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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
真正发现和发挥每个人潜在
的 能 力 ，实 现 每 个 人 的 全 面
发展。”黄科院附中深谙此句
话的重要性。

在 教 学 中 ，除 了 注 重 学
生 文 化 课 学 习 外 ，还 开 设 有
一 系 列 的 校 本 课 程 ，如 舞 蹈
班 、篮 球 班 、武 术 班 、绘 画
班 、动 漫 班 、小 主 持 人 班 、国
学班、手工班等，这些课程全
部 免 费 ，学 生 可 利 用 自 己 的
时 间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 爱 好
自由选择。

张甜 是 七 年 级 的 一 名 学
生，刚入学时，性格内向，喜欢
读书，不敢大声说话。班主任
老师发现问题后，开始不断鼓
励她。从最初胆胆怯怯参加葫
芦丝表演班，到积极主动的报
名小主持人班，一年时间内，
张甜不仅能表演节目，还敢主
持班内大小活动了。因为自信
心的增加，张甜原来不太理想
的数学成绩，如今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

据程晓林校长介绍，像张
甜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初

中时期是学生成长中的关键
阶段，他们要做的不只是传授
知识，更要维护学生们的身心
健康。“教育的全部艺术在于
如何爱孩子，爱的全部艺术在
于捧出一颗真心”，她愿带领
黄科院附中全体教师，帮助更
多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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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号黄河科技学院北校区内

民办中学名校解读，本报记者深入探访

为孩子梦想添翼的黄科院附中（二中学区实验班）

作为黄河科技学院附
属中学同省级示范名
校郑州二中深度合作
的教育项目，黄科院
附中（二中学区实验
班）开办的时间并不
长，但取得的成绩却
是有目共睹的，不仅
在郑州市和二中学区
组织的各类考试中，
多次取得了学区第
二、部分学科学区第
一的好成绩，还受到
社会、家长、兄弟学校
和学区领导的一致好
评。先后被评为全国
平安校园创建示范单
位、全国校园影视教
育研究实验学校、郑
州市名优民校、郑州
市十佳学校等。
能够取得如此优异成
绩的背后 是 什 么 ？
黄科院附中（二中
学区实验班）最大
的优势又在哪里？
近日，本报记者走
进该校，对其进行
了深入探访。
郑州晚报记者
闫明 吴幸歌

黄科院附中（二中学区实
验班）是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
学同省级示范名校郑州二中深
度合作的教育项目，自郑州市
教育局实行学区制后，黄科院
附中划归二中学区，两校深度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郑州二
中选派优秀团队参与附中教育
教学全程管理，使两校实现管
理“五统一”，即统一教学进度，
统一教师聘任考核，统一教学
教研，统一考试评价，统一学生
综合实践活动。

该项目自 2012 年启动以
来，受到众多学生和家长的追
捧。据该校校长程晓林介绍，
黄科院附中依托于有 30 年办
学 历 史 的 我 国 首 家 民 办 高
校——黄河科技学院。学校不
仅拥有全省一流的大礼堂、宽
敞的阶梯教室、藏书丰富的图
书馆、整洁明亮的阅览室及齐
全的体育健身器材，还有舒心
的住宿环境、省级餐厅、学生浴
池、校医院、银行等，教学和生
活设施一应俱全，在全省同类
学校中优势明显。

“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
长很放心，黄科院附中的条件
完全可以保证孩子们的全面发
展。”一位刘姓家长告诉我们。

中等生转变成了优秀生，
偏科生变成了特长生，沉默寡
言的孩子变成了懂 事 开 朗 的
明 星 生 …… 市 十佳学校、市
名优民校、全国示范单位……
在将一个个不同基 础 、不 同
性 格 的 孩 子 培 养 成 才 的 过
程中，黄科院附中（二中学区实
验班）也不断的获得肯定，报名
人数也开始逐年增加。就在很
多人都以为，黄科院附中会走

“大”字路线，放开口子，一下子
把校园装满时，黄科院附中（二
中学区实验班）却走起了“精”字

化路线。
走访中，我们发现，黄科院

附中与郑州二中合办的学区实
验班，每年仅招收 6 个班，每班
40 人。“小班化最大的优势就
是，老师可以更加充分的了解
和关注每一个学生，适时进行
成长指导和心理疏导。”程晓
林说。

除了严格实行小班化教学
外，在教学上还实施“三分”的教
学模式，即分组、分层、分班，保
证每一个孩子稳步前进。同时，
还实施严格的日清、周清制度，

保证学生及时了解自身的不足，
查漏补缺，确保当天知识当天掌
握。此外，当 孩 子 进 入 初 中
后 ，家 长 由 于 自 身 工 作 繁 忙
或 孩 子 住 校 ，同 时 也 因 为 不
够 专 业 标 准 ，辅 导 孩 子 就 成
了大难题，而学校实施的“作业
过关面批面改”制度，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

“教育是个细活，最好的模
式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
地。”程晓林校长说，而这也是他
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快速成长
的原因。

依托大学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最近，有网友发帖为一个
“让正常人汗颜的摄影师”点
赞。照片上，穿着红马甲、脖子
上挎着尼康D7000相机的一个中
年男子，失去了双手的小臂，仅
靠残肢来控制相机。

昨天，记者也见到了这位“无

手摄影师”。拍起照片，他沉稳冷
静，但攀谈起来，却有些腼腆，总
是说：“我就是喜欢摄影而已。”

他叫李广瑞，40岁，小时候两
手因被高压电击成重伤而截肢。
他用残肢学会用电脑打字甚至使
用相机，从卡片机着手，钻研摄影

技术。2010 年，他到上海世博会
去拍照并受到好评。

今年年初，他到豫残联盟做
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摄影。虽然
暂时没有工资，只管吃住，但能
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为残疾伙伴
们服务，他格外高兴。

在公益组织庆生聚会上，我们认识了他们
“洋雷锋”叶风光：每周义务为农村学生上英语课

“无手摄影师”李广瑞：
用残臂记录残疾人故事
5月18日，“河南小蚂蚁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两周年，昨日，
“河南星火志愿团”也迎来一周岁生日。“小蚂蚁”队长乔涛涛
和“星火团”团长陈福安都是公益先锋，在庆生聚会上，记者不
仅看到了“90后最美学警”李博亚、“萝卜哥”韩红刚等公益、
励志达人，还结识了3个新面孔，他们都在身体力行地做公
益，每个人都有一段好故事。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5月18日，月季公园，有一个
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十分引人注
目。他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贴着

“小蚂蚁服务队”红色标志的T恤。
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介绍，

他叫肯顿，中文名叶风光，25 岁，
来自美国芝加哥，现在商丘柘城
一家爱心企业做社会实践。

去年年初，叶风光在上海一所
教育机构教学，从网上了解到农村
地区急缺英语教师，于是与柘城这
家企业合作，从去年10月开始志
愿到农村小学，义务教学生英语。

叶风光目前在柘城县两所
学校讲课，每周一次，为 3 到 6 年
级的学生上 3 节课。课堂上，他

纯正的英语发音、幽默的肢体语
言，总能调动起孩子们的学习积
极性。课间，他和学生们一起进
行口语交流，还教学生打篮球。

“雷锋是我的偶像，我来到
中国，就是想学习那样的公益精
神”，叶风光说下个月会到郑州
来，做一只快乐的小蚂蚁。

前不久，在陈福安的帮助下，
8岁的曹斐终于在郑州上了学。

2012年6月，曹斐遭遇意外，
严重烧伤。两年，16 次大手术，
曹斐忍受着痛苦，甚至戴着面具

生活，但她异常坚强。4月22日，
曹斐成为工人新村第一小学一
年级一班的新生，她非常喜欢校
园生活。

曹伦感恩之余，决定回报社

会，为人义务设计签名。在紫荆山
路与商城路交叉口的人行天桥上，
他把设计好的签名交给对方时会
说：“如果您遇到别人向您求助，如
果力所能及，请您伸出援手。”

“无手摄影师”李广瑞：能为残疾伙伴服务很幸福

“面具女孩爸爸”曹伦：女儿能上学多亏大家，我要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