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讯 4月23日，硚口区井冈山小学迎
来了一周一次的“无作业日”，三（4）班学生罗子
杰早早就和妈妈商量好，要化身“厨房小当家”，
解锁新技能——黄瓜炒蛋。

放学后，罗子杰在妈妈的指导下，从买菜洗
净切片黄瓜、敲蛋搅匀，到热油下锅、翻炒调味，
每个步骤都认真专注，直到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家
常菜上桌。这道家常菜，不仅是罗子杰的新技能
展示，更是井冈山小学“智慧+智能”作业体系成
效的一个鲜活例证。

近年来，井冈山小学积极响应国家“双减”政
策，创新推出“智慧+智能”作业体系，旨在减轻学
生作业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和未来素养。这
一体系不仅注重知识的巩固，更强调能力的提升
和创新的拓展。

在该体系下，学校实行了“基础巩固+能力提
升+拓展创新”的分层作业模式。四（2）班学生周
予彤就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学习了《在天晴
了的时候》一课后，她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兴
趣，从老师提供的ABC作业套餐中选择了最适合
自己的作业，实现了个性化学习。

除了分层作业，该校还大胆尝试实践作业，
将知识与真实生活深度融合。

今年2月起，该校推出“周三无作业日”，各学
科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鼓励学生参与家务劳
动、艺术活动和体育锻炼，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
实现知行合一。罗子杰参与的“厨房小当家”活
动，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而智能作业的引入，更是让井冈山小学的教
育迈上了新台阶。学校利用AI智能作业系统，根
据学情精准匹配练习题，实时反馈错题解析。四
年级数学教师刘莉说，AI作业系统不仅减轻了她
的批改负担，还让学生能够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
进行针对性练习，学习效率大幅提升。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校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
能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三（5）班学生在进行语文跨
学科项目式学习《金秋时节》时，通过智能学伴“井小
山”的帮助，跨越时空与白居易对话，深入领略了
古诗词的内涵和魅力。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学习
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

井冈山小学的“智慧+智能”作业体系，不仅减
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还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
未来素养。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得到了学生和家长
的广泛好评，而且“从孩子的眼睛里能看到对生活
的热爱，对成长的期盼，对知识的孜孜以求。”该校
四年级学生家长陈女士说。（向洁 王雯婷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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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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王思思 陈玲）“快
看！这是我用收集的落花拼成的《春晓》诗画！”4月21日，
恰逢第56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青山区钢城第十一小学
创意手工作品展在校园内火热开展。学生们发挥无限奇
思，用收集来的各类自然素材创作粘贴画、书签，赋予这些
落花枯枝新的生命。

活动伊始，同学们纷纷化身“自然收藏家”，开启了一场特
别的收集之旅。他们在公园、校园、小区各处细心搜集飘落的
花瓣、树叶、枯枝等材料，将春天的“碎片”一一收入囊中。

展架前，201 班袁辰悦向同学们分享起自己的创作心
得。“我用深浅不一的花瓣拼出《春晓》的画面，再用画笔描绘

出雨丝和枝头的小鸟，夜雨落花的场景就在纸上活起来了。”
204班郭馨怡的作品更“绝”，引得围观同学们啧啧赞

叹。梧桐叶变远山，松针当麦苗，树枝搭的篱笆上还特意
留着粗糙树皮。“这样才有泥土味儿！”

“原来我们身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落叶、落花，可以做
成这么精美的粘贴画、书签。只要我们发挥创意，就能将
它们变废为宝！”604班谢陈峨眉点头称赞道。

该校副校长徐媛媛说，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将劳动、艺
术与自然巧妙融合的有益探索，更是对环保、绿色理念的生
动践行。孩子们与自然亲密对话，热爱自然成为孩子们的
情感底色，生态保护意识如种子般在孩子们心中萌发。

校长说

小学生用花朵作画留住春天

肖娜，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航天龙城小学校长，湖北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武汉市先进女教职工，黄陂区优秀共产党员。校长名片：

当晨光洒向宽敞的校园大

门，我总在尽力捕捉孩子们那些

稍纵即逝的成长瞬间——进入校

园时表情是不是轻松的？参与劳

动时是不是愉悦的？课间活动时

是不是快乐又守规则的？吃饭时

是不是每个菜都喜欢的？见到老

师时是不是微笑打招呼的？

这些看似零散的日常片段，

恰似春雨浸润的种子，在时光的

褶皱里酝酿着生命拔节的痕迹。

教育从来不是宏大叙事，而是由

无数个“今天”串联而成的成长链

条，每个平凡的日子都在编织独

特的生命密码，每个平凡的日子

都将影响终身成长与生命质量。

▷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航天
龙城小学校长肖娜和学生在一起。

乘坐火箭升空 驾驶“蛟龙”入海

“书香+科技”点燃孩子阅读热情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

陈舒曼 邓黎）4月21日上午，江汉
区盼盼幼儿园上演了一场“阅科技”
主题展示秀，孩子们登台演绎科技
绘本精彩情节。

“三、二、一，发射！”展示现场，
视频中的火箭模型底部喷出“火
焰”，缓缓升起。绘本《中国高度》展
示组的孩子们十分认真，仿佛真在
太空中执行任务。灯光变暗，舞台
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蛟龙号”潜水器
模型。萌娃们穿着“潜水服”，有的
在操作控制台，有的在观察仪表盘，
脸上露出专注而紧张的表情，生动
演绎绘本《中国深度》。

阅读过《中国跨度》后，孩子们
对建筑有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戴着
安全帽，手拿工具登台，模拟建造桥

梁和高楼的场景。模型搭建完成
后，孩子们自豪地介绍：“这是港珠
澳大桥，它像一条巨龙横跨在海面
上，连接着香港、珠海和澳门；这是
高楼大厦，它们拔地而起，展现了中
国建筑的伟大跨度。”

这场“阅科技”展示是盼盼幼儿
园“书香月”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一
个多月的活动期间，幼儿园开展了
语音书签漂流、21 天阅读打卡、家
长进课堂等活动，还打造了“阅科
技”互动区，激发幼儿对阅读的兴
趣，培养科学探索精神。

“书香启智，让我们在文字中吸
取成长的力量；科技逐梦，为我们打
开探索未知的大门。”盼盼幼儿园园
长罗丹希望，阅读节的每一个活动，
都能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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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成长
就是帮助孩子过好每一天

井冈山小学每周三“无作业日”

“智慧+智能”解锁学生喜爱的作业体系

■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航天龙城小学校长 肖娜

帮助学生从“自然人”学会做“社会人”

自然人是指生命属性，包括安全、卫生、健康等生
命基础；社会人则是指生存属性，包括文明、合作、规范
等素养品质。

为帮助学生从“自然人”学会做“社会人”，我们给
学生一日生活制定了流程、目标与规则。即“日行六
有”——安全有责、卫生有益、两操有范、用餐有节、文
明有礼、路队有序。

“安全有责”倡导孩子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要有高
度的安全意识，懂得自助自救，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从
上学、晨检到课堂、课间直至放学，每一个时空都要保
证自身安全，并有关注伙伴安全的意识。“卫生有益”倡
导讲究个人卫生、爱护环境，保持教室及公共区域的干
净整洁。“两操有范”倡导课间操和眼保健操认真参与，
体育运动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眼保健操是保护视
力的有效办法。“用餐有节”倡导餐前洗手、区域卫生、
餐中不语和营养均衡。“文明有礼”倡导孩子自信大方、
尊敬师长，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着装整洁、举止文雅，
不乱扔垃圾、不影响他人等。“路队有序”倡导列队快静
齐，安全有序讲规矩。“日行六有”从安全、卫生、健康自
然属性入手到文明、合作、友爱社会素养提升，体现出
我们在一日生活中对培养健全人格的擘画引导。

帮助学生巩固“爱学、会玩、好习惯”

每天的校园生活同样的作息、同样的课程，看似简
单的重复，实则各有不一。“今天食堂出了一道新菜：糖
醋里脊可好吃了！”“今天的足球赛输了，但我们班的精
神不能倒，接下来还有体操比赛和篮球赛呢！”“咱们老
师地里的莴苣长高了，中午一起再去浇浇水吧”“今天
的数学达人赛我获得了第一名，真开心！”在重复的日
子里，我们努力帮学生保持住好奇心、挑战会玩新项
目、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保护孩子“爱学”的天性，让他们保持并持续焕发

求知学习的欲望，保持对事物、伦理的好奇心，是一个
人最为良好的状态。在我们的校园，我们把“喜不喜欢
老师，喜不喜欢上你的课”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把尺
子，就是为“保护、激发与维持”孩子对于上课、对于学
习、对于探究问题的兴趣而设。

爱学是一种状态，不仅是小学生，而是一个人一辈
子要保持的状态，这也正是一个健全的生命伸展的健
康之态。我们要对孩子多鼓励多肯定，积极保护孩子
爱学的内驱力。一是要营造一个适宜的，促进学生自
主学习、自主锻炼、自主成长的“生态环境”；二是给予
孩子伙伴式的关怀、友爱和陪伴。

航天龙城小学“阳光+”育人理念中的“会玩”指的
是什么呢？是指在其“贪玩”的天性上顺势利导，给予
玩的内容和方法上的引导。

比如运动之玩，音乐、美术等艺术之玩，都是有修
养的“玩”，古人所言“琴棋书画”也都是在怡养性情的
玩、有品有位的“玩”中，在有意义有价值有品位的玩中
提升境界，体悟人生。

让禀赋不同、爱好不同的学生在有差异的玩法中
获得成绩获得肯定，在拼搏的同时体会到玩的乐趣、提
升合作能力、锤炼意志品质。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
方面讲，只需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用我们自
己的话说，就是“好习惯是学生第一成绩”。我们给新
生制定“听、说、读、写、看、坐、立、走、吃、睡、做、备”十
二字行为规范。

对全体学生从生活、学习、交往、安全四个方面，进
行习惯素养的训练，包括：如何整理书包、如何清理抽
屉、如何与同伴合作、如何对学习进行归纳复习、如何
安全自护、学会拒绝、学会帮助、学会自学、学会倾听及
安全行为的好习惯等。

良好习惯的培养是学校一切教育工作的基石，是
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学生未来生命质量的温度计。

帮助学生体验每一次成就感

当代教育家李希贵提出：学生成长的逻辑是持续
兴趣+适切挑战+成就感。

持续兴趣是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的课堂立
足通过保护学生好奇心和自主选择权来激发学生的持
续兴趣。比如，社团课程的“选课制”、阅读课程的自主
选择阅读，大课间的游戏自编自选，学科课堂设计的多
样选择等。

适切挑战是成长的阶梯与路径，适切遵循“最近发
展区”理论，比如分层教学和动态目标调整等教学设
计，任务的难度略高于学生的现有水平，但通过脚手架
支持使其“跳一跳就够得着”。比如，我校五年级的数
学课程分为3个层级，学生根据能力可选择适合自己的
挑战层级，以保持学习张力。跳绳的难度分为五级，达
到某一级别后，学生可选择晋级或跳级，有些学生甚至
可以快速跨越到最高级。

成就感是正向反馈的闭环。成就感通过即时反馈
和成果可见化来实现，比如我校的“六一”活动会让学
生自主策划主题与形式，他们通过策划年级活动、参
与项目研究等方式获得“被需要感”和“价值感”。真
正的成就感不是分数排名，而是学生看到自己对他
人、对校园生活的真实影响。再比如，在课程设计中，
我们倡导“表现性评价”，即让学生通过作品展示、项目
答辩等形式获得即时反馈，形成“努力—成果—激励”
的良性循环。

一天生活中的成就感可能是一节课上的顺利晋
级、一次答辩获胜、独立完成了一张思维导图、班级卫
生提升了精细度、小岗位履职更有力度、对名著人物的
理解更深刻更立体、动力小车又加大了马力、获得一张
换座位卡或免作业卡……

在时光的长河里，每个教育者都是摆渡人，既要有
静待花开的从容，更要具备解读年轮的智慧。当我们
将显微镜对准教育的毛细血管，那些看似平常的画面
与事件，都映照出我们教育方法的科学或笨拙。这或
许正是教育最本真的样态——在无数个“今天”的叠加
中，获得健康、积累知识、懂得责任、储备幸福，让生命
向着未来无限伸展。

长江日报讯 汉阳区玫瑰园润
泽小学启用“润泽悠然圃”劳动实践
基地，将四块种植田划分给不同年
级，让孩子们全程参与蔬菜种植。
近日，老师们发现，一些学生挑食、
浪费的习惯正在悄然改变。

老师们观察发现，学生大多不
爱吃青菜。为此，学校推出“田间到
舌尖”的实践课程，让学生在劳动中
爱上绿色蔬菜。学校为每个班级分
发小白菜、上海青等种子及劳动工
具，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松土、挖
坑、播种、覆土、浇水。四年级袁鹏
俊蹲在地边：“原来红苋菜的叶子这
么漂亮，煮熟后汤都是红色的，好像
魔法！”三年级的冯诗童为上海青浇

水，擦着汗感叹道：“食堂阿姨每天
要洗这么多菜吗？我光是浇水就累
得胳膊酸了。”

蔬菜日渐茁壮，学生的餐盘也
悄然改变：蔬菜摄入量提升了，餐盘
浪费现象减少了。午餐时间，一年
级鲍皓宸同学把满满一碗青菜吃
完，“种菜不容易，不能浪费！”

“土地是最生动的课堂，亲历生
长方知食物珍贵。”学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黄娟说，“五一不仅是假期，
更是劳动教育的契机。当孩子们捧
着亲手种植的蔬菜，骄傲地说‘这是
我的劳动成果’时，挑食与浪费已悄
然远去。”

（杨幸慈 刘魏琦）

校园评选“最美教室”

每个角落都是青春“立体日记”
长江日报讯 教室承载着梦想

的萌芽、友谊的绽放，更见证着少年
们成长的足迹。近日，武汉市第十
四中学 2025 年“最美教室”评选活
动落幕。经过师生们的精心装扮，
每一间教室都化身为青春的“立体
日记”。

推开教室的门，走廊便成了班
级的“创意长廊”。各班门口风格迥
异的设计，如同一幅幅灵动的青春
画卷：绿植舒展枝叶，鱼缸中游弋的
小生灵点缀其间，墙壁上贴满学生
的笑脸照片，记录着成长的点点滴
滴。有的班级用彩绘黑板报描绘班
级口号，有的班级以手作模型展现
学科特色，更有班级将“心愿墙”搬
到走廊，邀请师生写下对未来的期
许。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既是班级
文化的缩影，更是青春活力的无声

宣言。教室墙面“梦想清单区”上，
工整或张扬的字迹写满对未来的憧
憬；“优秀作业展”中，一笔一画凝聚
着专注与努力；“照片墙”上，运动会
上的呐喊、文艺汇演的灵动、集体出
游的笑颜，每一帧都是青春的记忆。

窗边的“心灵角落”是此次评选
的亮点。绿植环绕的“心理角”旁，

“情绪罐”里装满学生的手写纸条：
“月考压力大，但我会加油！”“希望
明年能考上理想的大学！”……阳光
透过纱帘洒落，香蕉挂饰随风轻摇，
仿佛在说：“慢慢来，没关系。”有些
班级的心理角还增设“解忧信箱”，
由心理委员定期回复，成为同学们
倾诉烦恼的“树洞”。一位学生留言
道：“每次坐在这里，就像被轻轻拥
抱，重新充满力量。”

（杨戈砂 杨枫）

“田间到舌尖”实践出真知

校园菜地让挑食孩子变“光盘侠”

动手感受劳动的乐趣

小学生自己种薄荷制花露水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
员王晶）4 月，薄荷、金银花等植物
进入采摘季节。近日，青山区钢城
第十三小学校园里，学生们摘下去
年亲手种植的花朵，自制花露水，在
实践中感受劳动的乐趣。

科学课老师万晓红介绍，去年春
天，学校在后院科普小农场开辟出种
植区域，学生们种下薄荷和金银花这
两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经过一年多
的精心呵护长势喜人，金银花在今年
春天开满了枝头。看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大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眼下采摘的时机到了，孩子们
兴奋地走进种植园，在老师的指导
下，轻轻剪下叶片和花朵，洗净、晾
干，放入容器中，加入酒精浸泡。老
师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提取植物有

效成分的原理，让大家在动手实践
的同时，学到有趣的科学知识。

经过一段时间浸泡，过滤出的
液体香气四溢，再加入适量的蒸馏
水稀释，一瓶瓶纯天然的花露水便
诞生了。“自己做的花露水，味道好
闻，还能驱蚊，特别有成就感！”王天
宇开心地说。这些自制花露水不仅
成为孩子们夏日驱蚊的小帮手，还
被当作礼物送给了其他班级，传递
着劳动的快乐与收获的喜悦。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魏建刚
说：“亲身参与植物种植、培育和产
品制作的全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的
劳动技能和实践能力，还激发了他们
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学校将继续开
展此类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
的活动中亲近自然、热爱劳动。”学生们在操场上愉快玩耍。

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花露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