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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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草木萌发，正是踏青寻古、感受

自然的好时机。4月3日，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古木派”社团
的师生们走进武汉大学，开展了一场特别的生态实践活动。

“古木派”是古树保护学生社团，专注于校内外的植被保
护。这次实践活动，是为考察武汉大学樱花树及古树的生长状
况，及温度、光照、降水等自然条件对樱花开放时间的影响等。

在樱花大道，师生们欣赏了烂漫的樱花，并以樱花为主
题开展生物、地理等跨学科学习，“从生态角度分析樱花种
植对城市微气候的调节作用”“结合历史背景，探讨武汉樱
花文化的形成”等，将生态观察与学术思维紧密结合。

师生们分组行动，寻访武汉大学校园内的古树名木，为
古树测量胸径、记录生长状况，并制作“古树身份证”，检查

了古树病虫害、松动树皮等问题，提出增设支撑架、改善土
壤环境等保护建议。

在武汉大学万林博物馆，师生们寻找校园常见的八种
鸟类标本，包括乌鸫、白鹡鸰、喜鹊、白头翁、鹊鸲鸟、麻雀、
珠颈斑鸠和杜鹃。通过对比不同鸟类的栖息习性，学生们
发现，许多鸟类依赖古树筑巢、觅食，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它
们的家园。

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副校长陈锐说：“古树是城市的
活化石，承载着历史与生态的双重价值。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们真正走进自然、社区、街头和场
馆，推动古树保护行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

（杨枫 常莉）

校长说

“古木派”走进高校护古树

卢华，江夏区文化大道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中学高级教师。校长名片：

作为汤逊湖畔冉冉升

起的教育新星，文化大道中

学始终秉持“成就最好的自

己”的办学理念。这里不仅

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生命成

长的沃土。我们以“守正修

品”为根基，用教育智慧为

每个孩子铺就通向未来的

育人大道。

▷江夏区文化大道中学党
支部书记、校长卢华和学生们在
一起。

青春舞台演绎千年文脉

高中课本剧激活经典新生命
长江日报讯 当《雷雨》的惊雷

在校园炸响，当孔门弟子的千年对
话穿越时空，武汉市建港中学的教
室里正上演着独特的“文学觉醒”。
4月8日，高一语文备课组推出的课
本剧展演活动引发热烈反响，千余
名师生共同见证课本铅字在青春演
绎中焕发新生。

在这场以“剧中悟百态，舞台促
成长”为主题的文学盛宴中，各班将
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篇章转化为沉浸
式剧场体验。高一（11）班学生通过

《哈姆雷特》的哲思对话折射文艺复
兴的精神觉醒，高一（1）班用《智退
双雄》的创意改编重塑烛之武的智
慧光芒，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侍坐》的表演者更以自制的春秋
服饰、精心设计的礼仪走位，还原了
儒家师徒关于理想的跨时空对话。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五个班级不约
而同选择演绎《雷雨》，在周朴园与
鲁侍萍跨越三十年的命运纠葛中，
学生们录制微表情反复打磨，将家
族悲剧演绎得张力十足。

“我曾以为《雷雨》只是考试重
点，但站在舞台上那一刻，我触摸到
了文字里的温度。”高一（7）班尹坤
成的感悟道出活动深意。从拘谨
的台词背诵到自然的情感流淌，从
单一文本解读到立体角色塑造，学
生们在半个月的排练中实现着双
重蜕变，既是对文学经典的深度解
码，更是青春生命的破茧成长。高
一（10）班高豫洋在周冲的悲剧命
运里读懂了“语文不仅是答题技
巧，更是对生命的共情”。

这场打破课堂边界的教育实践
创造了多重育人价值。语文教研组
负责人表示，当学生亲手缝制戏服
道具、推敲角色心理时，文本细读
能力与审美创造力悄然提升。当
班级协商剧本改编、设计舞台动
线时，团队协作精神与问题解决
能力得到真实锤炼。而《齐桓晋
文之事》《鸿门宴》等历史场景的
创造性再现，更架起了传统智慧
与现代认知的对话桥梁。

（杨幸慈 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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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正教育，成就最好的自己

“汉字英雄”挑战赛热动全校

新村小学为学生打开阅读进阶新赛道

■江夏区文化大道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卢华

党建引领铸魂
将目标转化为学生的真实成长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确立“品正教
育”文化建设，积极践行“品行为先，品德至上，品味
人生”的教育理念，着力打造“守正修品，正德厚生”
的文化校园，让校园成为“以文修身，向阳而长”的育
人沃土。学校努力构建“价值引领、文化浸润、实践
赋能”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为学校改革创新注入精
神动力，培养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感的新时代少
年，最终达成“让所有文中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的
办学愿景。

春阳斜照在校园，泥土的潮气混着青草香弥漫
开来。老党员朱小云老师蹲在一棵樱花树苗旁，手
指拂过根系上裹着的湿泥，告诉学生“根要舒展，树
才立得稳”。熊惠兰老师耐心地带着学生一起压实
树根旁的土层，她让学生明白“坑再深一掌，土才吃
得住力”，然后和学生一起将混合了腐叶的营养土
一铲铲填进坑里。寄语树牌“植树造林尽党责，共
绘绿色中国梦”是党员们的铿锵誓言；“每棵树都是
校园的笑容”是老师们的教育理想；“要像一棵树一
样，一半扎根在土里，拼命汲取；一半飞扬在风里，
展示自我”是孩子们对自己的要求和对未来的祈
愿。

党员寄语树牌传递信仰，教师树牌凝结育人初心，
班级树牌铭刻集体承诺。党员引领，师生共植“信念
林”的活动正是我们学校构建的“三位一体”教育模式
的具体实践场景。

我们将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组织“红色教育基地
讲学”“党团知识竞赛”，让理论学习融入具象场景，传
承红色基因；在国庆节“向国旗献礼”仪式中，通过实践
作业、黑板报，唤醒民族自豪感；在“一二·九”运动纪念
活动中，学生合唱红色歌曲，自编自演红色剧目，用艺
术语言传递革命精神。

我们将传统文化浸润课程化：春节，从楹联创作到
灯笼制作，打造“指尖上的中国年”；清明，以“追思英
烈+家国情怀”主题课，链接历史记忆与现实责任；重
阳，开展“敬老行动日”，用志愿服务传承孝道文化；父
亲节、母亲节“家书传情”活动，以传统书信文化重建代
际情感纽带。

品正教育在党建引领下以文化为根，以实践为径，
以人格养成为果，构建了一套“有温度、有深度、有行动
力”的育人体系。我们注重思想品格的塑造，强调文化
自信的培育，更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将教育目标转化为
学生的真实成长。学生笑容中的自信、阳光，成为品正
教育成效的直观注脚。

教学改革筑基
让知识跃出课本落地生根

“原来所谓教学，不过是把实验室的星光，分装进
每个好奇的掌心。”这是2024年新入职的关慧超老师的
感慨。

那天上课时，她讲解金属活动性顺序，用橙子电池
点亮了小灯泡。那一刻，连后排总是低头的同学也忍
不住“哇”出了声。原来，当知识跃出课本，真的会发
光。在演示铁钉生锈实验时，她灵机一动，将“氧化反
应”说成“金属的呼吸”，孩子们眼底的茫然竟褪去大
半。她意识到，语言一旦裹上温度，抽象的概念便不再
悬在半空，而是悄然落地生根。

年轻教师创新的思维、教育的热情，在学校、备课
组引领下的成长与业务的娴熟，发生化学反应，才催生
出如此动人美好的教育故事。

作为一所新学校，我们始终将年轻教师的成长视
为学校发展的核心工程。学校通过精细化的学科管理
和高质量的教研活动，为年轻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
坚实的平台。

首先，学校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积极开
展教学研讨活动，全面提升年轻教师的“说、授、评”能
力。学校采用集体备课、公开课观摩、教学研讨、专题
讲座、课题研究、经验分享等多种形式，激发教师的参
与热情和创造力。通过组织同课异构、一课多研等活
动，学校引导教师在比较与反思中不断提升教学水
平。此外，学校在教研组内部搭建了“以老带新”进步
小组，形成多个研究团组，构建起学习研究和实践的共
同体，避免教师单打独斗，促进团队协作与共同成长。

其次，学校将教学反思常态化，鼓励教师撰写教学
案例、教学论文和教育叙事，开展深度教学反思。例
如，通过教学后记分享，学校引导教师在教研活动中不
断总结经验、提炼方法，努力形成教学成果。校刊《卷·
香》作为教学成果的展示平台，也在不断优化和结集，
为教师的成长提供了更多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学校始终坚信，年轻教师的成长是学校发展的基
石。我们通过系统的培养机制和丰富的教研活动，致
力于将每一位年轻教师培养成为教学领域的璀璨之
星；再由他们，将星光洒落在每个学生的掌心，照亮孩
子们探索世界的道路。

育人实践培根
为学生搭建成长多元平台

在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学校通过创新
实践教育模式构建起立体化成长生态。学校将农耕文
化实践、社团课程开发与教师专业发展有机串联，搭建
起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多元平台，形成了“实践育人、

文化润心、教研强师”的良性发展格局。
社会实践活动中，“部落建设”项目以时空穿越的

创新形式焕发教育活力。学生们随机组建部落，通过
民主推选、文化创设、团队分工等环节，在营建组与内务
组的协同合作中，既完成了包含正门、会议区、生活区在
内的营地建设，又将族徽图腾、文化符号等创意元素融
入空间设计。这种沉浸式体验使建筑力学、团队管理、
艺术审美等知识转化为可触摸的成长印记，学生在项目
式学习中实现领导力、创造力与执行力的三重提升。

校园生活处处彰显育人智慧：升旗仪式上“奋进新
时代”的铮铮誓言与课间运动的蓬勃朝气交相辉映；班
级文化墙上“五育之星”的榜样力量与光荣榜上的奋进
故事形成教育共振；涵盖体艺科技等领域的精品社团，
搭建起个性化发展的立交桥。特别是在一楼架空层打
造的“开放书阁”，让阅读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方式；每
天一节体育课加上一节大课间活动的科学安排，确保
了两小时体育锻炼的有效落实，真正实现了“眼里有
光、脸上有汗、脚下有劲”的育人目标。

教师发展层面，“文中讲坛”构筑起专业成长的赋
能平台。新进教师的转型心得、骨干教师的教学智慧、
班主任的治班方略、备课组的团队合作在此汇聚成教
育创新的源头活水。通过常态化教研机制，教师们实
现从经验积累到理论升华的跨越，教学反思、课堂重
构、课题研究已成为专业发展的自觉追求。

从农耕营地到智慧校园，从学生自主发展到教师
专业精进，学校始终践行“品正教育”的初心。黄信纸
折成心的形状：“老师，我可以找你谈谈吗？我喜欢阅
读，愿意思考和写作，可我卷面只得了69分……”省略
号拖出蜿蜒的墨迹。万丽萍老师回复：“你的观察力像
放大镜般珍贵，思考时眼中有星光闪烁。考试是破译
作者留下的密码本——试着将你的观察与思考能力，
去与试卷上文本的作者共鸣，用你发现细节变化的敏
锐，去梳理文本的情感脉络，好吗！我相信爱读书爱思
考的你一定不会差！放学后我教你如何去梳理文本
吧。”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需要我们用心地去
播种，静静地去耕耘，慢慢地去教育。

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唤醒与成长
的诗篇。我们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实现了学生的综
合素养显著提升，在各级各类竞赛中屡获佳绩，家长满
意度持续攀升，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充分彰显了学校
办学理念的显著成效。

学习是最美的姿态，实践是最好的遇见，成长是最
美的风景。品正教育的成长，在于平时，在于实践，在
于参与，在于身处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更在于一个先
进的理念引领！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
员阎进林 汪彪）“老师，我最近学习
压力很大，感觉有些焦虑。”近日，青
山区钢都小学报告厅，一场以“呵护
心灵 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学生心理
健康专题讲座举行，主讲人、武汉市
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
主治医师刘娅仙受聘为钢都小学心
理健康副校长。

据了解，刘娅仙是国家二级心
理治疗师。活动现场，她以其丰富
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通过短视
频、现场互动等生动有趣的方式，
将抽象的心理学知识变得通俗易
懂。刘娅仙从什么是心理健康、
心理问题的界定入手，讲述了青
春期的心理特点以及青少年的常
见困扰。

在情绪调节方面，刘娅仙通过
现场互动的方式，让学生们认识到
情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教会他

们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调节自
己的情绪。刘娅仙鼓励同学们直
面自己的情绪，通过挥洒汗水的运
动、推心置腹的倾诉、沉浸放松的
音乐等方式，将内心的压力释放出
来。同时，合理规划学习与休息时
间，让学习和生活的节奏张弛有度，
充满活力。

601班程只爻同学说：“这次讲
座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心理健康
的知识，我知道了如何更好地与
父母沟通，也学会了如何调节自
己的情绪。我会将这些知识运用
到实际生活中，让自己变得更加
健康和快乐。”

青山区钢都小学校长李井年
说，此次讲座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
次有益尝试，学校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更
全面、更专业地为学生们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长江日报讯“熊老师，我每天都在家积累词语，周
末也没偷懒，书上的字您随便考！”4月7日一早，江岸
区新村小学一年级学生书涵就向老师报告自己备战

“汉字英雄NO.1”挑战赛的进展。虽说是首次参赛，
她已经在班级初赛“一字开花”环节崭露头角，成功晋
级，正摩拳擦掌，期待在决赛中大展身手。

自3月19日以来，该校“汉字英雄NO.1”挑战赛火
热度不减，成为各年级学生茶余饭后交流的热门话
题。二年级学生小阮去年在“汉字英雄·查字典”挑战
赛中与决赛失之交臂，今年他卷土重来，誓要摘得桂
冠。据悉，从自主备赛到班级初选，再到年级争霸，这
场“跨月”的汉字盛宴，不仅考验着选手们的词汇积累，
更展现了他们不服输的“求索”精神。

该校党总支书记董琼介绍，“汉字英雄”作为学
校近年来的品牌赛事，深受学生的喜爱，它不仅承
载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与学校践行
语文课程标准中“整本书阅读”的理念深度契合
——通过广泛阅读积累词汇、理解汉字文化，培养
学生持久的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这一赛

事正是学校阅读课程“三阶四环”设计框架中的重
要实践环节。

除开品牌赛事，该校还创新打造多维联动的成长
矩阵。“我的书式生活”摄影大赛正如火如荼，镜头里
定格的不仅是读书日常、亲子共读的温馨场景，更将
家庭阅读空间、社会阅读场域转化为行走的教育展
台；充满惊喜的“书籍盲盒”正成为校园的打卡高地，
这份带着神秘感的借阅活动，不仅激活了阅读热情，
更是拓宽着孩子们的阅读半径；当“阅读·公益”的旗
帜飘扬，孩子们开始用书籍搭建爱心桥梁，书籍成为
照亮他人的微光；而“阅读·旅行”主题活动的推出，将
让书页中的远方触手可及，在行走中完成从文字到世
界的诗意抵达。

该系列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由“文字解码”到“阅
读鉴赏”的渐进式设计，既遵循语言文字学习的认知规
律，又构建了阅读习惯养成的创新路径。这些探索与
实践是对阅读本质的深刻回归——让书香浸润校园的
每个维度，滋养每个生命的成长。

（熊溢芬 朱洁 向洁）

清明祭英烈

学生走进二七纪念馆

学生们在展馆参观学习。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
员高爽）清明前夕，武汉市钢城第二
中学组织“清明祭英烈，传承正当
时”活动，师生们走进二七纪念馆，
祭奠英烈，感受厚重的历史。

孩子们的目光在展厅中穿梭，
有学生提问：“老师，这怎么有根皮
鞭啊？”历史老师彭红斌声音沉稳
地说：“这根皮鞭，是旧社会监工用
来抽打京汉铁路筑路工人的工
具。想当年，这些工人衣食无着，
却还要忍受非人的折磨，每一鞭都
是他们苦难生活的见证。”孩子们
听得眼眶泛红。

“这个怀表呢？”“这是林祥谦
的遗物。”老师回答道，“林祥谦是
中国共产党员，在那场震撼人心
的二七大罢工中，他英勇就义，用
这块怀表拉响了抗争的第一声汽
笛。他的精神，如同这怀表一样，
虽 历 经 岁 月 ，却 永 远 闪 耀 着 光
芒。”

孩子们围拢过来，仔细端详着

这块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怀表，心中
涌动着对先烈的崇敬与感激。教室
里曾讲过的历史，此刻在孩子们心
中变得鲜活起来，他们感受到了一
种责任感——传承先辈遗志，弘扬

“二七”精神。
在二七烈士纪念碑前，学生们

整齐地肃立，手持鲜花，神情庄重。
在老师的引导下，他们低头默哀，用
这种方式表达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
和无尽思念。默哀结束后，学生们
纷纷将手中的鲜花轻轻放在纪念碑
前。

冯昱霖同学说：“在这里，京
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不
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生动的
历史画卷。”雷婧同学感慨道：“青
山处处埋忠骨，曾经有许多革命
烈士为了心中的信仰抛头颅洒热
血。我们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下
去，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这段不
朽的历史，为祖国的未来作出新
的贡献。”

直面情绪释放压力

小学有了心理健康副校长

新村小学开展“汉字英雄NO.1”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