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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罗宗秀：担起防疫和春耕双责
本报通讯员 杨 溶

黄顺红常常对人说：“作为一名科
学教师，我的诗和远方就是带领孩子们
追梦科普，探索科学奥秘，从而让学生
们收获成长和快乐。”

在长寿区桃源小学校提及黄顺红
老师的科学课，学生和她的同事们都
会竖起大拇指，称赞她的科普教学有
特色。

正是黄顺红多年的努力和辛勤耕
耘，让科学的梦想在无数孩子心中萌
芽，科学课也成了学校特色课之一。

课堂是实现科学梦想的土壤

“孩子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心，都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如何激发孩
子们天生的好奇心，老师的引导很重
要。”在谈到孩子们的科学兴趣时，黄顺
红向记者坦言。

“事实上，我们在多年的科学教学
实践中感到，学校的科学教育不仅是开
发学生智力的重要环节，还是培养学生
从小立志科学梦想的沃土。”黄顺红进
一步向记者解释。

2002年，黄顺红就在农村一所中
学教物理课。物理涉及的科学知识非
常丰富，让黄顺红有了施展才华的舞
台。她每上一节物理课，在课前都要认
真备课，尤其是对实验器材、教具进行
准备，常常为怎样启发学生从科学的角
度去理解教材中的定理原理冥思苦
想。在黄顺红的备课本上，记者见到了
用红笔画的横线和批注，把科学原理标
示记得清清楚楚。

她告诉记者，这些批注是为了在讲
课时脉络更清晰，也提示自己哪些原理
是讲课的重点，哪些是启发学生思考的
问题，哪些是要学生自己动手做的实验。

“我每讲一节课，都会留下一点时
间让学生提问，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难问
题，特别是对涉及的原理从科学层面加
以解释，让学生更能全面掌握学习内
容。”黄顺红说。

多年来，黄顺红既把课堂当成教书
育人之地，也把课堂变成了学生实现科
学梦想的土壤。

积极创新科普教学方式方法

由一名物理教师转变为科学教师，
黄顺红实现了华丽转身。

2017年，黄顺红从农村中学调到
了桃源小学校，专门任学校科学老
师。“科学教学不能一味盯着课堂，还
要孩子走出去接触大自然，接触与科
学相关的东西，增加更多感性认识。”
黄顺红说。

为此，黄顺红在科学教学中，大胆
创新，积极尝试。比如，在上土壤污染
后对环境影响课时，她会带领学生去受

到污染的水沟，让孩子们实地感受污染
后发出的臭气，观察被污染后水质变
臭、小草枯死等情况，让学生加深体会，
然后再从科学原理上讲清道理。同时，
让学生把观察到、体会到的记录下来，
制作土壤环境保护小报。

学校开展节能科学教育，黄顺红
除了向学生讲清地球上可供使用的淡
水资源十分有限，还让学生连续记录
自己家里3个月用水量，并作每月对
比，从而增强从小树立节约用水意
识。黄顺红的科学教育创新，得到了
学校的认可。

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科普大赛

“科学普及和科学教学是培养学生
动手能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参加
各种科技大赛、科普活动是提高学生科
学素养的重要途径。”黄顺红在与记者
交流时说。

2017 年 11 月 8 日，桃源小学科技
节开幕，作为科学教师的黄顺红，积极
加入到组织学生讲科学家故事、科技
小发明的活动中去，全校掀起了学习
科技知识的热潮，在同年12月区科创
赛中，黄顺红个人和团体均取得优异
成绩，由黄顺红牵头辅导的“我们的衣
服”实践活动，入围重庆市第33届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终获重庆市一
等奖。2018年 4月，黄顺红带领学生
到重庆悦来国际会展中心现场观摩全
国青少年科技竞赛，激发了她和学生
参加科技大赛的热情。

2018 年 9 月，黄顺红担任学校科

学教研组组长。她组织学校教师并指
导学生参加科技小发明、小创新活动，
与长寿区气象局、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长寿重百等单位共同开展科普工作，
以此促进学校以更高的质量参加科技
创新活动。

近年来，黄顺红积极参加科技创新
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曾获“教师发
明”区一等奖，“教具制作”区一等奖，

“科教方案”区二等奖，辅导学生进行做
发明、搞创意、写论文100余件，借身边
的科技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其中“我们的衣服”“走进校园气象站”
分别获重庆市一等奖和三等奖的优异
成绩。黄顺红不仅努力做好学校科普
工作，还积极参加校外科普志愿者活
动，经常深入社区、乡村、院坝宣传科学
知识，受到群众欢迎。

采访结束时黄顺红说：“我作为一
名科普志愿者，坚信只要我们眼里有科
学，心中装科普，一定能很好地弘扬科
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从而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共享智慧人生。”

“水稻旱育秧，在播种的时候一定
要做好种子的消毒。另外大家在外时
一定要把口罩戴上，干活时千万别扎
堆。”在春耕一线，万盛经开区关坝镇
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农技师罗宗秀一
边给群众配送农用物资，一边给群众
宣传防疫知识。

疫情面前
担起一线排查重任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关
坝镇动员全体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入户
排查，罗宗秀作为党员、女科技工作者
主动申请到一线，与村社干部一起，划
片包干住户排查。

家里人说：“你都55岁，即将退休，
就别去了。”罗宗秀却告诉家人，自己
是党员，正因为快退休了，在关键时刻
不能当“逃兵”。

在排查中，罗宗秀是调解员、科普
员，对不配合有湖北旅居史的返村人
员，她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有时甚
至要数次登门发放科普资料，做好科
普防控宣传工作。看到她耐心诚恳的
工作态度，村民们对疫情有了新认识，
许多村民主动配合她做体温监测，主
动申报回区轨迹，主动配合居家隔离。

连日来，罗宗秀连续工作在一线，
走访排查200余户，发放相关科普宣传

资料400余份，村民们对她不急不躁和
耐心解释的工作作风表示深深的感
谢。面对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她却说
这是自己的责任，也是科技工作者应
尽的义务。

春耕不辍
做农资“快递员”

在关坝镇工作30多年，作为土生

土长的农技师，她对镇里的农业情况
十分熟悉，还未开始春耕工作的时候，
她就积极向镇党委政府建议准备春耕
物资事宜，根据春播生产计划和农民
需求，组织储备化肥200吨，农药350
公斤，农膜1000公斤，各类早春蔬菜种
500公斤，保证农用物资供应充足、不
误农时。

疫情防控期间，群众不便出门，她
主动承担起快递员的活来，为有需要

的群众挨家挨户配送物资上门。现已
配送水稻种 700 公斤、玉米种 500 公
斤、蔬菜种20公斤、农膜50公斤，让许
多群众吃下了春耕生产的定心丸。

技术指导
线上线下齐用力

关坝镇位于黔北边界上，地形地
貌和土质肥力对农业发展影响较大。
玉米、油菜成为最广泛的农作物。

为了降低疫情对农业发展的影
响，罗宗秀运用 QQ、微信等提供线
上技术指导，与镇内许多农户开启
了视频聊天模式，及时解答农民在
春耕春播中遇到的问题。同时，通
过网络，向农户发送了《2020 年关坝
镇水稻春播技术要点》《2020 年关坝
镇玉米春播技术要点》《关坝镇油菜
春季田间管理技术要点》等技术指
导文件。

从实际情况来看，多数农民喜欢
按经验办事，如果只靠打电话来咨询
肯定是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为此，
罗宗秀还利用排查一线的契机，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如何播种育苗，如
何提高产量，就连播种的间距多少、窝
深多少，她都手把手指导。

一名群众问道：“罗姐，你辛辛苦
苦跑来跑去为个啥？”“为农户增收。”
罗宗秀回答。一句普通平常的话语，
道出了一位基层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罗宗秀（左一）把农民急需的种子送到关坝镇。

黄顺红：带领孩子一起追逐科学梦想
本报记者 刘代荣

黄顺红，长寿区桃源小学科
学教师，曾多次在长寿区科技创
新大赛中荣获教师类多个项目
一等奖和优秀辅导员称号。在
重庆市第 33 届、第 34 届科技创
新大赛中，黄顺红辅导的学生获
得优异成绩。2019年获重庆市
最美科普志愿者。

黄顺红在办公室黄顺红在办公室
为学生准备科教用品为学生准备科教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