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硚口区崇仁汉滨小学校长 李丹

琴韵悠扬，伴随梦想启航

音乐是一种使人变得高尚和正直的力量。全
校“小小音乐家”招募后，钢琴角从宣传校园文化的
一隅静景，升级为学生们自由展示、体验成功的小
舞台。

中午和放学后，我常看到一位小男孩坐在钢琴
前练习。他从未携带曲谱，弹奏时的手形也有些生
疏，但他对钢琴角的热爱无法隐藏，总是第一个跑
来练习，直到铃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与他
交流，他含羞但又骄傲地和我分享，他从未学过钢
琴，只是单纯地喜欢。听到我鼓励他加入音乐社团
后，他坚定地点点头，兴奋地说正在努力，希望下个
学期能弹奏一首完整的曲目。

他眼里闪烁着热爱与执着，让我触碰到教育的
真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唯
有孩子们发现兴趣所在，才能点燃心中求知向上的
火花，才能在学习中找到自信、沉淀自我。

我们让学生始终站在校园活动的“C位”：开展
校园领操员选拔赛，让更多学生大胆尝试、轮流示
范；把话筒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晨会教育主讲人，
分享身边的故事；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设立楼层志
愿服务岗，让学生在管理课间活动中学会规范自身
言行；鼓励学生拿起指挥棒，大胆构思“六一”活动
方案，学校全力支持，在操场搭建好舞台和帐篷；邀
请学生担任评委，给食堂的菜品和管理服务打分，
参与食谱制定，学习科学膳食的知识。

真正的教育，不是从外界传授技能或灌输知
识，而是以兴趣为切入点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意识、
生命意识，以实践为催化剂引导孩子构建价值观、
生命感、创造力，温暖孩子的一生。

课内课外，以学生为主体

教育是一场关于爱与责任的修行，解放儿童的
头脑，使他们可以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可以
玩。在当代教育改革浪潮中，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

“尚思”课堂，正在逐步成为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全
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秉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育人理念，
汉滨团队以跨学科主题学习为主，加强知识跨界共
融，围绕学生利益设计教学内容，鼓励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人，以学生为主体完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
的实践经验，启迪创新思维。

在《定制大课间》一课中，首先由教师创设真实
情境，引导学生观看学校真实的大课间视频，听取
体育老师的建议，测量操场真实面积；接下来，鼓励
学生合作讨论，设计方案，运用数学的精密计算、科
学的统筹规划、艺术的创意设计，开展跨学科学习；

然后，学生们激烈讨论、细致分析，确保方案能在有
限空间内满足学生的活动需求；最后，在小组协调
合作中，生成项目作品。

我们进一步整合教师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设计丰富的课后服务课程，建
设全面而有个性的助力系统，开设了田径、高尔夫、
击剑、绘画、机器人、3D 打印、建筑模型、主持、合
唱、围棋等十余个校级社团和三十多个班级社团，
让孩子们自主选择，在活动中发挥优势，尽显特长，
绽放光彩。

思勤劳作，耕耘生活真谛

手和脑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
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因此，劳动教育是“五育并
举”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
才的关键一课。

我们特意为孩子们开辟出一处劳动基地“思勤
园”，让它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感知劳动乐趣的新
起点。在这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将种子埋入土
壤，满怀期待地等候嫩芽生长。“生活即教育”，生活
和教育是一体的，对于孩子来说，最深刻的成长往
往来源于生活。孩子们喜欢趴在植物旁窃窃私语，
探索不同植物的形态，比较生长速度的快慢，也经
常钻到田间找蜗牛、捉七星瓢虫。我问：“你们能区
分平包菜和尖包菜吗？”“我发现平包菜长这样……
尖包菜长这样……”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解释，
还用不同的手势比画着，一会儿搭出尖顶的形状，
一会儿抱成圆球的形状，唯恐我听不明白。我惊叹
孩子们的敏锐观察和形象表述，也欣然于他们在动
手探索中碰撞思维，收获成长。

在思勤园劳作中，我们喜悦地发现，劳动是最
好的指挥棒，当学生脚踏实地地参与丰富多样的田
间实践活动、真情实感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妙与甜蜜
时，学生们方能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增长生存技能，
充分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
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塑造受益终身的劳动品质。

家校携手，共育希望之花

在“家校共育促成长 亲子木艺润匠心”家校活
动中，我们邀请爸爸们走进课堂，与孩子们一起做
手工、共陪伴、促成长。这次活动是由学生陶亦乐
家长组织讲授，他从孩子的兴趣点出发，详细讲解
木质工艺品的制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再由爸爸们和
孩子们齐上阵，配合默契。

像这样定期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已成为学
校的新常态。学校和家庭通过沟通交流、互动合作
的方式，搭建平等信任的合作模式，实现促进孩子
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我们充分调动家长积极性，
挖掘家长职业资源，丰富学生的职业体验，帮助他
们形成初步的职业意识。此外，我们邀请教育专家

为家长们传授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帮助家长们
深入了解孩子在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学会如
何更好地与孩子沟通。

当我们用新型的家校合作育人模式打破了传
统上的“学校中心——家庭边缘”的结果后，就从根
本上挣脱了“学校中心主义”和“家校主客体对立关
系”的理论桎梏，让家长真正成为学校教育不可或
缺的合作伙伴，校园真正成为属于孩子们的完整的
世界，我们坚信在爱和尊重下长大的孩子，终将会
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多元合作，共筑教育生态

育人工作不应止步于校园围墙之内，唯有做到
“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的多元合作，方能构筑起
无围墙的校园，打造教育新生态。

去年，在端午来临之际，我们带领学生们到湖
北警官学院开展“传承英雄精神，共护校园安全”活
动。学生们列队参观警史博物馆，集体宣读人民警
察誓词，感受新时代英雄的使命担当。学生们认真
倾听每一件物品后面的英雄故事，时而驻足凝望，
时而惊讶叹服。在反校园霸凌小课堂，师生们一起
观看精彩的盾棍操、擒敌拳、枪操警务战术展示，气
势如虹，一招一式都像是战士在战场上的一次冲
锋，无畏无惧，勇往直前，赢得同学们阵阵喝彩。

“请出来，走出去”，我们依托校外实践基地，将
课堂延伸到课外，开展“红领巾”牵手“公安蓝”“橄
榄绿”“消防橙”等系列实践课程，为孩子们提供全
面丰富的学习体验：与硚口交通四中队合作开展警
校家共建，为学生上学路安全护航；邀请武汉市第
四医院“秋玲志愿服务队”到学校传授防溺水急救
知识，增强师生、家长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自护
能力；联合硚口区法院开展“防欺凌法治教育”专题
讲座，为孩子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邀请罗
家墩社区进校园开展禁毒宣教活动、建立汉江湾沿
河小河长机制等，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定期与
湖北省警官学院联合“同上一节思政课”，在学生心
中播下廉洁教育的种子。

让校园成为真正属于孩子的世界，让每个学生
在这里享受到优质、全人的教育，获得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的快乐，这是汉滨人始终追求的目标。从
教近三十年的我，虽然进入汉滨校园不足两年，但
我身处校园的每一日，都被幸福的瞬间填满。

我相信，当童年被阳光和朝气书写，当希望与
美好交织于萌芽，当校园成为真正属于孩子的世
界，孩子们的人生必将因此而点亮，教育工作者的
一生必将因此而圆满。

让校园成为孩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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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城 市 / 我 们 的 课 堂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带着生机与活力，新学期悄然
而至。

回望刚过去的寒假，每一次探索与发现，都如同星辰般
璀璨。从跟随哪吒的奇幻之旅，到 DeepSeek 模型的全球瞩
目，我们见证了科技与人文的交融，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新学期，让我们以好奇心为眼，探索科学的奥秘；以求知
欲为翼，翱翔知识的天空；以行动力为足，攀登智慧的高峰。
每一本书，都是通往真理的桥梁；每一次实验，都是触碰未知
的探索；每一堂课，都是心灵成长的滋养。

坚韧是成长的基石，勇气是前行的动力，信念是梦想的
灯塔。面对挑战，我们不退缩，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铸就坚韧

的品格；面对困难，我们不畏惧，以勇往直前的勇气，开辟前
行的道路；面对未来，我们不迷茫，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照亮
逐梦的方向。

新学期，我们不仅要追求学术的卓越，更要注重身心的
健康。在操场上，我们用汗水浇灌青春的活力；在艺术课上，
我们用画笔描绘心灵的色彩；在劳动中，我们用双手创造生
活的美好。

站在新的起点上，让我们脚踏星河，勇往直前。用求知
欲激发潜能，用行动力书写精彩，用自控力铸就辉煌。让我
们在AI解构万物的时代，不仅学会理性思考，更懂得诗意栖
居，让心灵在理性与诗意的交汇处茁壮成长。 （宋兰兰）

校长说

脚踏星河，勇往直前

校长名片： 武汉市硚口区崇仁汉滨小学校长李丹，中学高级教师，武汉市优秀女职工工作者，武汉市中小学高效课堂建设活动
优秀个人。

在教育的广袤天地里，校园不
仅是知识学习的殿堂，更是承载成
长童趣的欢乐世界。学校永远是
为学生服务的，教育工作者应当站
在学生角度思考问题，思其所想，
感其所悦，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汲取
养分、在互动中完善自我。近年
来，我带领“汉滨”团队坚守“自信
健康、灵动阳光”的育人目标，让校
园在每一瞬间都成为真正属于孩
子们的世界，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校
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希望，
用每日收获点亮前行道路，为健康
成长构建坚实基础。

思勤园里，李丹和学生们探
讨蔬菜的生长习性和养护技巧。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下，历史不仅
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理解当今社会与未
来发展的重要钥匙。对于高中生而言，历
史学习不仅关乎学科知识的积累，更是培
养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关
键环节。然而，面对庞杂的历史事件与人
物，学生们常常感到无从下手。针对高中
历史，我们该如何高效复习，掌握历史的
脉络与精髓呢？以下几种策略与小技巧
或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打基础必备：时间轴

时间轴能够将零散的历史事件按时
间先后串联，帮助学生清晰看到历史发
展脉络，如中国古代史从先秦到明清的
朝代更迭。同时直观呈现事件先后顺
序，方便学生理解历史事件因果关联。
直观呈现事件先后顺序，方便学生理解
历史事件因果关联。如工业革命推动生
产力发展，进而引发社会结构变化、国际
关系调整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通过时间
轴能清晰梳理。

如何高效地绘制时间轴，确定范围
是第一步，依据复习内容确定时间跨度，
如复习世界近代史，可从14、15世纪新航
路开辟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复习中
国古代史，可从远古时期到1840年鸦片
战争。其次标注时间节点，找出重要时
间点，如朝代建立、战争爆发、条约签订
等。可先标注大时间节点，如中国古代
史先标注朝代起止时间，再补充关键事
件时间，像秦统一六国是公元前221年。
接下来填充事件：按时间顺序在对应时
间点旁简要描述事件，包括事件名称、主
要内容、影响等。如在1861年旁写“俄国
农奴制改革，废除农奴制，使俄国走上资
本主义发展道路”。还可以在时间轴上
区分内容：用不同颜色笔区分不同类型
事件，如政治事件用红色，经济事件用蓝
色，文化事件用绿色，中国和世界历史事
件还可以用不同颜色区分开来。

最后在利用时间轴记忆复习时，可
以遮住事件，对应着时间线索自己复述
一遍，强化记忆。

归纳总结能手：阶段特征

高中历史知识点繁杂旁多，按阶段
梳理特征，能将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文
化等多方面知识整合，弥补时间轴的不
足，比如将隋唐时期政治上的三省六部
制、科举制完善，经济上商品经济发达，
文化上诗歌繁荣复兴儒学等串联，让学
生从整体上把握历史，避免孤立记忆。

划分历史阶段：依据教材编排、历史
发展规律划分。如中国古代史可分为先
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前期）；世界史可按古代、近代、现代划
分，近代又可细分工场手工业时期、蒸汽
时代、电气时代等。梳理史实：分政治、
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全面
梳理每个阶段史实。如梳理两宋时期，
政治上中央集权加强，经济上商品经济
繁荣（交子出现、市坊界限打破），文化上
理学兴起、宋词繁荣，民族关系上与辽、
西夏等政权并立且有和有战。

可以用表格的形式从梳理的史实中
提取共性、关键信息进行概括。如概括

明清时期阶段特征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巩
固与发展，政治上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内
阁、军机处）；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文化上
出现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传统科技总结
等，语言简洁、准确。

阶段特征掌握好了主要是在解题时
能够快速地做出判断，并且有效地分析材
料主旨。如遇到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的题
目，结合该时期社会大发展、大动荡、大变
革特征，能快速判断选项是否符合时代背
景，或者大题的原因和意义中可以从阶段
特征中提取完善，得出结论和答案。

拓展思维不二选择：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相对于时间轴和阶段特
征，又是更进一步了，要求也更高了。历
史思维导图将零散的历史知识点以图形
化呈现，使复杂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不
仅可以串联时间轴等重大历史事件，清
晰展示历史发展进程。还可以帮助学生
梳理知识体系，明确各知识点间的逻辑
关系，如政治、经济、文化在同一时期的
相互影响，对阶段特征的有效补充，构建
完整知识网络。同时思维导图利用图
像、关键词等元素，刺激大脑多维度记
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比单纯文
字记忆效果更佳。

我们的高中生如何绘制历史思维导
图呢？首先还是要确定主题：以历史教
材单元、历史时期或专题为主题，如“中
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工业革命专
题”，甚至可以归纳更小一点的主题。通
读教材和笔记，提炼关键知识点作为分
支，如“中国古代史”分支可包括朝代更
替、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成就等。在
主题的基础上，标注细节与关联，在分支
下补充具体史实，如政治制度分支中标注
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等内容，并以线条、符
号标注知识点间关联，如因果关系、对比
关系。还可以运用图像色彩：为不同主
题、分支配以不同颜色，插入简单图标，如
用烽火台代表战争，增强视觉效果。

还可以定期回顾完善：复习时根据
新理解和错题补充调整思维导图，如发
现对某一历史事件理解偏差，及时修正
分支内容。

在高中历史复习中，时间轴、阶段特
征、思维导图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们与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紧密相连。运
用时间轴梳理历史事件先后顺序，能培
养学生时空观念，精准定位事件在历史
长河中的坐标；分析阶段特征，从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剖析特定时期，有助
于学生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升
历史解释能力，深刻洞察历史现象背后
的因果关系。思维导图则将零散知识结
构化，不仅强化记忆，更能帮助学生在整
合知识时，从唯物史观出发，全面、客观
地看待历史，同时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探
究意识，落实史料实证，在自主构建知识
体系中，全方位提升历史核心素养，为深
入理解历史、应对考试及培养终身学习
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合理运用这些方
法，同学们定能在历史复习中化繁为简，
厚积薄发，在历史学习的道路上稳步前
行，收获满满。 （记者覃柳玮 整理）

愉快的寒假刚刚结束，不少孩子还沉浸在自由、
放松、生活不规律、低压力的假期状态，面对新学期
规律化的校园生活，出现不能“收心”、精神倦怠的问
题，有的还会在心理上出现不适应状况，产生抵触情
绪。本期《你问我答》邀请华师一附中学工处的教师
们，从作息、学业、心理等三方面着手，给出调适建
议，供中学生们参考。

作息小建议

新学期开始了，同学们要逐渐养成规律的作息习
惯。保持每日锻炼，确保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学习，良
好的作息是高效学习的基础。早晨，不妨早点起床，
享受一段宁静的晨读时光，为新的一天注入新鲜活
力。晚上，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时间，避免熬夜，保证
充足的睡眠。别忘了，合理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是保
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能为身体
注入满满的动力；而大课间体育活动和每晚的夜跑则
能帮助你放松调节，继续精力充沛地攻克难题。

高中生可尝试“番茄钟学习法”，每学习45分钟
休息5分钟；初一学生建议晚上10时前入睡，保证9
小时睡眠。

针对电子产品的依赖问题，建议高中生可设置
“手机专注模式”，每天固定时段处理社交信息；初一
学生建议家长协助管理电子设备使用时间。高中生
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初一学生通过拼图、绘画等手工

活动代替手机，转移注意力。

学业小提示

新学期，新的学习旅程已经开启。面对新的目
标，不妨制定一个合理的学习计划，将大目标分解为
小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每完成一步都给自己一个小
小的奖励。这样，既能保持学习的动力，又能避免因
为目标过于遥远而感到迷茫。

高中生可制定“三轮目标”——周计划（如完成数
学单元复习）、月目标（如提升物理实验能力）、学期愿景
（如备战学科竞赛）。初中学生建议从“小目标”入手，如
每天背诵10个英语单词，每周整理一次错题本等。

同时，学会高效学习的方法也很重要，踏准适合
自己的节奏，才能帮助你更专注、更高效。高效学习
的前提是管理好时间，可借助时间管理四象限法，将
任务按“紧急——重要”分类，优先处理“重要且紧
急”事项，合理分配自习课与课余时间，可使用“打卡
表格”，让进度可视化。

别忘了，遇到难题时，及时向老师或同学请教，
团队的力量总是无穷的。同时，也要学会合理安排
自己的课余时间，适当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或社团活
动，让你的学习和生活更加多彩。

心理小贴士

新学期，我们也会面临许多新挑战。从繁重的

学业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对未来的迷茫到对自我
价值的探索，所以，永远要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这是我们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建议试试 SWTC 情绪调节法。Stop：焦虑时暂
停负面思维，深呼吸10秒；Write：写下烦恼（如“担心
摸底考排名”），撕碎纸条象征性释放压力；Think：转
换视角（如“考试是查漏补缺的机会”）；Change：行动
破局（如针对薄弱知识点制作思维导图）。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你可以试着用积极的心态找些朋友聊聊心事，分享
彼此的感受，主动融入集体，参加班级活动，实现心
理“软着陆”。或者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心情，都是
很好的排解方式。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大门永远为你
敞开，那里有专业的老师和温馨的环境，愿意倾听你
的心声，陪你一起渡过每一个难关。

与父母沟通时，建议多用“我信息”表达感受，如
“我需要每晚有1小时自主复习时间”。家长也要调节
自身情绪，避免让自己的焦虑、紧张影响到孩子。尝试
与孩子共情，给予支持，不予评价。还可以与孩子一起
通过打球、跑步等运动方式宣泄情绪，锻炼身体。

新学期是成长的“重启键”，而非压力的“加速
器”。愿每位同学在这个春天里，既能脚踏实地耕耘
学业，亦能仰望星空滋养心灵。当感到难以自我调
节时，请记住：你身后永远有家长、老师、同学和心理
专业人士的支持。 （杨枫 孙梦嘉）

用好“三驾马车”
助力高中历史复习

名师名片：高婕，武汉市四十九中历史教师，全国

优质课一等奖，湖北省黄鹤英才明道华工作室成员，

武汉市百优班主任，武汉市高效课堂先进个人。

冬天的一个上午，久违的太阳露出笑
脸，操场上也传来我们的欢声笑语。大课
间活动开始啦，老师带我们玩了一个有趣
的游戏——“火车”钻山洞。游戏规则是：
全班同学平均分成四组，每组同学双手搭
在前一个同学的肩膀上，做成一个个“山
洞”，然后从后往前每个同学依次当“火
车”，向前钻“山洞”，钻出“洞口”后举手示
意，下一列“火车”再出发，每组“火车”都钻
过山洞且钻得最快的一组获胜。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游戏开始了！
“小火车们”都拼命向前钻，都想快一点儿
到达终点。玩了一轮后，同学们兴奋无比，
叽叽喳喳，老师再次吹响哨子，示意我们静
下来，然后找了四位同学做示范，还提醒我
们：“同学们注意，玩游戏也要动脑子，看看
他们是怎样钻山洞的。”我仔细观察，看清
了：当“火车”钻山洞的时候，他前后的两位
同学做“山洞”很有趣，一个身体尽量往后
仰，拼命把肚子向前挺，一个弯下身子弓着
背，拼命收腹撅着屁股，他们这样配合，就
给“火车”提供了最大的穿行空间。我恍然
大悟，玩游戏真要动脑筋呀，同学们之间要
密切配合！回想刚才，我们当“火车”时一
股脑儿只顾往前冲，做“山洞”时要么身体
僵硬要么歪七扭八，无形之中给“火车”行

进带来阻碍，唉，糊里糊涂做了猪队友。“我
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好方法！”我大声跟小组
伙伴们说。

游戏再次开始。我们小组同学不由
自主停止嬉闹，学着同学示范的动作，认
真地配合，果然“火车”行驶提速啦！我
一见前面的“火车”高举起了手表示钻出

“洞口”了，便立马弯下腰出发啦，两只手
紧紧地缩在胸前，埋着头一个劲儿地向
前钻。我的身体按“S”形在山洞迅速穿
梭，像一条灵活的小蛇。虽然山洞长长
的，还有点昏暗，但是我毫不迟疑，心里
一个劲地叫着：快快！耳边不断传来伙
伴们的喊声：“火车快开！”不知道钻过了
多少个“山洞”，终于，眼前一亮，前面没
有“山洞”了，我立马站起来，高高地举起
手。哈哈！我们组赢啦！

欢呼声响彻云霄，太阳也躲到云层
后面偷偷望着我们笑。通过这次游戏，
我感受到做游戏也是学习，而且是多么
快乐的学习啊！

指导老师黄琳点评：作者从校园生
活中取材，用心观察和体会，感悟到集体
游戏的乐趣。习作条理清晰，表达有序，
从游戏的玩法说起，讲述发现的技巧，亲
身的经历，感悟的道理。

“火车”钻山洞
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学校四（6）班 龚钰淇带上学生调适指南启航新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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