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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建思维体系，突破考前瓶颈

从我做起，成为孩子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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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化名）是一名中班的小朋友。平时，莉
莉听话、懂事，然而，这种“懂事”，让她在集体游戏
中显得过于“安静”——对于同龄幼儿感兴趣的玩
具、游戏，她兴趣均不强烈，还时常在游戏时间坐
在自己座位上发呆。通过和她家长交流得知，莉
莉的生活非常自律，上学前听故事，放学后会去学
钢琴和小小主持人，周末的两天会参加特长班。
莉莉的妈妈很不安：“孩子很乖，但却不像一个小
孩子那么快乐，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吗？”本期“你问
我答”邀请到江汉区稚雅幼儿园心理健康教师曹
思敏，分享她对家庭教育的看法，探讨如何让“孩
子像孩子”。

通过莉莉的故事，我们发现，在孩子的心理健
康之路上，家长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看
到听话的、懂事的莉莉其实就是长期被父母高度
精神控制的结果。家长在日常的生活中，体会到
打压孩子后孩子飞速成长的“甜头”——孩子听
话，大人轻松。殊不知，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氛围
下，孩子后期会很有可能因为学习、生活的某一处
压力骤升，出现心理上的变化。如果一个孩子从
未真正得到过父母发自内心的欣赏与爱，内心未
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肯定，就像一朵长期被喂养
化肥却从未见过阳光的花，遇到天气一变，就会枯
萎。孩子的世界很小，如果家长和学校都向孩子
施压，他们很容易自卑、自责、陷入绝望。

养育一个孩子，是希望他在健康快乐的前提
下成才。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幼儿时，孩子
在和家长聊天、玩耍中建立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家长也是孩子人生之列车的驾驶员。面对三观尚
未完全形成的孩子，家长要替他们掌好方向盘，带
着这列车行驶在阳光下，并通过不断亮出“指示
灯”，让列车向正确的方向行驶。作为家长，我们
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少用嘴巴说教，多用行
动支持。

家长要平衡心态，接纳孩子的真实自我

我们是孩子的父母，更是他们最坚实的支持
者。对于孩子来说，当他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能
感受到父母的接纳，才能形成健康的自我概念。
家长要避免将爱与日常生活中孩子的表现挂钩，
少说“你不听话，我就不爱你了”之类的话，让孩子
明白“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你的成功”。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走许多“弯
路”。对于孩子的努力尝试，我们要及时肯定他在
探索之中的付出，用具体的、描述性的语言对他进
行肯定。如：“我发现你在面对困难时没有退缩，
还积极地寻找解题思路，很厉害啊！”而不要用泛
泛而谈的夸奖“你棒、你很好”这样的词语。这能
帮助孩子建立“成长型思维”，便能更加信任自己，
增加自我效能感。

从“我”做起，成为孩子的同行者

许多的家长是职场、行业上的佼佼者，在面对
孩子提出的问题时，时常会用说教、打压孩子的方
法来指导孩子，难以共情孩子的沮丧与悲观。例
如，面对连续跳绳，有时候孩子会觉得力不从心，
问家长怎样能解决时，家长第一反应是质疑、挑剔
孩子：“别人都会，你怎么不会？你每天都在干什
么？”孩子在这样长期寻求帮助的路上，得到的不
是帮助而是毫无结果的反问，长此以往形成了“习
得性无助”，越来越回避困难、自我封闭。这时候，
家长应先接纳情绪，用“这个很难，你有点着急对
吗？”等话语安慰孩子，再引导孩子解决问题。

孩子全面、健康发展离不开父母科学的、坚实
的情感支持。家长心态和行为上的同步支持通过
增进亲子关系，强化孩子的心理素质。家长要平
衡自身心态，与孩子形成融洽、和谐的亲子关系，
光有爱是不够的，家长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
教育理念、由内至外地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发挥社会力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幼儿的健康心理的发展，不仅仅是家长一方
面的战斗，我们可以积极将幼儿发展情况与幼儿园
班级教师、专职心理教师进行沟通。通过教师在园
对于幼儿、家长的有效指导减少家长由工作产生的
消极行为，帮助家长日常活动中积极养育行为产生。

现在，学校、幼儿园里都有专职的心理教师，
为孩子、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家长可
以到校进行心理咨询，在心理教师的建议下及时
调节不良情绪，从而避免或减少不良行为的产
生。同时，家长要学会接受和表达自己的负面情
绪，正确认识情绪存在的意义。完善心理健康支
持网络，更需要每个人对自我心理状态保持觉察
与接纳。唯有当心理求助不再是“非常态”，真正
的心理健康时代才会来临。

长江水袖舞出人生云锦

高中“美育出圈”助学生实现“弯道超车”
高考临近，生物学科的复习面临着两大

核心矛盾：一是有限的复习时间与繁杂的知
识内容之间的矛盾，二是提升分数的需求与
思维瓶颈之间的矛盾。许多同学因害怕遗
忘知识，不断机械重复细碎知识，虽看似有
着扎实的基础，但在答题时却容易出现“想
不起、不会用、答不全”的现象。究其根源，
是缺乏对生物学知识、思想方法及科学思维
路径的有效整合，导致对知识的迁移应用不
足，面对新情境问题便会无所适从。

为突破这一瓶颈，实现知识的全面掌握
与灵活运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分
别是构建“思维骨架”，具化核心概念，显化
思维过程。

构建“思维骨架”，贯通主干知识

高中生物学知识虽看似零散，实则有着
严谨的内在逻辑。在复习过程中，回归教材
并非简单地将基础知识再次“一轮化”，而是
从核心概念入手，通过图式构建，围绕某一
主题将主干知识有机联系起来，构建知识的

“思维骨架”。
以核心概念“稳态”为例，可以从分子水

平、细胞水平、器官水平、个体水平以及群体
水平等生命系统的不同层次对稳态的概念
进行深入理解。同时，将不同模块、不同章
节的知识有机整合，贯通主干知识，形成完
整的知识体系。构建图式的过程，既强化了
概念理解，又培养了系统分析的思维方法，
从而能提升学习能力。

具化核心概念，攻克知识难点

经历一轮复习以后，考前复习需更加注
重知识的内化和应用，即从“特殊到一般的
概括”转变为“一般到特殊的演绎”。上述关
于“稳态”的概念图仅是对知识的整理，从不
同层次理解稳态的概念，而要实现概念的迁
移与运用，还需要从某一层次将概念具象
化。将“稳态”概念从个体水平入手，此概念
应包括其定义、意义、调节机制及动态特征
等，复习时需结合具体的情境来分析人体内
环境生理状态的变化，从体温平衡、水盐平
衡、血糖平衡等角度具化稳态的调节过程及
机理，从而突破人与动物生命活动调节部分
的重难点内容，攻克知识难点。如2023 年
湖北卷第5题，以马拉松比赛为情境，比赛
中运动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出汗、脱水和呼吸
加深、加快等现象，可以从血浆pH值调节、
水盐平衡调节、神经调节等方面进行分析，
具象化核心概念“稳态”的内容，从而攻克人
体内环境调节过程的相关难点。

显化思维过程，突破长句应答

思维过程可视化，实质上是结合知识体
系，将内部思维过程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描
述，从而构建思维框架，使思维路径清晰化，
以便组织答题用语，推理并整合解决问题的
路径。这个过程可以解决学生“不会用、答不
全”的困扰，从而突破长句应答的相关题型。

目前全国卷及各省市高考生物学试题
中，实验设计、原理阐述类、原因分析类等长
句表述题占比达30%～40%，其评分标准强
调“科学术语准确、逻辑链条完整、因果关系
明确”三大要素。“科学术语准确”考查基础

知识，考前复习回归教材时，可以精选教材
段落（如黑体字、小字注释、章末小结等），实
施“三遍朗读法”，即第一遍时默读，同时将
课本上的关键词划出；第二遍时朗读，注意语
言的连贯性；第三遍时脱稿复述，注意重点内
容之间核心逻辑的准确性。“逻辑链条完整、
因果关系明确”需要学生将思维过程可视化，
建立思维图式，精准调用相关知识进行规范
表述。

如2023年湖北卷第19题第（2）小题：如
果气候变化持续加剧，雪豹种群可能会面临
______的风险，原因是______。

第一步：从题目信息入手“气候变化持
续加剧”“栖息地丧失和生境破碎化”，结合
知识体系“地理隔离会阻碍种群间的基因交
流”，分析因果逻辑关系。

第二步：构建逻辑链条，显化思维过程。
条件或原因（气候变化持续加剧）→过

程（栖息地丧失和生境破碎化程度加剧）→
结果（阻碍了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由于气候
变化的持续加剧，前一阶段出现的结果成为
引发后续变化的条件或原因（阻碍了种群间
的基因交流）→过程（近亲繁殖）→结果（种
群灭绝）

第三步：运用原因类表述模板，规范答
题。

原因分析类的答题模板：“由于______
（直接原因），导致______（中间过程），因此
______（结果/现象）。”

规范答题：雪豹种群可能面临灭绝风险
的原因是：由于气候变化使雪豹栖息地丧失
和生境破碎化程度加剧，阻碍了种群间的基
因交流，导致近亲繁殖，因此雪豹种群可能
会面临灭绝的风险。

构建“思维骨架”，贯通主干知识，使知
识体系的构建更具有逻辑性，有效解决学生

“想不起”的问题；具化核心概念，攻克知识
难点，促进概念的深化理解，实现知识的内
化及迁移应用；显化思维过程，构建逻辑链
条，有效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解决学
生“不会用”“答不全”的困扰。复习不是知
识的简单累积，而是思维能力的系统升级，
用教材知识做盾牌，用逻辑思维当利剑，同
学们定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复习效率的
最大化。 （记者覃柳玮 整理）

18名武汉高中生用《映江为云锦》舞出长江
的浩渺壮阔，在网上很“出圈”。近日，这支由武汉
市第三十九中学选送的舞蹈斩获第八届全国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舞蹈组一等奖，这是该校蝉联全国
一等奖。此外，学校还连续五年夺得湖北省黄鹤
美育节一等奖。

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25年来坚守“以
美育人，以美育心”，已悄然转型为“武汉艺术教育
标杆”学校。

百年根系滋养艺术基因

作为武汉市首批艺术特色普通高中，三十九
中自1999年开设艺术课程以来，坚持“以美育人，
以美育心”的理念，构建起“普及+特长”的双轨教
育体系。在三十九中，学校一方面面对全体学生
开设音乐欣赏课、美术欣赏课和形体课，普及审美
知识，使学生感受美的熏陶，全面培养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个性特长，组建校园合唱
队、舞蹈队、体操队等艺术团体，组织参加各级比
赛和演出，通过社会实践等形式提高艺术水平，展
示艺术才能，还从中选拔出一部分具有天分的学
生通过艺术进行“弯道超车”，实现人生理想。

近年来，学校在艺术教育领域屡创佳绩：五年
蝉联湖北省黄鹤美育节一等奖，舞蹈《禾下》《映江
为云锦》两度斩获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最高奖，
美术生三年实现从削铅笔到办画展的跨越，音乐
特长生叩开皮博迪音乐学院大门……

用舞姿书写城市诗篇

“当裙摆飞扬时，我仿佛成了江上的晨光与晚
霞。”高二学生王伊蓉说。这部由18位女生演绎的
获奖作品，将长江的万千气象凝练为舞蹈。从清
晨的薄雾氤氲到傍晚的霞光漫天，少女们用柔韧
的腰肢展现江水的律动，用翻飞的水袖勾勒云霞
的变幻。创作团队中不仅有舞蹈特长生，还有5

位零基础舞蹈爱好者。王伊蓉在老师和舞蹈特长
生们“一对一”的辅导下，用浸透汗水的舞蹈服和
青紫的膝盖，完成了从“动作笨拙”到“融入江水”
的华丽蜕变。

这样的艺术突破并非偶然。早在2022年，学
校的舞蹈《禾下》就已在全国舞台大放异彩。学生
们在地板上反复磨砺，用身体演绎禾苗破土而出
的坚韧，最终演绎出展现袁隆平“禾下乘凉梦”的
动人画卷。这两部作品的成功，折射出三十九中
的艺术教育追求：将地域文化融入创作，用真实情
感驱动艺术表达。指导老师徐颖说：“我们不是在
编排动作，而是在书写武汉儿女对母亲河、对土地
最深沉的爱。”

打造科学的培养机制

三十九中的艺术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丰硕成
果，关键在于建立了科学的培养机制。“一生一案”
个性化培养。学生要从零开始学专业，又要学文
化，时间、精力分配成难题。学校根据高中艺术生
的学习特点，系统地编写了艺术生校本课程教
材。校本课程使学生在学习时有章可循，减少了
学习活动中的很多无效环节，节约了时间，让学习
时间变得更为紧凑，学习更有效率。除此之外，为
了全力帮助学生们圆梦，学校坚持“一生一案”的
培养方式，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制定具体方案。

专业师资全程护航。学校目前现有音乐在编
教师6人，其中音乐课教师2名、声乐教师2名、钢
琴教师 1 名、舞蹈教师 1 名。多名教师荣获武昌
区第十四批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
号。学校持续开展“青蓝工程”“校长讲堂”“青
兰学堂”，组织“教学技能大赛”“教坛新秀”“一师
一优课”“班会课大赛”等，为青年教师引路子、压
担子、搭台子、架梯子，多维度推进高水平教师队
伍建设。

硬件过硬保障有力。学校近年来斥资升级校
园设施，构建“科技+人文”双翼发展格局。老学

区除教室外配备多学科功能实验室及开放式AI
创客中心；学校食堂总面积约1650平方米，可容
纳500名师生同时就餐；独立艺术教学楼内设8间
专业级音乐教室、10间多功能美术教室、可容纳
50余人的形体舞蹈室，并配置多间独立琴房。校
园每一处空间均以学生为中心设计，兼顾功能性
与美学体验，为学校特色办学提供坚实保障。

实践舞台无处不在。从校园艺术节到全国展
演，从冬奥会舞台到韩国国际文化交流大会，学校
为每个有潜力的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让美育成为终身滋养

漫步三十九中校园，艺术早已融入每个角
落。美术生设计的彩绘长廊蜿蜒伸展，音乐楼飘
出的琴声与百年银杏沙沙声共鸣，舞蹈室的落地
镜映照着梧桐叶落的轨迹。这种浸润式的美育生
态，让学生们受益匪浅，让美成为终身的滋养——
摄影社社长刘乐轩用镜头记录食堂烟火气，作品
登上《学习强国》获30万点击；毕业生徐子雯考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带领啦啦队操舞技艺继续
斩获国家级奖项……

数据显示，该校大批学生通过艺术特长之路
考入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
京电影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比数据更动人的，
是那些被艺术重塑的学生们：沉默寡言的男孩在舞
台中央绽放光芒，中考失意的女生通过画笔重拾自
信，文化课教师也在艺术熏陶中创新教学方式。

当18名女孩用《映江为云锦》舞出长江的浩
渺，当贾逸凡的油画展迎来第一批观众，当古筝的
旋律从琴房飘向皮博迪音乐学院——在三十九
中，没有“普通”的学生，只有等待闪光的星辰。首
义路的晨光，正照亮越来越广阔的舞台。

（杨枫 李步敏 常莉）

《静物组合》
武汉市楚才中学904班 韩俊熙

指导老师：杜春丽 黄凤婷

五育并举案例

《太空梦》
武汉市楚才中学903班 周俊宇

指导老师：杜春丽

“葡萄干会跳舞？这怎么可能！”
当我第一次听见老师说出这个魔法般

的实验时，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脑袋里瞬
间炸开了一串小问号。那些皱巴巴的“小老
头”葡萄干，难道偷偷学了芭蕾？这份好奇
像只小猫咪，在我心里挠啊挠，我决定亲手
揭开这个冒泡的秘密！

实验前，我摆开阵势：请出亮晶晶的玻
璃杯将军，邀请会“滋滋”唱歌的雪碧大侠，
还有圆滚滚的葡萄干士兵们列队待命。一
切就绪，科学小剧场开演啦！

我屏住呼吸，雪碧“哗啦”跳入杯中，杯
底立刻炸开一朵透明烟花！无数小气泡举
着水晶球，咕噜咕噜往上冒，仿佛在开一场
水下音乐会。我的手心直冒汗，小心脏咚咚
直跳：葡萄干士兵们，你们准备好跳水了吗？

“扑通扑通！”葡萄干们英勇入水，奇迹
发生了！它们像穿上了隐形弹簧鞋，忽上忽
下跳起水中爵士舞。瞧，这个旋转360度，
那个翻着跟头，最调皮的那颗还在吐泡泡！

我捂着嘴差点笑出声，这些穿着琥珀色舞裙
的小家伙，简直比动画片还精彩！

最神奇的是，当它们跳累了的“谢幕”时
刻——葡萄干们缓缓下沉，像坐着隐形电梯，
还依依不舍地摇晃着身体。我趴在桌上看得
入了迷，连妈妈喊吃饭都没听见。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雪碧大侠肚子里
的二氧化碳小精灵在变魔法！气泡托着葡
萄干上浮，到水面就“噗”地消失，小舞蹈家
们就乖乖坐回杯底。随着小精灵越来越少，
葡萄干也就跳不动啦。

这次实验像打开了一扇奇妙的窗户，原
来科学就藏在冒泡的雪碧里，躲在跳舞的葡
萄干中。小朋友们，快睁大发现的眼睛，生
活处处都是科学小剧场哦！

指导老师赵攀点评：这是一篇充满童趣
与探索精神的佳作。文章以清晰的结构、生
动的语言，将一次简单的科学实验描绘得妙
趣横生，让读者仿佛亲眼看见了这场水中的
芭蕾。

雪碧杯中的芭蕾舞者
江汉区红领巾精武学校三（2）班 曾胤雨

同学们表演舞蹈《映江为云锦》。

“叮铃铃——”放学铃声刚响，我就托着
下巴望向窗外。老师说宇宙是面大镜子，那
镜子的另一边会藏着什么呢？说不定有间
会走路的糖果屋！

记得上次春游去植物园，妈妈说昙花总
在夜里悄悄开放。那么在宇宙的另一边，昙
花会不会像害羞的小姑娘，专挑大白天绽开
白纱裙？要是把会发光的萤火虫和彩虹糖
相乘，会不会得到漫天霓虹味的星星？我正
想着，忽然发现天上的云朵在倒着飘，像被
谁不小心推反了方向的棉花糖。

“小妍快看！”同桌拉拉我的衣袖。顺着
她手指的方向，操场边的合欢树正在表演倒
立魔术，粉紫色的花穗朝下摇晃，像挂着一
串串小铃铛。更神奇的是，我们昨天写的观
察日记里，蚂蚁明明是排着整齐队伍搬饼干
渣，可今天它们居然踩着高跷，用触角举着
蒲公英跳伞！

最有趣的当数宇宙动物学校。昨天我
梦见自己变成小兔子，在会唱歌的蘑菇教室
上课。山羊老师教我们给云朵捏形状，小狐
狸把云朵搓成棉花糖，小鹿却把它拉成丝绸
围巾。“淅淅沥沥——”窗外突然下起彩虹雨，
我们冲出教室，发现雨水落在身上竟是甜丝
丝的，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散发着柠檬香。

“开饭啦！”妈妈的声音把我从幻想中拉
回来。我舔了舔嘴角，仿佛还能尝到云朵棉
花糖的味道。要是真能穿越到宇宙的另一
边，我一定要找到那间糖果屋，把彩虹糖味
的星星装进玻璃罐，送给总爱咳嗽的张老师
润嗓子。

指导老师赵攀点评：这篇充满童趣的
“宇宙探险”，让我们看见孩子眼中万物皆可
对话的奇妙世界。小作者用“倒立魔术”“高
跷蚂蚁”等鲜活意象，搭建起一座通往童真
王国的彩虹桥。

藏着糖果屋的宇宙另一边
江汉区红领巾精武学校三（2）班 胡心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