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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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传统京剧遇上潮流街舞是一种什么样

的火花碰撞？当千年编钟奏响《小星星》旋律又会有什么样
的不同感受？近日，记者走进武昌校园发现，孩子们在传承
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玩出新花样。

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的升旗仪式上，604班的同
学带来了创意十足的《京韵街潮》，将传统京剧与动感街舞
巧妙融合。舞台上，锣鼓声与电子节拍交织，京剧青衣的水
袖轻扬与街舞少年的霹雳旋转同框，传统唱腔与说唱韵律
交相呼应，视觉冲击力十足。

双节棍是一种源自中国的近身格斗武器，融传统武术
与现代时尚及健身防身表演于一体，如今这项运动也走进
了校园。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黄鹤楼校区成立的双节棍社

团，让学生在锻炼中感受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校园艺术节上，对川剧变脸充

满热情的“10后”学生登台表演，手中折扇开合，脸谱瞬间
变换，精湛技艺赢得师生满堂喝彩。

在“走进博物馆”课程中，武昌区白鹭街小学六年级的同学
们与专业乐师互动，共同用编钟、编磬等乐器奏响经典曲目《小
星星》，古老与现代的旋律交织在一起，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武昌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10后”用属于他们
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传统文化就不再是课本里的老故
事，而是化作青少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将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校园、融入课程、融入活动，让孩子们在潜移默
化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杨枫 张煜）

校长说

京剧与街舞碰撞把传统文化“玩出花样”

罗强，青山区吉林街小学党总支书记，中学高级教师，国家省市课题实验先进个人，区主题党日示范课主讲者。校长名片：

教育是点燃心灵的火种，是

塑造灵魂的工程。作为新时代的

教育者，我们始终坚信，思政教育

不应局限于课堂的方寸之间，而

应走出校门、融入社会，让学生在

行走中触摸历史、在实践中感悟

真理、在对话中升华思想。近年

来，我校以“行走的思政课”为载

体，将红色基因、工业文明、革命精

神与廉洁文化融入教育全过程，通

过“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式”学

习，让思政教育既有深度又有温

度，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时代生

命力，吉林街小学的思政课呈现

出越来越为学生所喜爱的现象。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党总支
书记罗强和学生们在一起。

小学原创“护眼神舞”
斩获全国艺术最高奖

长江日报讯 近日，在教育部最
新公布的第八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获奖名单中，汉阳区钟家村第
一小学原创舞蹈《亮“睛睛”》以“护
眼”主题，在全国572个艺术精品中
绽放异彩，斩获舞蹈类一等奖。

《亮“睛睛”》以“守护青少年视
力健康”为创意核心，将严肃的健康
教育转化为充满童趣的肢体语言。
这支舞蹈在湖北省第十三届黄鹤美
育节开幕式上作为汉阳区唯一小学
舞蹈节目亮相。舞台上，孩子们化
身灵动“小树苗”，用旋转、跳跃等动
作模拟眼球运动，通过绿叶摇曳、阳
光追逐等意象，巧妙传递科学护眼
理念，斩获省级一等奖并拿到全国
展演入场券。

国家二级编导（导演）陈海丽在
舞蹈语汇设计上贡献了很多创意，
为整个舞蹈注入了灵魂，让每个动
作既具观赏性又暗含护眼科普，被

评委盛赞“让美育真正服务于成
长”。

荣誉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
持。历时8个月的打磨中，卢杨、刘
媛青两位指导教师带领三至五年级
的24名学生，每天课后加练3小时，
节假日无休打磨细节，甚至为精准
表现“瞳孔聚焦”效果，一个眼神反
复雕琢上百次。汉阳区教育局艺术
教研员杨露全程参与艺术指导，校
领导多次带营养餐慰问团队，后勤
部门特制护眼食谱，用“硬核保障”
托起孩子们的艺术梦想。

钟家村一小校长韦莉说，《亮
“睛睛”》是学校“五育并举”丰硕成
果的一个缩影。学校构建“体艺科
三维赋能”特色课程，同步推进管弦
乐团登台琴台大剧院、合唱团亮相
国际艺术节，实现“一校多品”的集
群效应。

（杨幸慈 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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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为笔

绘就新时代少年精神图谱

“操场上的游戏能不能换成新的？”

校长陪餐“聊”出校园新打卡地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党总支书记 罗强

让红领巾闪耀信仰之光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
的。”这句话承载着少先队员的光荣与使命。然而，当
发现部分学生将红领巾随意揉皱、疏于爱护时，我们深
感责任重大。为此，学校党总支特邀“中国好人”“荆楚
楷模”“湖北省博物馆001号讲解员”胡昇老师为孩子们
讲述红领巾背后的故事。在青山江滩红色文化长廊，
胡老师向“追光小队”的队员们回忆了自己1956年入队
时的场景：“那天，大队辅导员告诉我，戴上红领巾就要
接好革命的班，把知识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现年78
岁的胡昇老师至今仍坚守在红色宣讲一线，继续践行
他在队旗下许下的誓言“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为共产
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他的故事让孩子们热泪盈眶。

参与采访活动的大队旗手甄梦纯同学动情地说：
“听了胡爷爷的故事，让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回
到学校后，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其他队员们听，让同学
们爱护胸前的红领巾，作为大队旗手，我明白了红领巾
不仅是一块红布，它还承载着几代人的理想与信仰。”
学校聘请胡昇老师为关工委名誉主任，组织“红领巾故
事会”，让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将革命精神传递给
更多同学。如今，校园里掀起了一股“爱惜红领巾”的
热潮，学生们自发清洗、爱护红领巾，更在主题班会上
通过情景剧再现革命年代少先队员的誓言。这场“信
仰的觉醒”，让红色基因真正流淌在学生的血脉之中。

在工业遗址中读懂奋斗史诗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发源
地，也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为让学生理解“实
干兴邦”的深刻内涵，学校党总支将思政课堂搬进武钢
一号高炉遗址。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高炉，曾为新中国
钢铁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在场馆讲解员的带领下，
队员们参观一号高炉，领略高炉的力量与风采，了解了
一号高炉的发展史。“炉火映红了天，汗水湿透了衣，但
没有人喊累！”讲解员的话语让在场学生深受震撼。四
年级学生张鑫钰感慨：“原来我们用的每一块钢铁都凝

聚着前辈的汗水，我要学习他们的拼搏精神！”三年级学
生蔡梓豪激动地说：“我要学好党史，争当红领巾讲解
员，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青山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为深化教育效果，学校开展“工业精神进课堂”活
动：数学课上，学生计算高炉的容积与产量；美术课上，
用废旧钢材创作雕塑；科学课上，探究炼钢工艺的革
新。这种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让工业文明不再是
书本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可触可感的奋斗史诗。

在革命遗址中传承爱国情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
校党总支将二七纪念馆、中山舰博物馆等红色地标变
为“行走的课堂”。在二七纪念碑前，师生肃立默哀，雨
中祭英烈、童心映忠魂，冒雨完成了一场特殊的祭奠仪
式。在二七纪念馆内，我作为“讲解员”，指着展板上的

《工人周报》，解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暗语
密码；在锈迹斑斑的机车汽笛前，动情讲述林祥谦烈士

“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的壮烈誓言。雨水浸湿了
红领巾，却让学生的眼神愈发坚定。队员刘凌然在日
记中写道：“原来牺牲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多人不再
受欺负。我要做勇敢的‘小战士’！”

在中山舰博物馆，学生们凝视舰体上的弹痕，聆听
舰长萨师俊“与舰共存亡”的呐喊。历史教师现场教
学：“中山舰的沉没，是民族觉醒的号角。”返校后，学
校开展“我与中山舰对话”征文活动，学生唐诗雅写
道：“战舰虽已锈蚀，但精神永不沉没。我们要做新时
代的‘中山舰’，乘风破浪，守护祖国！”这些行走的课
堂，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融入学生血脉的精
神烙印。

在廉洁教育中树立正确价值观

思政教育不仅要传承历史，更要面向未来。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师生清廉底蕴。学校党总
支带领少先队员代表、党员教师代表走进武汉科技大
学黄家湖校区，大学生和小学生一同参观武汉科技大
学廉园、冶金文献馆、张之洞馆、郑位三校友纪念馆等
场馆。大手拉小手，青年讲清廉，师生们认真聆听关于
廉洁自律、清正为官的故事，感受廉洁文化的博大精

深，让廉政教育入脑入心，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在武科大廉园竹林，我用竹喻廉“竹身形挺直宁折
不弯”“竹子虽有竹节却不止步”等特点教导学生们要
像竹子那样，锤炼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品
格。在武科大图书馆“清廉文化会客厅”，我们为大学
生和小学生上了一堂《铭记钢铁发展史、弘扬清廉报国
志》的思政课，鼓励学生树立报国志，学好本领建设好
祖国和家乡。

参观活动后，大、小学生积极互动，踊跃发言，交流
分享自己的参观感悟。504班王舒玗同学结合自身的家
庭背景发言：“我的父亲是冶金工程师，我要像他一样清
白做人、踏实做事！”武汉科技大学“许白昊”班占洁同
学说：“从少先队员到中共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坚守

‘行稳致远’的使命。”活动结束后，学校建设“吉风清
廉”长廊、设立“廉洁承诺墙”，学生写下誓言：“诚信应
考”“不攀比虚荣”。一位家长反馈：“孩子回家后主动
承认考试中的小错误，这样的教育比说教更有力量！”

让教育回归生活与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行走
的思政课”始终秉持这一理念。无论是历史遗址的探
访、工业文明的触摸，还是廉洁文化的浸润，我们都力
求让学生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成长。近年来，这一
教育模式成效显著：一名学生荣获湖北省“红领巾讲解
员”大赛二等奖、两名学生荣获武汉市“红领巾讲解员”
大赛一等奖，更有许多学生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
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誓言。

教育是生命的对话，是灵魂的唤醒。未来，我校将
继续深化“行走的思政课”品牌，开发更多元的教育资
源，构建更立体的育人网络，让思政教育如春风化雨，
滋养每一颗向阳而生的心灵。我们坚信，当学生用脚
步丈量历史、用双手触摸时代、用心灵感悟真理时，他
们必将成长为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
员陈玲）“你们知道W这个字母的
正确发音吗？”4 月 11 日，“作家进
校园 名师读名篇”活动在青山区
钢城第十一小学举行。科普作家
孙轶飞提出的这个问题，开启了
一场充满趣味性与知识性的奇妙
之旅。

以“知识没有边界：科普如何助
力学习”为主题的讲座上，孙轶飞告
诉孩子们人体血液回流是依靠小腿
肌肉运动收缩与静脉挤压辅助完成
的。“所以久站容易得静脉曲张，去
看病时，医生会建议通过后踢腿走
路或蹬自行车来锻炼缓解。只有探
寻了知识本末，才能明白这样做的
必要性。”

互动环节，同学们对人体知识
充满了好奇，纷纷举手提问。有的

同学好奇骨头那么硬，为什么我们
还能长高；有的同学关注人体小脑
和大脑的作用；还有的同学疑惑老
年人为什么会变矮。孙轶飞一一为
孩子们解答。

503班胡柠宛说：“我今天对人
体有了更多了解，原来骨头有自己
的营养系统，营养得分解成小分子
才能吸收，以后我一定多吃蔬菜和
水果补维生素。”503 班林子涵说：

“孙老师，我非常佩服您！您既是一
位优秀的医生，又是一位令人敬佩
的老师，您还能将所学的知识融会
贯通，成为一名作家。我要以您为
榜样。”

钢城十一小副校长徐媛媛说，
孙老师的讲座将多学科知识有机
融合，为学生们提供了全新的学习
视角。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王雯婷 魏娇婧）
“快看！这里多了个‘冠军能量区’，我们可以天天来打
卡。”4月15日，硚口区体育馆小学大课间时分，四（1）
班学生易小乐兴奋地发现操场上的地面游戏区域变样
了：原本斑驳的黑白跳格子，变成了彩色的“冠军少年
向前冲”数字游戏，起点是学校教育理念“一切为了更
美的你”，终点则印着校训“做自己的冠军”。而这些

“惊喜”，源自一次校长陪餐过程中的“拉家常”。
翻阅体育馆小学 2024—2025 学年度下学期陪餐

工作记录表，上面除了一日菜品评价、食堂服务评价、
就餐秩序、陪餐建议等常规明细栏，还有一栏“一点收
获”，专门用于记录陪餐过程中学生的“小心思”“小支招”。

4 月 2 日中午，校长鄢明丹走进四（1）班教室陪
餐。蒸腾的热气中，番茄炒蛋的酸甜香与孩子们此起
彼伏的“校长好”交织成温暖网，“我喜欢跟孩子们‘拉
家常’，这个时候他们最放得开”。

鄢明丹端着餐盘坐到学生中间，听孩子们聊着校
园轶事、家长里短。“操场上的跳房子游戏黑白格子，玩
了几年，大家都没新鲜感了。能不能换成新的？”学生
周苓萱笑嘻嘻地提出一个想法。“我们想画彩虹色的！”
邻座的男生趁机展示草稿本上的涂鸦。两个小家伙的
提议得到了其他同学的响应。

鄢明丹放下碗筷，掏出随身笔记本，“这个建议特
别好！不过新游戏不仅要漂亮，还要像这盘菜——营
养均衡。大家觉得该补充哪些‘营养’？”七嘴八舌的讨
论中，有趣、运动、快乐等关键词被一一记录下来。

当天下午，学校德育部门便成立“校园游戏创新小
组”。校长带队，行政干部、体育组、美术组、心理教师
与少先队代表围坐会议室，将学生建议转化为学校冠
军文化的“冠军少年向前冲”跳格子游戏，心理健康主
题的“解锁冠军心能力”跳棋游戏，安全教育的“步步为
安”折线跑游戏以及二十四节气游戏。随后，地面彩绘
马上开工。

4 月 15 日，阳光正好，新游戏区宛如打翻的调色
盘，吸引孩子们雀跃试玩。在“冠军少年向前冲”的格
子阵前，几个男生正单腿蹦跳着念道：“坚持不懈、勇于
挑战、全力以赴……”另一侧的“解锁冠军心能力”跳棋
区，几个女生边跳边念棋盘上的心理小贴士：“脸上有
笑，热爱生活。”

“教育的美好，在于让每个角落都成为‘会说话的
导师’。陪餐制度打开的不仅是对话窗口，更是让教育
设计从‘我认为你需要’转向‘我们一起创造’。”鄢明丹
说，未来将继续以爱为桥，以趣为径，让成长的足迹五
光十色。

矿泉水瓶里装下一个生态系统

小学生构建自己的微观世界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
员王晶）“老师快看，我的锦鲤在涟
漪的琴弦上跳着华尔兹呢！”近日，
青山区钢城第十三小学一堂科学课
爆发出阵阵惊叹，30多名学生正趴
在桌边，眼睛发亮地观察着手中旋
转的矿泉水瓶。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生态讲师
叶明以母亲河长江为例，通过生动
的案例与互动交流，为同学们讲解
水中生态系统。叶明说：“浮游植物
是生产者，小鱼小虾是消费者，微生
物则是分解者。每个生命都是守护
河湖健康的小卫士。”

孩子们领取塑料瓶、底砂、水草
和小鱼，分组制作生态瓶。老师现
场指导：水位要留出空气层，水草需

用镊子固定，生物数量要平衡……
每个孩子都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瓶将在班级持
续观察养护。

“看，水面好像一幅水墨画。”
酷爱美术的李玮烜发现鱼儿在水
中游弋留下了蜿蜒的痕迹。叶明
解释：“生态瓶就像河湖的缩影，只
有保持生物多样性，系统才能持续
运转。”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魏建刚
说，当孩子们亲眼见证瓶中生态的
脆弱与顽强，环保理念便不再是抽
象概念。“学校将以生态实践串联科
学观察、文学赏析、艺术创作，实现
跨学科融合创新，生动践行‘做中
学’，培育知行合一的新时代少年。”

科普作家面对面
带领学生探寻生命奥秘

课间时分，学生们积极打卡新游戏区。

学生们正在打造自己的生态瓶。

原创舞蹈《亮“睛睛”》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