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校长 周欢

培品德之根：让红色血脉在童心中流淌

在长春街小学，爱国从来不遥远，孩子剧团就在
身边。学校以孩子剧团为依托，通过“进课程”“进社
团”“进活动”等多种方式开展素质教育，多维度传承
红色基因。学校将孩子剧团与学科融合，让学生在
情境中完成语言、思维、逻辑的迭代升级。通过班级
阅读课程、专题课程、班会课程，学生可以阅览孩子
剧团的相关书籍，学唱孩子剧团唱过的歌曲，排演孩
子剧团演过的剧目，观看相关影片，组织班级特色活
动。

学校与时俱进，将原来三四个孩子剧团分团逐
渐壮大到二十多个，包括交响乐团、合唱团、舞蹈
团、戏曲团、戏剧团、民乐团、体育团等。分团活动
本着学生自主选择、自愿参与的原则，为小团员们
提供广阔的舞台。学校每年邀请健在的孩子剧团
老团员与学生共度建队日，讲述红色故事，让红色
教育效能最大化。我们还开发了孩子剧团校本课
程，开展“重走孩子剧团走过的路”红色研学活动，
让学生在行走中沉浸式感受孩子剧团自立自强、勇
于担当的力量。

学校成立孩子剧团宣讲队，走进社区、街道，宣
讲孩子剧团光荣历史，引导市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将孩子剧团与艺术教育融合，数十个社团
开展红色元素文创作品的创作与设计，已连续8年
面向社会举办艺术展。

铸智慧之骨：为每个孩子定制成长阶梯

作为首届武汉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得
主，我们学校以《小学学习中心课堂建设研究》为抓
手，探索以学生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重构
了富有长春特色的学习新样态。学校建构了一套
完整的小学学习中心课堂教学模式和实施策略，包
括基本理念、师生关系、教学模式、导学单、教案、自
主学习指导策略、合作学习指导策略、教学评价策
略等。

通过转变师生角色定位，建立新型的教、学关

系，学校真正赋予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时间和空
间，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让每个学
生获得主动健康的发展。2019年，江岸区长春街小
学作为“提升质量”优校案例入选教育部权威核心
期刊《人民教育》。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实现了卓越
蝶变，适合教育的“长春模式”被誉为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武汉样本，多次登上央视媒体，唱响武
汉声音。

强体魄之脉：让运动成为孩子终身习惯

在百年树人的长周期里，我们始终坚守教育
的本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创新阳光大课间活动，
结合“孩子剧团”德育品牌，推出“重走孩子剧团
之路”主题长跑。全校学生化身新孩子剧团“小
团员”，以班级为单位，沿 80 多年前孩子剧团从
上海辗转至延安的路线，通过每日 1 公里跑量

“云打卡”。孩子们在奔跑中厚植家国情怀，传
承红色基因，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爱国主义
精神。

走进天地校区，中庭的露天活动区宛如一本
“立体教科书”：地面上绘有跳房子、萝卜蹲等传统
游戏格子，巧妙融入武汉市小学生必认的常见农作
物图画。二十四节气知识化作彩色地贴，立春时
节玩“种子投掷”，秋分时分赛“果实分类”，孩子们
在蹦跳欢笑中自然习得科学、文学、农学知识。在
这里，学校的操场演变为连接现实与虚拟、融合健
身与社交、贯通体能训练与核心素养培育的超级交
互界面。

育审美之眼：让审美素养自然生长

为了给每一位孩子提供“适春而萌”“沐春而
长”的环境，学校在尊重孩子天性的基础上，促进他
们主动、有个性地发展。按照“学校总体策划+教师
自主开发”的方式，学校构建了“种子课程”，包括超
轻粘土、艺术创想、戏曲身段表演、服装发展史、杯
子舞、多彩律动、衍艺手工、绘心绘意、简笔画、奥尔
夫音乐游戏等。

学校多样化课程的开发，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
的需要，培养了一批具有卓越才能的学生。春天
交响乐团、合唱团获得了教育部举办的第六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金奖。学生团队登上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的开、闭幕式舞台，春天合唱团33位学
生登上央视“开学第一课”舞台，演唱歌曲《草》，用
歌声唱响英雄武汉。2024 年春季学期，学校在壹
方美术展“童眼看江城”单日观展人数突破3000人
次。

炼劳作之手：擦亮劳动教育真底色

孩子剧团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时
代内涵，从“救国 革命 创造”到“强国 奋斗 创新”，
都是小学生成长与发展必须具备的精神。学校将孩
子剧团这一红色基因与劳动教育融合，开展“孩子剧
团”精神学科渗透研究，充分挖掘和运用劳动教育蕴
含的“孩子剧团”精神。

学校以孩子剧团为主线情境编撰劳动校本教
材，每一节课都以孩子剧团的发展历程为教学情
境，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进行日常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及服务性劳动等专题活动。学校成立新
孩子剧团志愿服务队，以文艺的形式走进街道、社
区、企业，开展“小小楼栋长”“社区垃圾分类”“社
区小义工”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学校在校园内
开辟“孩子农场”，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受到劳动
教育的熏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这段教育征程，那些被
镜头定格的瞬间——孩子们在 AI 课堂上的惊叹、
在孩子剧团陈列馆的专注、在长江科考船研学的
好奇、在非遗工坊的执着——都在印证一个真理：
适合的教育，就是让每个生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
找到自己的坐标。我深信，当教育真正以生命为
本、与时代同频，就能让每颗星辰都闪耀属于自己
的光芒。这，正是江岸区长春街小学代代教育者不
变的初心与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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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陈钢贵）“你们的故事，我
们永远铭记；你们的精神，我们世代传承；你们的信仰，如同灯塔，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近日，青山区武东小学的学生们来到武
汉石门峰抗战纪念园武汉保卫战纪念碑前，开展清明祭英烈活
动。五（1）班的方嘉芃读起自己写的《致抗战烈士的一封信》。

在庄严肃穆的武汉抗战纪念园，同学们手捧菊花，拾级而
上，认真观看武汉抗战的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在文字
和图片的介绍中，感受中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英勇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在中国抗战空军英烈纪念碑前，全体
人员列队三鞠躬，表达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少
先队员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谈到自己和同学们一起写《致抗战烈士的一封信》的过
程，五（1）班蔡诗妍同学说，为了写好这封信，她查阅了很多
资料，抗战英雄的事迹让她非常感动，流过眼泪。“我觉得我
们现在幸福的生活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
们对这些抗战先烈充满崇敬与感恩，我们要珍惜当下，努力
学习，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铭记英雄，传承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
来的承诺。”武东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黄修杰说，一个民族
需要英雄，因为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历史的丰碑，是精神的
灯塔。此次清明祭英烈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
育，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校长说

小学生祭奠英烈被英雄事迹感动

周欢，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校长，高级教师。2024年入选荆楚名师名家（武汉市名校长）工程。校长名片：

当教育从“标准件生产”转

向“生命体培育”，如何破解规模

办学与个性发展的时代命题？

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以哲

学思辨叩问教育本质，以工程思

维建构育人系统，将红色基因解

码为文化动力源，用“五育融合”

编织成长经纬网，在传统课堂的

解剖与重构中，创造出“三维动

态生成式教育模型”，用“一生一

案”的温度，守护每个生命独有

的生长轨迹，让教育成为照见未

来的星光。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校长
周欢和学生们在一起。

魔法森林、小鹿医生、梦幻未来

小学生画“绘本”被同学们“催更”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李
瑾）3月24日的课间，武汉一初学苑学校
六（1）班段语诗拿出纸笔，专心画起画
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段语诗就开始
自己编故事、画绘本，在同学中特别受欢
迎。

段语诗创作的绘本，画面充满童趣，
色彩鲜艳明快。《魔法森林》讲的是一对
性格不同的好朋友想体验对方人生，于
是喝下魔法药水互换身份的故事；《小鹿
医生》画了“胶囊机器人”帮助人类治疗
疾病的故事；《梦幻未来》中，好朋友结伴

“穿越”到未来，感受科技给城市带来的
变化。

段语诗从小就喜欢画画。周末，她
总是沉浸在笔下的世界，一画就是2个
多小时。即将升入三年级的那个暑假，
她对“魔法”很着迷，于是开始创作《魔法
森林》。每个周末画一两张画稿，历时一
年多她完成了 40 多张画稿。爸爸妈妈
帮忙制作成了绘本书。“第一次看到自己
的画作变成书的样子，特别有成就感，这
也鼓励了我继续创作。”段语诗说。

后来的两本绘本，段语诗都只用了
一个学期就完成了。相比第一本，不论

是细节还是色彩都有了很大进步，画得
更丰富细腻。绘本有童话风格的，也有
科幻风格的，还有身边的故事，创作的

“点子”哪里来的？段语诗介绍，她喜欢
“大开脑洞”发挥想象，对新鲜事物也很
好奇。《梦幻未来》的创意来自学校课堂
上对人工智能的介绍。回家后，她特意
搜索了相关的科技新闻，觉得未来城市
一定会变得很方便、有趣，于是动笔画出
了她的想象。

段语诗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
想到什么就赶紧画下来，把灵感“捉
住”。每次创作她都会先把构思好的故
事写下来，再设计画面，边画边调整。

“我最近喜欢画汉服、唐装，下一本绘本
想画一个古代的故事，展示中华传统服
饰之美。”段语诗说。

绘本在班里很受同学们欢迎，小伙
伴们在课间传阅，看完后总要催她快点
画下一本。“从第一次给孩子们上美术
课，我就努力想要保护他们的想象力、创
造力，这是属于孩子们珍贵的宝藏。”美
术老师余洁说，段语诗不光会画画，架子
鼓、街舞都很棒，还是学校的大队委，希
望像她这样全面发展的孩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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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教育”五育融合育全人

让每个生命都闪耀独特光芒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
陈克茂 童淑萍）如何在中小学艺术教育
中实践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近日，
江夏区艺术教师、文化学者齐聚金口小
学，参加“非遗薪传·艺彩纷呈”专题活
动，探讨民俗文化融入教学的策略。

江夏区文化馆馆长徐竞翔从非遗
与城市的共生关系、非遗是什么、结合
美育五大方向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享，
认为非遗教育需经历“存古韵、融今声、
创未来”三个阶段，让传统在青春表达
中焕发新生。

湖北美术学院带来的情景朗诵《千
万流量的网红村，竟然是画出来的》，以
江夏非遗为灵感，用诗意的语言和光影
艺术展现美育赋能乡村的全新实践。“这
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非遗传承的方法

论，年轻一代正在成为‘传统的破壁
人’。”区体卫艺站书记王晓琴点评说。

理论研讨后，两节创新课例展现了
民俗文化与学科的深度融合。音乐教
师罗慧的《龙咚锵》课堂上，学生手持自
制迷你草龙，踏着“龙咚锵”鼓点完成

“游龙”“穿腾”舞步。美术教师徐丹妮
的《草龙趣味乐无穷》则引导学生以几
何线条解构草龙，结合扎染技法创作

“卡通草龙”。
当前，江夏区正以美育为桥，打通

民俗文化传承的“最后一公里”。徐竞
翔说：“从地标建筑到市井烟火，武汉的
城市特点在这些非遗中得到了灵动诠
释，也体现了非遗与城市相互依存、相
互赋能的共生关系。唯有以文化为魂，
方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长江日报讯“番茄苗日均生长0.57厘米！”
在硚口区韩家墩小学北校区的春种节成长档案
里，三（1）班学生阮关钰用红蓝双色笔标注的观
测数据格外醒目。3月25日，当“小农夫”们穿梭
在氤氲着泥土芬芳的“开心小农场”里，他们丈量
的不仅是植物的生长刻度，更是教育回归土地的
生命律动。

翻土声与欢笑声交织的苗圃中，二年级语文
教师罗丹正举着锄头示范：“虎口朝上，像握羽毛
球拍！”这个巧妙的教学设计，让农耕技能瞬间化
作具象的生活经验。她特意留下几行未松动的
土地当作对照实验区，用于见证深耕对于番茄生
长的影响，让《植物妈妈有办法》的课文真正“长”
进土地里。

“自然界的播种机来帮忙啦！”随着科学老
师韩妍的指引，二（3）班的学生们围蹲在蚂蚁
搬种的土坑前，观察记录本上瞬间铺满惊叹
号。当数学思维在田间萌发，三（3）班学生王
甄妮小组的尺规播种法，让种子间距精确到厘
米；四（2）班学生樊睿曦通过菜场实地考察，建
立起“弯柄紫茄”与商品农作物的观察坐标

系。这些生动场景印证着陶行知“生活即教
育”的理念——知识正在劳动实践中完成意义
建构。

超市货架前的亲子数学课，将劳动教育延伸
向更广阔的社会课堂。二（1）班学生刘沐成与父
亲核算荷兰豆种植成本时，50粒种子与6.98元/
斤的换算，让抽象的“单价换算”知识具象为指尖
跃动的数字。

“以前总觉得劳动课就是玩，现在才知道泥
土里还藏着这么多知识。”六年级学生周袁谨说，
这已经是她在学校参与的第六届春种节，每一次
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

“教育需要与土地相连，春种节是学生触摸
生命规律、理解生态文明的起点。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实践，让劳动精神厚实孩子成长的底色。”
该校校长殷艳晴表示，学校以春种节为切口，将
劳动教育从“课本”延伸到“田野”。活动中，学生
不仅掌握了种植技能，更在松土、浇水、记录的过
程中，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价值，培养了珍惜粮
食、敬畏自然的品质。

（向洁 王雯婷 耿晓莹）

泥土里藏着这么多知识

“开心农场”里解锁跨学科育人

辣椒苗又长高了，孩子们欣喜不已。

江夏以美育为桥

打通民俗文化传承“最后一公里”

同学们在上音乐课《龙咚锵》。

你知道学生、老师、家长最喜欢听
到哪句话吗？近日，武昌区滨江实验第
二小学开展了征集并海选老师的最美
语言、家长的最美语言和学生的最美语
言活动，并分别票选出“最美语言十
条”。校长丁苗说，这些看似平凡的话
语，却因为饱含着爱、鼓励、支持与信
任，成为传递温暖与力量的最美礼物。

本学期，学校发出倡议书，由每一
位老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位家长写一
句让自己体会最深的“最美语言”；然
后，学校把推荐的话语整理归并，形成
若干条话语；最后，由每位老师和家长
代表、学生代表投票海选，产生老师“最
美语言十条”、家长“最美语言十条”和
学生“最美语言十条”。

在该校校门最显眼处，张贴着四张
巨幅征集海报，通过前期征集，一百余
句“暖心话”上榜，学生、教师、家长用投
票小贴纸，将“大拇指”粘贴在自己最喜

欢的一句话下。“别怕犯错，每一次错误
都是成长路上的垫脚石……”这是由学
生票选出最想听到老师们说的一句
话。“分数只是数字，宝贝，但你为梦想
努力的样子真美！”这是学生最喜欢听
到父母对自己说的话。“不要用成绩评
价孩子，您的孩子非常优秀！”面对老
师，家长也希望得到鼓励和赞许。“我觉
得你又帅又可爱。”这则是孩子们之间
最受欢迎的话语。

校长丁苗说，这些看似平凡的话
语，却因为饱含着爱、鼓励、支持与信
任，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礼
物。“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话会成为照
亮他人世界的一束光，成为他们生命中
的美好回忆。”学校正将票选出的最美
语言十条，用书法、手工等各种大家喜
欢的形式，做成小标语，将其粘贴在教
室、办公室、学生家中，让这些美好的语
句带来温暖、勇气和信心。 （杨枫）

海选“最喜欢听到的话”

让每一句话都成为最美的礼物

段语诗和她创作的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