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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奥运精神，当好学生引路人

张艳利

自从 2006 年到我校参加工作以来，已经有十五年的教龄了，

从最初上讲台的紧张，到后来的淡定从容，从管理班级凡事都要

亲力亲为，到把工作分给班干部去处理，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

长。在教育教学工作过程中，有过气愤，有过感动，有过欣喜。

在这过程中我收获了学生的认同和喜爱，增强了我的责任心、从

教的信心，坚定了我当初选择当一名语文老师的信念。过去种种，

现已化成了我从教生涯中的珍贵的记忆。

今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20 日，第 24 届冬季奥运会在北京成功

举办。赛场上的运动员们，向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目标迈进，敢打敢拼、不畏强手，不断挑战极限、突破自我，

胜利完成了各项比赛任务，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青年运动员们

树立了榜样和标杆。我作为中职学校的教师，升学班的班主任，

在新学期伊始，就以奥运会为契机，以主题班会的形式向学生宣

讲“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

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鼓励和引导学生

以冬奥健儿为榜样，珍惜时间、不畏困难、努力进取、超越自我，

在新学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实现梦想而奋斗！

在体育赛场上，运动员们追求的是更好的成绩，向着“更快”

“更高”的目标迈进。奥运会虽说看重“争金夺银”，但奥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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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绝不只是“胜负成败”。所有运动员们都是公平竞争，虽然冠

军只有一个，但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全力以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为自己和国家争取荣誉，不管结果如何，只要运动员在赛场

上努力过、拼搏过，展示出不屈不挠的斗志、团结协作的力量，

就配得上鲜花和掌声。

那么作为中职升学班的学生，该如何度过这三年学习生涯

呢？是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还是努力学习，三年之后考取高一

级的学校学习呢？我在班会上向学生提出建议：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我鼓励学生们在新的学期，在上学期各科成绩的基础上，

为自己确定一个具体可行的、更高的学习目标，并克服惰性心理，

养成自律自信、持之以恒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将课堂学习和课后

巩固相结合，强化优势学科，补齐弱势学科，不畏困难，突破自

我。“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通过自己的不懈努

力，在新的学期，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

体育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发扬团结拼

搏的精神，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去完成一项项竞争激烈的比赛。

学校 4 月份举办的校园技能文化节中，我班的体育项目比赛报名

人数达 38 人次。我在动员学生报名时，就强调说明，只要是比

赛，就会有输赢，比赛是公平竞争的，同学们要有竞争意识，挑

战自己，在比赛中同学之间要相互配合，发扬团队协作精神，发

挥自己最大潜力去完成比赛。在运动员选定后，我告诉学生，要

根据他们各自的跑步速度排一下顺序，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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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一棒的跑步，并且在传接力棒时，两人要配合好，尽可能缩

短交接棒的时间。最终在男子 4*100 接力赛中，我班获得第三名

的好成绩。在男子团体跳绳比赛中，我班 5 个男生也获得了团体

第六名的好成绩。

但是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我班的比赛成绩不是很理想。如

传统文化类的数学比赛和语文类的比赛，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报

名参加了不少学生，但是获奖的只是少数学生，而且成绩并不是

很高，个别学生在心理上就有些失落，因为她们平时的学习成绩

还是很不错的。我借用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先生说的“奥运会

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

能够主动报名参加比赛本身就比别人有勇气，这次成绩不理想，

并不代表学习差。另外比赛和考试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侧重点不

同，不能因为这次成绩不理想就气馁。要正确面对竞争和输赢，

通过此次比赛，学生也可以找到与别人的差距，这样为以后的学

习也指明了方向，以后可以更加有的放矢的去学习，去提高。我

也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尽可能多的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既能丰富

课余文化生活，也能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通过思想引导，学生也

很快地进入了学习状态。

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奥运精神永不褪色。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我秉承奥运精神，不断地提升自身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能

力，提高教学水平，更好的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当好学生

的引路人。在班级管理、日常教学中利用课堂、班会对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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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教育，勉励同学们学习中国奥运健儿们坚持不懈、奋勇拼搏、

超越自我的精神，要求同学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增长才干，按

时锻炼、增强体质，让“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

言指引他们树立远大目标，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负青春，不

负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