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送义诊下基层

“我这两天头稍微有点晕，不知道咋
了。”

咨询的是一位 70多岁的老大爷。大
学生志愿者赶紧上前，扶老人坐下。

“先给您量量血压。”一名大学生熟
练操作仪器，不一会儿结果出来，血压确
实偏高，仔细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大爷平
时服药不规律导致的，除了叮嘱大爷按
时吃药、注意饮食外，还给他普及了一些
医学常识，并建议他定期到医院全面体
检。

这是假期里“白求恩”医疗服务队在
延川县关庄镇开展“乡村振兴，健康先行”
基层义诊活动现场，服务队的大学生们对
前来就诊的每一位群众都详细询问、耐心
检查，做出相应诊断及用药指导，并建立
健康档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队员们
会提前放好椅子，搀扶老人坐下，然后耐
心询问其以往病史，分别测量其血糖、血
压，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筛查，最
后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给出疾病预防及
控制建议。

这样的基层义诊活动，他们每年都要
开展几次。一群年轻人耐心答疑、专业诊
断，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基层群
众来说，每一次义诊都是一次贴心服务，
每一次义诊都是一次健康宣传，而学生们
自己觉得，能学有所用，方便群众，也是成
长和收获。

宣讲：普及心肺复苏

“你这个按压频率太快，按压时胸廓
还没有完全解除压力，会影响血液回流，
是达不到复苏效果的，我再给你示范一
次。”

这是在延安枣园路圣都花园小区广
场，“白求恩”医疗服务队向过往市民普及
心肺复苏急救知识，学生们一边讲解一边
示范动作要领和技巧，并积极引导市民参
与模拟练习，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市
民更直观、更深刻地掌握心肺复苏技能。

“对，刚才讲过了，正确按压要有节
奏，保证胸廓充分回弹，你可以再试一
遍。”模拟练习时，不少市民上前学习、亲
身体验，此时的大学生变身专业老师，一
遍一遍地鼓励和指导市民完成心肺复苏
操作流程。

服务队成员尚金澍同学说：“心肺复
苏术是至关重要的救命法宝，我们希望通
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人了解心肺复苏
术，引导他们规范掌握心肺复苏术，为需
要帮助的人争取宝贵的时间。”

平时在校园里，他们也会通过一堂堂
精心准备的宣讲课，一次次心肺复苏术实
操培训，把生命急救知识带给身边的老师
和同学，让除了医学专业之外更多的人群
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术等生命急救技能。

担当：站在抗疫一线

疫情当前，年轻人一马当先，这支大

学生医疗服务队积极主动参与到延安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中。

“组长负责领取发放防护服、面罩，带
队，清点人数，分组准备！”在队长杨晨晓的
指挥下，大学生志愿者有条不紊，分别在延
安大学萃园小区、延安大学杨家岭校区，协
助医护人员扫码登记做核酸检测。

“请大家保持一米线距离，戴好口罩，
提前打开一码通。”

“大爷，你看，微信小程序第一个图标
就是陕西一码通，你下次做核酸直接下拉
点击就能打开了。我再给你示范一次。”
队伍旁边，大学生队员要帮助老年人提前
熟悉核酸码操作步骤，确保核酸采样工作
快捷有序。

扫码登记、维持秩序、更换医疗垃圾
收集袋、添置拭子和样管等采样工具都是
他们的工作。临走时，大学生志愿者还要
协助医护人员、安保人员清理场地垃圾、
搬运桌椅，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进行到底。

从去年年底至今，延安大学校区及其
家属小区无数次的核酸检测中，都能见到

“白求恩”医疗服务队的志愿者。核酸检
测、疫苗接种、维持秩序、辅助登记、科普
防疫知识、路口防疫执勤……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面对疫情，大
学生们以蓬勃的朝气、满腔的热血、有力
的臂膀筑起扎实的“青春防疫墙”，以新时
代青年的担当，为平安延安、健康延安尽
心尽力。

历练：践行学医初心

“测量血压多以右臂为主，在测量时，
尽量使胳膊的肱动脉与心脏保持于同一
高度……”

这是在“白求恩”医疗服务队的新队
员技能培训会上，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麻醉
科副主任张二飞正在认真讲解测量血压
的基本步骤和注意事项。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白求恩”医疗服
务队的志愿者，加入这支专业的医疗服务
队，除了要有一腔热情，还得有扎实的医学
专业功底。虽然都是医学专业学生，但服务
队借助学校护理技能实验室，每年还要定期
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延安大学医学院专
业教师和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就
是他们的培训老师，除了专业知识讲解、技
能规范演示、现场指导等，老师们还会针对
生活中常用的心肺复苏术、海姆利克急救
法、清创术、包扎术等多项急救技能，对志愿
者的掌握情况及实操能力进行专业考核。

对延安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能加
入“白求恩”医疗服务队，不只是巩固专业
知识、掌握实践技能，其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以白求恩精神为镜明辨笃行，奋力践
行自己学医的初心和使命，以微薄之力奉
献生命之爱，服务群众，回报社会。

星火虽小，足以燎原，一群年轻的大
学生用爱心点燃了一盏温暖的灯。而他
们自己也在这盏灯下，快乐着，成长着。

（葛彬 高曙光 韩瑜）

他们，在志愿服务中成长
——延安大学有一支“白求恩”医疗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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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

作为 80后，和同学聚到一起，谈得最
多的就是孩子，言语间不乏焦虑，当然也
有成龙成凤的期许和不输在起跑线上的
心气。但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在哪个学
校上学、老师好不好等等。作为当过老师
的学生家长，我深深地理解老师，更理解
双减背景下的家长心态。我也认为，好老
师确实是孩子的引路人，尤其是小学阶
段，这一点我从自己孩子身上得到深切体
会。我的孩子小学阶段很有幸遇到两位
特别好的老师，她们是刘利霞老师和李秀
云老师。

刘利霞既是我儿子的老师，又恰巧是

我女儿的老师，我们累计打交道 11年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由于我们要按时上下
班，孩子总是无法按时接送，她总能及时
看到我的微信留言，合理安排，保证孩子
的安全。已经记不清她多少次下班后帮
我照看孩子了，甚至还有几次我有事不
在，孩子被她带回家，管教管吃管住。孩
子放学回来提起刘老师，总是眉飞色舞，
言语间能强烈地感觉到她和孩子们相处
得非常好。儿子上高中放假回来，总想第
一时间去见见她，回忆小学那些难忘的日
子。

李秀云老师刚开始教我女儿时，有

几个家长曾给我说过同样一句话——
“这个老师可厉害了！”“厉害”就是严
厉、难相处的意思。可是，在女儿眼中
却是另一个样子。她说，李老师讲课幽
默风趣，总能吸引大家的注意，遇到难
懂的地方，她会多讲几遍，直到大家都
听懂。每次考完试，试卷一发下来，她
总是细心地指出每个人的错误，并逐一
告诉同学怎么改正。学校举行活动时，
她总是公平竞选，发挥每个同学的长
处。女儿在写作文时，曾这样写过李老
师：每个人都有老师，也许她在你迷茫
时，为你点亮一盏灯；也许她在你溺水

时，扔下一根救命的绳索；也许她用一
句话，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李老师正是
在女儿学习压力太大、产生逆反心理的
时候，鼓励和引导孩子多参加活动，放
手让她组织节目，树立自信，重新找回
学习状态。

我总在想，老师和学生之间其实也是
一种缘分。在这里，我特别感恩这奇妙的
缘分，让我的孩子遇到两位优秀的老师。
我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好老师，让所有的
孩子都能遇到好老师，而且能在好老师的
引导下健康成长，越来越优秀。

（延长县初级中学教师 李娜）

奇妙的缘分

慧成长

脑科学中的
高效记忆法

周
刊

找到打开他们心灵的门成长感悟

教育家丁有宽说：“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可见，爱是要贯穿在教育过程中的每
一个环节。

当老师要面向全体，偏爱差生，这是
很有道理的，因为后进生像弱不禁风的幼
苗，更需要园丁辛勤地浇灌。为此，教师
必须把后进生看成自己的子女一样，让爱
心向他们倾斜，情为差生所系，从生活、学
习、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他们进行更大的

“感情投资”和“智力投资”。只有这样，教
育和转化他们才能水到渠成。

对差生的教育就是要细心地发现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发亮。我班有个
同学，平时的学习成绩差、学习动力不足，
但他吃苦耐劳、号召力强，在大扫除或劳
动中，经常带头或安排其他同学有序打扫，
分明是个“小大人”。我就抓住他积极的一

面，安排他当卫生委员。我经常把他领到
办公室，抚摸着他的头跟他说：“现在你可
是班上的卫生委员了，同学们有多羡慕你
啊！你在老师眼里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
老师相信以后肯定会有更多同学为你喝
彩！”他表现积极，我就把他评为“优秀班干
部”，并对他学习成绩的一点小进步及时加
以鼓励和表扬，这样他仿佛受到了鼓励和
鞭策，学习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上课也专
心听讲了，课后还主动问老师问题。

“育苗人要有育苗心，对三类苗只能
追肥加工，而不能厌弃拔掉。”一个学生无
论成绩高低、表现好坏，都希望得到老师
的关怀和爱护，尤其是后进生，更希望得
到别人的尊重。我们班有个新转生，经常
逃课、上网，还打架闹事，让家长很伤脑
筋。“良言半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我知道老师的态度对学生来说有多重要，
因此，我并没有进行严厉的批评劝告，而
是主动找他谈话、谈心，了解家庭情况，听
取他对同学、老师的想法。几次谈话后，
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后来他和我就像
朋友一样。在我的建议和帮助下，他逐渐
改正了许多缺点，学习成绩也进步了不
少。

古人云：“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俱
可塑。”如果我们教育得当，转化得法，那么
差生也可以成为优生，所以我们只要采取
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耐心对其进行思想教
育，使之懂得为谁学，明白怎样去学，这样，
不但“朽木”可雕，而且还可以成大器。

单凭教师和差生沟通、偏爱还是不够
的，要调动全体学生和差生沟通，交朋友，
关心帮助差生，以集体的力量感召他们，

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我经常用各种
各样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团结起来，学会发
现每个人身上的优点，互相关爱，互相帮
助，让每一位同学都不掉队，不离开这个
大家庭。我会定期召开“我的小帮手”“我
要帮助谁”等主题班会，让班干部带动实
施，组建互帮互助小组，各个小组之间通
过比一比、评一评的方法定期检验并进行
成果展示，激发了后进生的好胜心，让学
生帮、拉、扶进行巩固，这样的形式不但转
化了差生，促进了优、中等生的成绩，而且
班集体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提高。

用爱滋润，每一棵幼苗才能茁壮成
长。后进生转化重在关爱，我们要真诚地
去了解、关心那些孩子，找到那扇打开他
们心灵的门！

（延安育才学校教师 吴娜）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本《考试脑科
学》。这本书能助力我们记得多、记得
准、考出好成绩。

首先，这本书从脑科学的角度分析
了为什么相比于“记住”，我们的大脑更
容易“忘记”。

人的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两种。短期记忆的特点是容量小，不能
同时保存太多，而且容易被忘记。比如
说，你在烧一壶水时，等水开的过程中
接到一个电话。这时，如果你聊得很开
心，就很有可能忘记正在烧水这件事，
这是因为“烧水”只是短期记忆。

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要经过短期
记忆这一站，才能进而转化为长期记
忆。因此，要想记住更多的考试知识，
本质上就是要让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
记忆。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大脑
来说，是非常不愿意去做的。因为人脑
是无法扩容且耗能极大的，所以，它会
把接收到的所有信息，按照价值分为

“必要信息”和“非必要信息”，只有被判
定为“必要的”、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信
息才会被运送到大脑皮质内长期保存
（小孩子摸到火炉被烫后就不会再摸第
二次，就是这个原因）。大脑中有一个
小部分叫海马体，它就是负责信息筛选
归类的守门员。研究发现，用科学的节
奏重复学习就能帮助信息顺利通过海
马体的筛选，有效提升记忆效率。

其次，这本书还告诉我们怎样记得
牢的一些方法技巧。比如，当我们处于
紧张、兴奋、期待状态时，大脑就会出现
一种 θ波形，这时人就会记得快。轻微
的饥饿、轻缓地移动和稍低的室温也可
以有效提升记忆力。另外，睡眠也是记
忆的一个重要部分，人在睡着时，海马
体会检查并整理信息。如果睡眠不足，
海马体来不及整理的信息就会因为杂
乱而被抛弃、遗忘。

当然，这本书的价值可不仅仅是告
诉我们提升记忆效率的具体技巧，它更
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从生物演化的
角度，重新认识大脑的记忆规则。

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大脑其实很
像是生活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朋友，有着
自己的脾气秉性、行事原则。这位朋友
是有着 2亿多年的漫长演化历程才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而纵观人类本身的演
化历史，人类从出现高度文明至今，也
就仅仅是 1万年左右。而考试的出现，
更是近一两千年才有的事情。从这个
角度看，我们的大脑不喜欢、不擅长集
中记忆这些考试知识，其实就是很正常
的一件事。

因此，如果我们想让大脑帮助自己
实现学习或备考目标，就必须去了解它
的脾气秉性，了解它所遵循的记忆规则
以及背后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提升记忆效率。而这也正是《考试脑
科学》这本书想要努力带给我们的东
西。具体内容，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本
去了解吧！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教师 王丹）

在延安
大学，有这样一支

年轻的志愿者服务队，
他们由延安大学医学院
大学生自发组成，利用课
余时间，进社区、进学
校、进农村，面向周围

群众开展义诊、健
康宣传、医疗保

障等丰富多
彩 的 志

愿活

动，以
所学服务大众、

以所得回馈社会，同时
也让自己在志愿服务中
成长。他们，就是延安大
学“白求恩”医疗服务
队。这支队伍自成立
以来，举办了千余
场志愿活动，服务
师生、群众 3万
余人。

给你好看

成长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