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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自然课的小学老师15项发明用于课堂上

课能这样上，同学那个喜欢啊！
讲“生物的起源”，他发明制作出一套生物进化赛棋，让学生们在
游戏中了解生物进化的过程；讲“郑州的地理知识”，他又发明了
一种“飞行棋”，每个节点上都有郑州的一处地名和名胜古迹。
在中原区建设路第三小学，教自然科学课的闫河旺老师是小有
名气的，他喜欢发明制作，获得15项专利，也把自己的一些发明
专利用在课堂上。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文 张翼飞/图

闫河旺老师设计的“中学生
动物进化赛棋”获国家专利，并
荣获郑州市教育科研成果优秀
奖，他设计的“旅游棋棋盘”，被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观设计
专利证书。

他发明设计的“原古实地
图形中国象棋”（简称名胜棋）

棋盘和“动物进化赛棋”、“郑州
市旅游棋”两项国家专利一样，
都是结合课本知识摸索研制出
来的教具。

据闫老师说，他申请并获得
专利的发明有5项，再加上和其
他人合作的发明，加起来有 15
项。“这些发明并不是那么高精端

的技术，其实都是我从平常的教
学工作和生活中获得的灵感。”

闫河旺在学校教科学课，为
帮助学生理解，他会通过下棋的
方式，让学生潜移默化掌握科学
知识。他的得意之作就是一个
融合了军棋和斗兽棋下法的生
物进化赛棋。

从教30多年的闫河旺即将
退休，他说最有成就感的就是
自己的发明创作能让孩子们喜
欢。“我想让孩子们的自然课生
动起来。”

例如，他制作的生物进化
赛棋，棋盘底端摆放着红蓝双
方各种高低等生物，两名同学
依次翻起一个棋子，低等生物
会被相邻的高等生物吃掉，留
下的棋子会沿着棋盘上方树枝
状的物种分布图，越过原生动
物，如软体、爬行、哺乳动物，一
步步走到自己所在的物种区
域，最后哪方区域里留下的生

物越多，哪方就获胜，这让同学
们欣然接受。

他发明创作的“郑州市旅
游棋”也是颇具新意。这是一
种类似飞行棋的棋盘，起点是

“郑州市区”，一路向西，会经过
巩义、登封、新郑等地，每个景
点和地名都标注得很清楚。“下
一盘棋不仅能记住很多名词，
还能一下子理顺它们之间的关
系，这可比死记硬背强多啦。”
在建设路三小，阎老师的棋盘
很受孩子们欢迎。

从构思到确定想法，从反
复绘制到推出成品，每一项教

具都要花两三年。阎老师笑着
说：“同事和家人都习惯了我平
时嘴里念念叨叨，手来回比画
的形象，光名胜棋的草稿纸摞
起来就有半尺高。”

如今，闫老师还担任学校
的校本课程《科技发明小组》的
老师，他带着喜欢思考发明创
作的 20 多名同学，经常碰撞
出“火花”。闫老师说，小孩
子 的 想 法 是 大 胆 的 ，你 或 许
觉 得 他 们 有 些 异 想 天 开 ，但
是发明往往就是从司空见惯
到 特 立 独 行 ，把 不 可 能 变 为
可能的过程。

小学教师成“发明达人”

孩子喜欢的发明就是成功的

闫河旺老师设计的“旅游棋棋盘”，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在
校园里，他借棋盘给学生们介绍郑州的旅游名胜。

当年幼的许晓犇被确诊为
先天性耳聋，这个消息让一家人
陷入了困境。晓犇的父母虽然
年轻，但他们都是聋哑人，只能
靠外出打零工维持生活。平时，
晓犇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帮晓犇
恢复听力，家人把他送到了市残
疾儿童康复中心。经测试，晓犇
为极重度耳聋。即便是给他佩
戴了助听器之后，晓犇的听力仅

为 90 分贝，效果依然不佳。这
个时候的晓犇，只能进行“看话
教学”，就是通过看老师的口型
来判断语言。

人工耳蜗也许可以改变这
种状况，可是一个耳蜗的植入手
术需要 20 多万元费用。面对这
个“天价”治疗费用，晓犇一家很
是困惑。

非常幸运的是，去年，郑州
慈善总会和郑州市残疾儿童康

复中心共同签订了“贫困残疾儿
童慈善救助项目”，经过该慈善项
目资助，共为晓犇资助2万元，同
时，又有一家企业得知晓犇的事
情后，专门为他爱心捐赠了 5 万
元。晓犇终于在去年7月成功实
施了人工耳蜗手术。

昨日，在市残疾儿童康复中
心的个训室内，记者见到晓犇，
他已经可以听到声音了。单训
老师吴蕾介绍说，经过测试，晓

犇现在的听力已经达到了 30 分
贝，接近正常水平。

站在教室门口，距离晓犇大约
3米的距离，吴蕾让晓犇说儿歌，晓
犇可以用尚不清楚的语音，将一首

“小白兔”的儿歌完整地说出来。
“晓犇现在的听力和正常人

差不多，但是语言表达方面还需
要训练，在学校、家庭、环境多方
面的配合下，他应该会恢复得很
快。”吴蕾表示。

幸运聋儿 7岁的晓犇终于可以开口对话了

慈善项目 帮贫困残疾聋儿安装人工耳蜗，最高救助20000元

许晓犇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
母发现他并不会说话，去医院
检查，发现他患有先天聋哑。
幸运的是，郑州慈善总会和郑
州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共同
发起了“贫困残疾儿童慈善救
助项目”，并于去年7月，为许
晓犇资助2万元，帮助他植入
了人工耳蜗，如今，7岁的晓
犇听力已经接近正常孩子。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文/图

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主任
万懿萍昨日介绍说，去年底该中
心与郑州慈善总会联合发起了

“贫困残疾儿童慈善救助项目”，
该项目旨在帮助郑州地区 0~10
岁的低保、贫困听障儿童家庭，
减轻康复费用，让贫困听障患儿
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尽早走
出无声世界，开口说话；帮助
10~18 岁的低保、贫困残疾青少
年减轻康复技能培训费用的负

担，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梦想。
该慈善项目救助范围和对象

包括：具有郑州地区户口的残疾
儿童及青少年；持有低保、低收入
证明或三级贫困证明；0~10岁听
障儿童和10~18岁残疾青少年。

今年年内，计划救助 70 名
0~10 岁贫困家庭的听障患儿，
其中 60 名受助对象主要采取语
言康复训练或助听器救助的方
式。一年为一个救助周期，救助金

额每年每人5000元；救助10名重
度极重度贫困听障患儿进行人工
耳蜗植入手术；每名受助对象采取
一次性救助20000元的方式。

同时，该慈善项目还将救助
100名10~18岁贫困家庭的残疾
青少年。计划利用双休日及寒
暑假对残疾青少年进行康复技
能培训，主要培训项目包括西
点、平面设计、陶艺、工艺美术、
冷拼厨技、中医推拿等，计划一

个救助周期为期一年时间，救助
金额为每年每人5000元。

需要提醒的是，符合救助条
件的郑州地区贫困家庭的未成
年残疾人需携带三级贫困证明
或低保、低收入证明，监护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监护人与
未成年残疾人关系证明，到郑州
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语训部报
名，报名咨询电话为：68884833、
68860963。

老师在对晓犇进行康复训练。

装上人工耳蜗，聋儿晓装上人工耳蜗，聋儿晓犇犇可以说儿歌了可以说儿歌了
慈善项目为贫困残疾儿童献爱心慈善项目为贫困残疾儿童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