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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陶亦萍

读懂学生的素养发展需求
项目化学习活动减负增效

一直以来，学校坚持通过体育
节、科技节、艺术节、读书节等“四大
节”的契机开展活动，让每一个学生
有自己喜爱的活动项目，让每一个有
专长的学生展示自己的风采。在“双
减”政策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落
实减负增效成为我们思考、践行的重
要课题。因此，从五育融合与减负增
效两个维度出发，学校又设计并执行
了具有学科特色的项目化学习活动，
以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学生
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语你一起，向春而行”语文节在
每年“春分”开启。那一天的校园里，
满是身着短打的邻家少年，青衣儒衫
的意气书生，翠袖红裙的大家闺秀，
仿佛从古代穿越而来，让人惊艳。“创
意竖蛋”的开场秀上，孩子们创意无
限，为蛋化妆、蛋上题诗、给蛋取名，
寄托了孩子们对美好春天的盼望，也
点燃了整个校园对语文节的热情。
为期一个月的语文节之旅，学校成功
开展了一系列有序、有趣、有生长的
语文项目化实践活动：校级“汉字听
写大赛”，提升了孩子们认汉字之音、
写汉字之形、悟汉字之美的能力，加
深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和认同；年级有“跟着节气去探春”
主题活动，一、二年级素读“春”韵，积
累描写春天和春天节气相关的儿歌、
童谣，三四年级花笺“春”语，在笺纸
团扇上图文并茂介绍节气，五六年级

妙笔生“春”，集体创作以“春”为主题
的班级童诗集。语文节最大的亮点，
不仅是锤炼了语文技能，更是生动诠
释了“文化自信”，展现了新时代少年
的才华与风貌。

数学节活动则为各年级学生量
身定制了不同的项目化实践任务。
低年段的“智力拼图争霸赛”、中年段
的“数独智力大挑战”、高年段的“24
点运算锦标赛”让学生在校级海选
赛、年级团队赛、集团总决赛中学习
和巩固数学概念，锻炼数学思维和运
算能力，激发对数学问题的探究和解
决的兴趣。

“Funny English”英语节活动也遵
循学生年段特点，通过单词听写赛、
书写配画赛、才艺大比拼等活动，鼓
励学生敢说、能说、乐说，秀出精彩，
分享美好，为学习生活增色。

读懂学生的身心发展需求
阳光大课间探索新模式

为增强学生体质，培养集体主义
观念和团队合作精神，学校以《国家
体育锻炼标准》为基础，把“大课间”
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
口和突破口，探索阳光大课间的新模
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除了常规的武术操和跑操活动
以外，体育团队设计了不同的趣味活
动。“不倒森林”“巨人的脚步”“车轮
滚滚”“一圈到底”“打地鼠”“同心击
鼓”“齐心协力”“合力建塔”“毛毛虫”

“跳长绳”等丰富有趣的课间游戏，吸
引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向操场，走到
阳光下。

今年下半年，学校体育团队凝心
聚力，在保证学生每天两小时体育锻

炼时间前提下，结合学校场地、器材、
学生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了“武术
操+体能操+跑操+放松操”的新模
式。鼓励学生课间参与体育活动，重
视体育与育心、体育与健康教育相融
合，融体育、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的

“新四操”，引领学生在大课间活动中
学到基本运动技能，培养孩子们良好
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全的人格品质，
使学生真正体会到“我运动、我快乐、
我健康”。

读懂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社团课程助推素质教育

“一阵欢呼声伴随着欢笑声，响
彻了整个大厅。这是今年暑假我参
加 2024 年全国车辆模型锦标赛 3V3
足球赛上的一幕，而这样的科技模型
比赛，我已经累计参加了10多次。”

这是闫墨芊同学日记中的一段
内容，从好奇到热爱，是她在学校科
技社团一路走过的历程。将“读式文
化”校本课程引进课后延时服务平
台，融合为多层级社团课程，是学校
提升学生学习内驱力，促进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学校一方面鼓励教师充分发挥
个人特长，自主申报课后社团活动
课，丰富年级社团菜单，还打破班级
界限，提倡学生自主选课，满足学生
多样化成长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大
力打造校级社团名片，坚持以任务驱
动的方式抓好舞蹈、合唱、器乐等艺
术社团；坚持以目标量化的方式管理
足球队、篮球队、“三跳”队等体育社
团；坚持以赛促练的方式推进 3D 打
印社、空模社、车模社、“头脑奥林匹
克”等科技社团。

连续三年，学校在汉阳区体育文
化节开幕式中，面向全区表演戏曲
操、竹竿舞等多项特色课程成果；交
响乐团获武汉市、汉阳区学校艺术节
器乐类一等奖；科技社团每年均获得
全国空模、车模、机器人等项目团体
个人一、二、三等奖；篮球队获得武汉
市U12小学生篮球比赛前四、区U12
组冠军的好成绩；田径队在汉阳区中
小学生运动会连续获得团体总分第
一、第二；啦啦操获得全国小学业余
技巧组金奖、全国冠军赛第一名；OM
团队获全国第 45 届头脑奥林匹克竞
赛二等奖；舞蹈“亮晶晶”获得汉阳区

“大美汉阳”学校艺术节活动一等奖、
武汉市第十四届学校艺术节一等奖，
并受邀参加湖北省“黄鹤美育节”开
幕式现场展演……

学校还组织学生积极参与“长江
大保护”“水科技”“爱水护湖行动”等
社会活动，鼓励学生关注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推动科技与环保相结
合，使学生深入理解科技的社会责
任，获得“无废学校”“水科技联盟校”
等诸多荣誉。

读懂学生成长内需，是实现教育
目标的关键，助力童年精彩纷呈，是
我们不懈的追求。在钟家村第一小
学这片充满爱与责任的土地上，我们
将继续秉持“以读立人，读文化人”的
办学理念，不断探索和实践着如何更
好地读懂学生、关爱学生、成就学生，
为学生的全面成长、健康成长提供有
力的支持和保障。

“读”懂学生，让童年精彩纷呈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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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城 市 / 我 们 的 课 堂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长江日报讯“哇！教室里有萌宠，有飞碟，还有机器人

老师。真是太奇妙啦！”11月26日上午，青山区钢城十八小
阳光小班教学展示课上，四（1）班郭雅媛同学充满惊喜。

课堂上，陈倩老师运用生成式AI技术，将同学们描绘
未来教室的英语短文现场生成图片。一幅幅未来教室场景
立体呈现在大家眼前，仿佛让孩子们坐上了时空穿梭机，畅
游在未来世界里。

这节英语课成了孩子们近期讨论的热门话题。课间，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饶有兴致地回味着课程内容。

“我最喜欢唱歌和 chant 环节，陈老师把 Is there a 和
Are there any 两个重点句子编成了歌曲，唱起来朗朗上
口。”“课件里的小老鼠跳来跳去，带着我认识了很多方位名

词，轻松有趣，我一下子就学会了。”孩子们说得津津有味。
“特别是我们写出来的英语短文竟然变成了立体画面，

回家我还要继续英语创作，让陈老师通过AI技术把我的想
象变成现实！”小张同学的话音一落，大家争先恐后地举起
了小手，纷纷加入英语创作的团队，期待着再次感受神奇的
AI技术。

钢城十八小是青山区阳光小班共同体成员校之一，以
交互式AI技术赋能小班课堂，是学校在提高小班化教学质
量上的大胆尝试。作为新生代教师，陈倩运用交互式AI技
术不仅呈现了一节精彩的英语展示课，还成功激发了每个
孩子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成为孩子们乐于分享、敢于实践的
成长舞台。 （丛岷）

校长说

跳街舞、秀武术、玩“飞花令”

老师“会玩”带出的学生阳光又自信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曾

偲偲）近日，一群刚上初一的同学们相
约回到母校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学校，
和他们小学时的班主任龚淑芬老师见
面了。聊着聊着，大家又“嗨”了起来
——弹钢琴、跳街舞、秀武术、玩“飞花
令”，笑声连连。相处6年，这位“会玩”
的老师总是陪孩子们跳长绳、下五子
棋、“唱”古诗，带出了一群“会玩”的学
生。

龚淑芬讲话风趣幽默，被学生称为
“幽默大师”。有一次，大家正在学习课
文《飞向蓝天的恐龙》，龚淑芬发现有个
孩子走神了。她没有直接批评学生，而
是开起了玩笑：“原来你就是‘飞向蓝天
的恐龙’啊，快点飞回教室，别飞到电扇
上去啦！”同学们哈哈大笑，走神的孩子
也把注意力拉回了课堂。班里的小崔
同学有阵子喜欢乱扔纸飞镖，龚淑芬

“夸”起来：“武林中有‘小李飞刀’，我们
班有‘小崔飞镖’。要是我们班同学个
个都身怀绝技，我看这江湖要乱套了
哟！”笑声中，小崔同学收好了自己的纸
飞镖。

教孩子们学语文，龚淑芬花样也很

多。上《竹节人》一课前，她会请同学们
自己制作一个竹节人，带到班里来一场

“斗竹节人大赛”，让学生真实体验课文
中描写的场景。上《太阳》这篇课文，她
请学生走上讲台扮演“太阳”“地球”，演
示“公转”“自转”。她带着孩子们“古言
今唱”，利用晨会10分钟时间用唱、跳的
方式把古诗词“演”出来，孩子们兴趣盎
然。后来，同学们尝试着自己创作编
曲，把古诗词变成一首首歌曲，带动全
班一起唱。六年下来，师生们“唱”熟了
100多首古诗，深深感受到古诗文之美。

学生刘诗萌现在上初一。只要一
回想起小学时光，她就忍不住要笑起
来。“龚老师很有童心，像我们的大‘玩
伴’。有她的陪伴，感觉学习是件有意
思的事，每天都充满期待。”龚淑芬说，
很多孩子埋头学习，但感受不到学习的
乐趣和意义。“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玩的
老师，我上的是好玩的语文课，让学生
感受到学习的快乐，给他们的人生画上
乐观的底色。”

为了带孩子们“玩好”，龚淑芬也下
了一番功夫。有一次，她和学生玩五子
棋，结果连输了十几把，被“淘汰”出

局。下班后，龚淑芬“人机对战”一晚上
苦练棋艺，终于找到了窍门。过了两
天，同学们再跟龚老师下棋时，被她“棋
艺”震惊，争着抢着要找她“对决”。跳

长绳、踢毽子、飞花令、成语接龙……龚
淑芬样样都玩成了“专家”。在“玩”中，
孩子们敞开心扉和她交流，展示自我，
收获了友情、快乐和自信。

割稻打谷、刨地挖薯

高中生学农之旅体验丰收的幸福

长江日报讯 走进社会历史的起
源，体味农耕生活的点滴。近日，湖
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二年级学子开
启了为期三天的劳动教育综合实践
活动。

这三天，实验学子亲身体验了农
活的艰辛与乐趣，无论是割稻打谷、刨
地挖薯、砍收甘蔗还是野炊烹饪，每一
项工作都需要耐心与细心。第一次拿
起锄头，第一次举起镰刀，在教官的指
导和伙伴的鼓励下，同学们在挥汗如
雨中逐渐掌握技巧，体味劳动之美。

站在金黄的稻田中，手握镰刀，学
生们感受到了劳动的重量。每一刀下
去，都需要用尽全力，稻秆在镰刀的切
割下发出“咔嚓”的声响，那是大自然
最质朴的乐章。“在稻田中，我们学会
了坚持和耐心，每一次挥刀，都是对毅
力的考验。”同学们说。

割稻打谷后，同学们深入田地中
进行犁地翻地。放铲、脚踩、翻土……
这些看似轻松的动作，实际上做起来

却十分困难。学生小方说，开垦从来
都不能轻易理解成“挖土”，对于下铲
的位置和力度，都需要多次操作后，才
能熟悉和掌握。

越过起伏的田垄，掀翻蔓延的藤
叶，埋头锄土，学生们开始挖掘紫薯。
有的小组因为定位不准挖断了紫薯，
有的小组觉得挖铲不够给力，徒手开
挖。虽有时因砍断紫薯而唉声叹气，
但更多的是拔出完整块茎那刻的惊
喜，同学们感慨道“劳动是收获幸福的
根本途径”。

学农之旅中，野炊环节是最受同
学们欢迎的。学生分组合作，各司其
职，生火做饭、清洁打扫，忙得不亦乐
乎。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学农之旅
让学生们开拓视野，锻炼劳动能力，增
强自理能力。在田间地头，同学们投
身于大自然的怀抱，感受土地的温度、
聆听风的声音、体验淳朴生活的魅力，
收获成长与感悟。 （杨枫）

校园亲子趣味嘉年华

家长和孩子共享欢乐游戏时光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
肖钰婷）11 月 22 日，青山区钢城第十
一小学举行“亲子同乐，跨学科趣玩”
首届学科融合亲子趣味嘉年华。家长
与孩子们携手挑战一个个有趣的比赛
项目。

活动项目将劳动与运动结合。亲
子剥豆比赛上，家长一边数数一边传
授给孩子剥豆子的诀窍。只见孩子们
的小手快速将豆荚剥开，把饱满翠绿
的豆子掰进碗里，一会儿的功夫就装
了满满一碗豆子。

“彩笔传情”环节是孩子们隔着透
明板，对着爸爸妈妈的脸描画自己心
中的父母形象。101 班学生胡培炎画
的是自己的妈妈，虽然下笔仍显稚嫩，
但是一笔一画仔细描绘，表达出孩子
对妈妈的爱意。

“搭桥过河”由父母放置呼啦圈为

孩子们铺路前进，“亲子跳绳”则是双人
跳绳。每个闯关环节中，家长都给予孩
子们充分的鼓励与支持，大小朋友各显
身手，默契配合，感受着运动带来的快
乐，享受着幸福美好的亲子时光。

“这样的亲子嘉年华很有意义，我
很开心能够和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我
们加强了互动，也更加了解了彼此。”
101班学生家长胡女士表示，这次活动
内容丰富，趣味性和挑战性并存，自己
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童时代，
与孩子一同玩耍，感受成长的快乐。

钢城十一小副校长徐媛媛说，此
次活动通过亲子嘉年华的形式，增进
了亲子间的感情交流，加强了家校合
作，同时将体育、劳动、艺术等多学科
元素融入活动中，让学生在欢乐的氛
围中全面发展，体验运动与合作的乐
趣。

交互式AI技术赋能小班课堂

泥塑、漆扇、扎染

非遗体验节带幼儿感受传统之美
长江日报讯 11月22日，武昌区滨

江实验幼儿园“乐享民俗 艺趣童年”咚
咚锵锵体验节活动开场。大小朋友身
着汉服，亲子共同体验非遗漆扇、烧箔
画、油纸伞、脸谱、泥塑、扎染等传统文
化项目。

漆扇是一种采用大漆工艺制作的
扇子，以扇为载体，以漆为笔，以水为
墨，一进一出，东方绝美的色彩便会在
扇子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孩子们挥动
扇子，使其在水面上轻盈地飘动，扇面
上的彩漆随之优雅地舞动，形成一道
道如水波般的彩色痕迹。当扇子从水
中取出时，一柄柄绚丽多彩的漆扇便
在孩子们手中成形。

以箔为墨，烁金流光。一画二烫
三涂四贴，烧箔画活动不仅提高了孩
子们的绘画技巧和动手能力，也带领

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学”，在体验的
同时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解，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扎染是我国民间特有的染布方
法，孩子们在体验的过程中不仅感受
到我国民间艺术的风采，也感受了扎
染的图案美、色彩美和形式美。

民俗体验活动中，老师们还带领
孩子们一起探寻油纸伞的悠久历史，
讲解油纸伞的历史及制作工序，让孩
子们了解这项传统工艺，并传授色彩
搭配、构图等技法。泥塑是孩子们最
喜欢的项目。孩子们通过搓、揉、挑、
捏、拍……充分发挥想象力，绘制出一
个个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小人，近距
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通讯员 吐玉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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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名片：陶亦萍，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第一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武汉市学科带头人，汉阳区十佳师德标兵。

自2001年建校以来，武汉市汉阳区钟
家村第一小学以“以读立人，读文化人”办
学理念为指导，坚持践行读式文化，努力
打造在省市具有影响力、示范性的书香
型、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名校，成为汉
阳教育一张闪亮的名片。

读式文化作为学校特色，经历了十余
年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培植了“崇尚一
流，追求卓越”的精神文化，构建了“尊重
差异、相互激励”的读式制度文化、“激励、
沟通、人本”的读式管理文化、“善读、修
德、笃艺、共进”的读式教师文化、“朴实、
多读、自悟”的读式课堂文化、“乐读、好
问、勤学，力行”的读式学生文化和充满
“书香气息、人文底蕴”的读式环境文化，
有了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特色，被
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家长接受和认同。

如何读懂学生成长的需求，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是作为校长的我在落实学校“培养
爱读书、有理想、会行动、能担当的学生”育
人目标中不断探索和实践的方向。

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第一小学党支
部书记兼校长陶亦萍和学生们在一起。

龚淑芬老师和学生们玩在一起。

同学们在田间体验劳动的苦与乐。

父母与孩子们并肩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