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红色电波的指引下，革命前辈们的

伟大精神薪火相传。近日，武汉市硚口区

韩家墩小学的少先队员们走进国防科技大

学信息通信学院，通过一次特别的“思政

课”，追溯红军通信兵从“一部半电台”起家

的峥嵘岁月，感悟到国防科技发展的飞跃

与强军使命的伟大意义。这堂课不仅带领

学生们深入了解了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历

史，更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建设

祖国、捍卫国防的坚定信念。

走进“一部半电台”起家的峥嵘岁月

怀着崇敬的心情，韩家墩小学的少先队员代
表走进了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的院史馆。
这里陈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的辉煌历
史，从草创时的艰辛到现代信息化时代的腾飞，展
现了中国军队无线电通信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艰难历程。孩子们在解说员的引领下，走进
了红军“一部半电台”的起点，感受到一段段革命
岁月中那催人奋进的红色故事。

故事回溯到1930年12月底，红军在江西龙冈
战斗中缴获了敌军一部先进的电台。由于红军战
士从未见过这种设备，出于对敌军的强烈仇恨，他
们误将电台的发报设备砸坏了，只剩下接收功
能。当电台送到红军总部宁都小布时，毛泽东和
朱德同志看着这台只剩“耳朵”、却失去“嘴巴”的
设备，仍然非常高兴，因为它的接收功能能够帮助
红军获取重要情报。毛泽东同志当即下达指示，
今后缴获敌方的装备，不论认不认识，都要完好无
损地上交，不得随意破坏。

几天后，红军又在东韶战斗中缴获了第二部
完好的电台，从此红军就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无线
电装备，也因此有了红军“一部半电台”起家的说
法。王诤、刘寅等人利用一部半电台，组织架起
了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天线，并首次抄收了国民
党中央社播发的新闻。从此，开辟了我军无线电
通信事业的新纪元，为反围剿战斗做出了重要贡
献。

观摩着校史馆里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同学
们感触很深。“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国防科技大学信
息通讯学院院史馆，也是第一次听‘一部半电台’
的故事，我感受到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也深刻的认
识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只有国富民强，才
有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也明白了要珍惜现在，更加
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五（1）
中队的王嘉祺说。

体会红色电波永不消逝的使命担当

在院史馆的深处，有一面特别的荣誉墙，上面
挂满了曾经在信息通信学院学习的优秀学员的照
片与事迹。这些荣誉榜上的名字，是一代代红军
通信兵的光辉继承者，记录着学院的历史荣誉与
红色精神的传承。

最引人注目的是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李建华
的事迹。她是红军第一位女报务员，也是走完两

万五千里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此外，孩子们
还了解到更多鲜活的故事。比如，1998年抗洪抢
险时，学院的九队学员坚守在长江干堤整整40个
昼夜，参加了7次大小抢险战斗。学员们在抗洪
一线面对汹涌的洪水，夜以继日地筑坝堵水，最终
以卓越的表现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看着这些照片和奖章，孩子们心中涌动着浓
浓的敬佩之情，仿佛能够感受到这些英勇战士在
与自然灾害抗争时的无畏精神。大队辅导员汤曼
老师对孩子们说：“这些学员和先辈们面对艰难险
阻，从未退缩，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诠释了革
命精神的传承。看看他们，再想想我们今天舒适
的学习环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不奋斗呢？”

五（2）中队谭恒予同学由衷感慨道：“这些哥
哥姐姐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李建华和
那些抗洪的英雄们。未来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学
习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成为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一
份子。”

在这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展览厅中，孩子们
不仅了解了革命先辈的伟大事迹，更从这些故事
中汲取到了无穷的力量。

激发“富国强军”爱国情怀

此次参观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感受到红色电
波的历史传承，更让他们了解到了现代信息通信
技术在国防中的关键作用。在国防科技大学信息
通信学院，学生们见证了学院90余年来在信息化
建设和现代战争指挥系统中的先锋地位。汤曼老
师介绍，红军时期的“嘀嗒嘀嗒”声是电报的信号，
而如今，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可以将整个战场连接
成一个整体，为我军的作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撑。

五（5）中队李紫涵同学说：“从毛泽东时代的
‘一部半电台’，到现在先进的信息化装备，我深刻

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飞速发展。作为新时代的青
少年，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
习、掌握先进技术，将来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
力量。”

此次思政课是韩家墩小学“富国强军”系列教
育活动之一。今年9月，该校五年级学生开展了

“富国强军”主题的思政课，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
国防力量的强大，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与使命
感。语文教师汪莹带领学生们从新中国的“票证
时代”讲起，通过展示粮票等历史物件，播放改革
开放的相关视频，帮助孩子们理解国家富强的来
之不易。课堂上，孩子们分享了自己家乡或身边
的生活变化，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猛
发展。

汪莹老师说：“每一次思政课都是在培养同学
们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感，历史不会遗忘，今天的
我们要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担当起中华民族复
兴的重任。”

国防科技大学通信信息学院副教授吴潇男则
在课上通过展示现代军事装备、讲述国家强军的
必要性，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们的国防意识与责任
感。她播放的阅兵视频点燃了学生们的激情，教
室里回荡着孩子们激动的呼声：“富国强军，未来
有我；筑梦中国，强国有我！”

韩家墩小学党总支书记王月表示，学校通过
校内外的系列活动，开展沉浸式思政课，不仅让
学生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国家的强大、使命的
紧迫，深刻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感，让他
们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奋斗的决心。学校将继续创新思政教育方式，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杨幸慈 王雯婷）

《暖阳》
武汉市第七中学 高三（6）班 余欣怡

指导老师：任之

小升初是学生学习生涯中的一个
重要阶段，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学
科，在这一阶段的衔接与过渡尤为重
要。小升初语文教学衔接与过渡中存
在哪些问题，如何让学生快速适应中学
语文学习，减轻他们的学习负担呢？

要想学好语文，仅仅依靠课本上的
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叶圣陶先生曾说
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他还说
过：“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
乃是教学生学。”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
以教材中的经典文本为例，教会学生学
习语文的方法。

具体来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理
解课文内容，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体
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还要渗透学习
方法，渗透此类文章如何学习，此类表
达方法如何运用等，教会学生将知识转
化为能力。例如，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
五单元的课文，都是采用具体事实来说
明道理的写法，在教学中，我便采用单
元整组教学的方法，让学生整体预习本
组课文，找出课文的共同点，接着去具
体剖析作者是如何运用具体事例来说
明道理的，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再总结
写法。课下要求他们运用这样的写法，
写一段话，如“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
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通过这样
的学习与训练，在学习第六单元“难忘
的小学生活时”，要求写一篇有关小学
生活的习作，同学们都学会了用具体事
例来表达难忘之情。高年段的语文教
学就应该立足教材，在教材的学习中找
准方法，教会学生举一反三，学会知识
的迁移。

高年级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而且
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他们虽还依赖老
师，但内心的自主意识已开始萌发并渐
渐增强，而初中的学习就是要靠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因此这个阶段抓好衔
接，对于学生进入中学的学习有很大的
帮助。新课标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便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
式。近几年来，我校也在逐步实行学生
自主管理下的高效课堂模式——自主
课堂，即学生由传统的被动的“静听”状

态转变为主动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
探究性学习，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不
再是传统的满堂灌式的知识传播者，而
是指导者、参与者，指导学生学习方法，
带领学生自主探究。通过这几年的实
践，我发现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给课堂教学注入
了新的活力，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
识，还增强了自学能力，同时也提高了
课堂效率。我认为这种能力一定会让
他们进入中学后很快适应新的语文学
习。

小学阶段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
会为中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
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我们
小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语文教
学的角度讲，我们应从这几方面来努
力：

培 养 学 生 良 好 的 预 习 、复 习 习
惯。预习时提出具体明确的预习要
求，引导学生运用工具书扫清生字词
障碍，善于思考，提出不懂的或者有价
值的问题。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每
天做家庭作业之前养成先把当天学习
内容复习一遍，彻底弄懂之后再做家庭
作业。

启发质疑，养成认真倾听与回应的
习惯。在自主学习中，教师要善于启发
学生主动去思考、去质疑，在集体交流
时，要求发言人语言要规范，其他学生
看着发言人认真倾听，听完后可以进行
补充、追问甚至是反驳，让学生在相互
交流与讨论中习得知识，提高能力。

养成规范书写的习惯。俗话说，字
如其人。教师一定要严格要求学生规
范书写。

养成勤做笔记、善做批注的习惯。
高年级或初中的课堂，知识量大，如果
不做笔记，课后很容易忘记，也不利于
复习。因此，课堂上，教师要提醒学生
勤做笔记，并教给学生做批注的方法，
让学生知道该写什么，在哪里写，怎么
写。

养成看课外书、勤做摘抄或写读书
笔记的习惯。语文学习，要求学生博览
群书。因此，要求学生每天至少看半小
时课外书，把书中的好词好句摘抄下
来，读到感触深的句子还可以在旁边写
下自己的读书感受。

养成写日记或随笔的习惯。生活
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我们要引导学生善于观察生活中
的一切，把那些美好的、难忘的事情及
时记录下来。比如我们班，除了孩子
们自己写日记外，还有一本班级共同
的漂流日记本，学生轮流写当天班级
里或校园里发生的有趣的或印象深刻
的事。

生活即语文，语文即生活，我们的
语文学习离不开日常的生活，教师应多
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活动中提高能力。如开展课前
三分钟、优秀演讲者巡回演讲、读书分
享会、每日一句、班级辩论会、朗读大赛
等等，这些活动学生不仅兴趣大，而且
对于培养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有很大
的帮助。

总之，小学高年段语文教学与初中
语文教学是一脉相承的，衔接教学是中
小学教师的共同责任。作为小学高年
段语文教师要注重衔接，从以上几方面
把衔接工作落到实处，为学生搭建一个
自然过渡、有效衔接的阶梯，让学生快
速适应中学语文学习。

变“静听”为主动探索

做好小升初语文衔接以“富国强军”激发爱国情怀

追寻“一部半电台”的继往开来

场馆里的思政课

珍藏回忆 留存真情

面对离别，接受成长与不舍

名师名片：肖曲，武汉市武昌区
未来实验小学南湖校区课程部副主
任，武昌区优秀青年教师，武昌区优
秀少先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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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外公
——《神奇的外公》读后感
江汉区红领巾学校尚美校区1903班 刘奕辰

“那一个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
里，令我的心涌动出温柔与感恩，我的
心灵就是在那一瞬间被打开了！”这句
话非常浪漫，它来自于我特别喜欢的一
本书——《神奇的外公》。

这本书中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家庭
的变故度过了一段黑暗生活。后来她
和外公外婆小住了一段时光，宛如在黑
暗中得到光明。

这本书的封面上，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位慈祥的老者，拿着他做的饮料满
脸笑容。他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帽子
上还有个苹果房子，而房子上面就是作
者，作者就好比外公的掌上明珠，她幸
福满满地享受着这一切。

翻开这本书，同样能感受到满满
的幸福味道。书中说到，每次放学回
来外公从来不问自己的作业做得怎么
样，而是在微风拂过的杭州西湖，把那
些名人故事都沁润到作者心中，他还
经常给作者各种鼓励。有一次作者如
约背下成语故事，外公给她买来了那
个年代很贵的苹果。作者永远记得，
在那个冬夜，窗外寒风呼啸，外公从外
面回来，手里拿着硕大的苹果，像圣诞
老人一般出现在面前，她幼小的心被
深深的爱包裹着。读着读着，我脑海
中浮现出许多外公的形象：《呼兰河
传》里面的祖父给了萧红童年时期的
快乐，祖父的院子就是萧红的快乐天
堂；《海蒂》一书中主人公海蒂的爷爷
也给她带来自由无限的欢乐与幸福，
让海蒂放羊，接触大自然并了解万物，

在生活中学习生长。
渐渐地，有个外公的形象越来越清

晰，他瘦高个，炯炯有神的眼神满是宠
溺——这就是我的外公。他也曾是许
多次我黑暗中的光明：晚上我们疲惫地
回到家，他化身大厨，总能和外婆变出
许多好吃的，让我一饱口福；在我不舒
服去医院时，他用瘦弱的肩膀扛住我，
像钢铁巨人；老妈“暴风雨”来临之前他
苦口婆心地劝告我，避免了一场“战争”
的爆发……记得有一年下雪我的脚骨
折了，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我郁闷了
一早上。雪中的世界对于一个孩子来
说是多么有吸引力呀！我眼巴巴地趴
在窗上看着别的孩子在童话世界中玩
耍。平时不爱走动的外公二话不说，下
楼去了。上来时，他变成了“雪人”，手
里拎了一大包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满
满一袋子雪。外公脸上冻得通红，嘴里
喘着粗气，兴冲冲地喊道：“我们就在家
里玩雪！”看到这一切，我恍然大悟！想
到外公为我做的一切，我不禁感动又温
暖。

《神奇的外公》这本书唤起我记忆
里无数的瞬间，而这些瞬间就是我和外
公永不磨灭的亲情定格。

指导老师章燕点评：刘奕辰同学分
享了她对《神奇的外公》一书的喜爱，书
中描述了一个小女孩在家庭变故后，在
与外公外婆共度的点滴时光中，感受到
了温暖与爱。由此回忆了外公在她生
活中的种种关爱，字里行间充盈着亲情
的温暖。

三年级的倩倩（化名）正独自翻看自己与好友、
同学们拍的合照。这学期结束后她就要转学去别的
城市了。一想到她和伙伴们这些年形影不离, 一起
快乐玩耍的时光，想到今后再没有这样一群和她有
着许多共同爱好的好友陪伴，倩倩终于忍不住，趴在
桌上低声啜泣起来。倩倩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不得
不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看着孩子这么难过，他们伤
心也无措，不知怎么安慰她。六年级的军军（化名）
也在挑选毕业纪念册时想到：就要毕业了吗？我以
后还能和我的好朋友们经常见面吗？再没有班主任
老师的唠叨了，我能习惯吗？真不舍得啊！

在人生的长河中，离别总是难以避免。对于青
少年来说，每一次的离别都充满了不舍与伤感。无
论是与朋友的分别，还是与老师的告别，都会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本期的《你问我答》
邀请武汉市青山区吉林街小学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吴
雨潇，与家长、同学分享如何正确地面对和调适离别
情绪。

接纳情绪 释放情感

与亲近的人分别，意味着今后与对方见面将不
再那么容易，每当想到即将分别，心中涌起难以言表
的不舍、伤感、焦虑等情绪都是很正常的，无须刻意
将这些情绪压抑在心里。你可以找个地方大哭一
场，或把难过的情绪与想法向信任的家人与好友倾
诉，排遣悲伤的同时也能得到他人的开解与支持。
如果不愿向他人外露自己的情绪，还可以通过写作、
画画等方式进行无声的倾诉与释放。花15—20分
钟写下或画下让自己感到焦虑、难过的原因和想法，
也可以用文字或绘画回顾你和对方之间的点点滴
滴，通过书写与涂画的方式回溯过去的快乐，排遣如
今的忧伤与思念。

我们还能通过读书、听歌、舞蹈、运动等方式转
移注意力，让自己沉浸在情节、旋律、动作中，暂时忘
却那些遗憾与担忧，让消极情绪在不知不觉中释放。

珍惜回忆 保持联系

离别前，不妨和即将分别的他（她）一起完成些
告别小仪式，比如邀请同学、师长在留言册上写寄

语、聚餐、拍合照、交换手工品等。这些不仅是我们
向对方表达不舍的方式，更是为我们的相遇留存了
一份纪念。日后翻看这些留言和照片，美好的回忆
可以帮助我们在孤单的日子里找到力量和勇气。

难过与焦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人际关系太悲
观，担心分离会导致感情变淡。离别后，我们虽然无
法与对方经常见面，但仍可以通过电话、社交软件等
保持联系，在线上与对方分享生活、倾诉心事，定期
相约见面、游玩。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我们的离别情
绪，还可以让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和长久。用心维
护的情感，就不会轻易变淡。

丰富阅历 接纳新生活

当我们难以释怀这种离愁别绪时，也许是因
为我们在情感上太过依赖对方，将情感集中寄托
在了某个人身上，这也变相证明了我们社交圈、生
活圈不够广。可以试试多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
找找新的兴趣爱好，结识新的朋友。生活和阅历
变得丰富多彩了，你也就不会在某一种情感上钻
牛角尖。

接受不了与熟人的分别还可能是因为我们（尤
其是毕业生）担心自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方
式，担心自己无法结交到新的朋友。这种担忧和迷
茫会让我们感到更加无助和不安。我们可以先主动
了解新环境，提前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大胆接触新同
学，去发现新生活的乐趣与美好。焦虑会在“发现”
的欣喜与愉悦中逐渐消散。

如果这些你都不愿意做，那就请照顾好自己。
保持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按部就
班地学习与生活。悲伤总会随着你对新生活的习惯
而渐渐变淡。

离别情绪是复杂而深刻的。它会提醒我们，当
初的相遇、相识、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幸福与快乐。我
们与对方虽然分离，但回忆会把我们永远系在一
起。唯有经历过分别的哀伤，我们才会无比期待重
逢，好好珍惜相聚的时光。所以，面对离别，请给你
的好友、师长一个热情的拥抱，向他们好好表达你的
不舍，然后丢掉哀伤，期待着美好的重逢。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离别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让
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充实。

《小巷初秋》
武汉市第七中学 高三（8）班 徐美婷

指导老师：舒伟

同学们了解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