上。“第一科考砸了，后面的
考试肯定受影响。”大多数考生表示。

专家把脉：许多考生都会存在弱势的
科目，如果第一科考的是弱势科目，就盲目

地说自己“没希望”了，显然是对自己不负
责任的否定。正确的做法是，考完的科目
要立即放下，你后面还有好几科在等着你
呢，没必要因为芝麻而丢了西瓜。需要提
醒的是，考生的家长要用轻松的态度，鼓励
孩子以最轻松的状态参加下一科的考试。

疑虑二：别人找我对答案咋办
专家：一起讨论下一科的考试

“考场遇到同学找我对答案怎么办？

对吧，自己不愿意。拒绝吧，同学肯定会
说我。”初三学生韩冬提出的问题，可能是
许多同学遇到的。

专家把脉：遇 到 这 样 的 情 况 ，考
生 要 敢 于 拒 绝 。 你 可 以 告 诉 你 的 同
学对答案的坏处，建议他不对答案。
考过了就考过了，要放得下。同时与
他一起讨论下一科的问题，转移他的
注意力。

高校学子共话诚信
河南省大学生“诚信校园行”

知识竞赛在新乡医学院圆满落幕

近日，以“普及知识，铸就诚信”为主题
的河南省大学生“诚信校园行”学生资助政
策及相关知识大赛总决赛及颁奖仪式在新
乡医学院隆重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河南
大学夺得大赛总冠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
功学院、安阳工学院、洛阳师范学院获得金
奖。新乡医学院等高校获优秀组织奖。河
南省教育厅厅长助理荣西海及中国人民银
行郑州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
行、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新乡医学院
等单位的领导观看了总决赛并为获奖单位
和选手颁奖。

本次知识竞赛是河南省教育厅、中国
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河
南省分行联合举办的“诚信校园行”系列宣
传教育活动之一。自 2011 年 9 月活动启动
至今，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全省共有 108所高校参加，举行比赛的总场
次 500 余场，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近万人，
到场观看比赛的师生约 30万人次。通过层
层选拔，5 月 17 日~18 日，来自全省的 36 支
高校代表队、144 名选手在新乡医学院的决
赛舞台一展风采。

“诚信校园行”活动从2006年开始启动，
在河南全省高校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促
进了河南省学生资助工作尤其是国家助学
贷款工作的健康开展。自2004年以来，河南
省按新机制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38亿元，
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0万人次，基本
实现了应贷尽贷。至2012年4月底，河南全
省毕业贷款学生达 31.5万人，贷款金额 23.2
亿元，毕业生自付利息欠息率 4.64%。其中
到期贷款本金 3.3亿元，违约率为 5.41%，远
低于河南省确定的 14%的风险补偿金比
例。国家助学贷款“河南模式”已实现了良
性运行。 宋元明

家长和考生要克服“考期疑虑征”
中考之虑

“中考马上开始了。看了很多报道，说是家长该如何如何，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做好。”随
着中考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家长犯了被心理学专家称为的“考期疑虑征”。解决不好，会影响孩
子的中考。为此，记者特请心理学专家赵红旗进行“把脉”，并“对症下药”。 记者 唐善普

疑虑一：孩子要不要我陪考
专家：以不影响孩子的心理为原则
每年中考，考场门口总有一道“陪考”

的“风景线”，这就是陪考的父母。有人说
家长陪考让考生压力变大，有人说能鼓励
考生用心考试。家有考生的李女士告诉
记者：“我和孩子的爸都想陪孩子两天。
但对陪考是好还是坏，心里没把握。”

专家把脉：是否陪考要视考生的态
度。

家长有陪考的想法，可事先与孩子沟

通。如果孩子坚决不要家长陪考，家长最
好不要去，否则会给考生造成压力，影响
情绪。如果孩子提出陪考要求，认为家长
的鼓励和加油，能让他有更大的考试动
力，家长最好陪考。

疑虑二：该不该对孩子说“安慰语”
专家：少说“安慰语”，以免影响情绪
这几天，闫先生很纠结：原来，他不

知道在孩子考试期间，该不该对孩子说
些“安慰话”。采访中发现，与闫先生有
着同样忧虑的家长还真不少。“平时孩子

的考试结束，我都会问考得如何。但这
次中考我还能问吗？”市民吴女士问。

专家把脉：中考期间，家长要尽量把
“想知道孩子有没有考好”的心思藏起来，
不要问“考得好不好”之类的话。考生在
中考的时候对外界比较敏感，家长的不当
言语反而会增加心理压力。如果孩子考
得好，你不问孩子也可能会和你沟通。考
得不好，你问了，可能容易引起孩子的情
绪波动，影响接下来的考试。家长要鼓励
孩子“考完一科扔掉一科”，要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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