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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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阎进林 周群超）“504

班，加油！504 班，加油！”“耶！好球，2 分！”5 月 7 日上午，
青山区钢都小学2025年春季“恒卓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
全校共42支参赛队为争夺赛事最后的桂冠展开激烈角逐。

开幕式上，504 班和 501 班的小球员点燃现场激情，篮
板攻防、快攻上篮、巧妙传球等接连上演，展现出极强的技战
术水平。504班前锋容骏奇灵活地闪转腾挪，一个假动作成
功摆脱了防守球员，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尖锐的吱呀声。

反应迅速的后卫立刻贴身上前，双臂张开，成功断球，
迅速将球传出，队友快攻上前，其他人则及时回防，一套攻
防转换流畅而迅速。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接应者跳
起，在空中稳稳地接住球，手腕轻轻一抖，“刷”的一声，篮

球应声入网，球网也随之轻轻翻动。
赛场外，观众们的热情丝毫不输场上的球员。加油声、

呐喊声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同学们挥舞着手中的海
报，为自己班级的队伍加油助威，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一个
又一个高潮。

最终，504 班以11∶4战胜501班，赢得了开门红。504班
万泽骞同学激动地说：“我在场上是中锋，这场比赛中，我积极
拼抢，奋力拼搏，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为班级争了光！”

以运动追逐光影，以汗水丰盈童年。青山区钢都小学
校长李井年说，学校秉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五育融合的跑道上继续深耕，为学
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校长说

少年热血“篮不住”，校园篮球联赛火热开打

万菁，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小学校长，汉阳区墨水湖小学教联体负责人，湖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武汉市星星火
炬奖章获得者，武汉市优秀女职工工作者。

校长名片：

▷万菁和学生一起体验古
法造纸活动。

从“绳彩少年”到亲子跳绳

小学展示“出汗教育”新实践
长江日报讯 5 月 13 日下午，武汉

经开区三角湖小学官士墩校区举办“活
力课间 跃动童年”最美大课间展示暨
学校开放日活动，通过韵律绳操、特色
课程、亲子挑战赛等创新形式，全方位
展示体育育人成果。800 余名师生家
长共同探索五育融合教育新路径。

在一校一品《绳彩少年》韵律绳操
展示环节中，同学们伴随着出操音乐，
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地走进操场。在
郑成老师的口令指挥下，全校师生从
舒展的热身操到炫目的花样跳，从激
烈的竞速赛到柔和的拉伸操，绳影翻
飞、脚步跃动，展现出蓬勃朝气与团队
协作的力量。

一课一彩特色课程展示中，足球、
乒乓球、篮球三大特色课程的孩子们轮
番登场。他们在舞台上动作标准、技巧
娴熟，引得家长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
瞬间。最火热的环节当数“一家一情”
亲子跳绳挑战赛。36 组家庭默契配
合，在翻飞的弧线中传递亲情与信任。
场边的小计数员专注记录，加油声、欢
笑声此起彼伏。

“一班一趣”班级创享秀则将活动

推向高潮。一（4）班追风铁环挑战，同
学们勾杆炫技，歪扭与飞转齐现，童趣
笑声洒满操场。二（1）班游戏“横扫千
军”，每队两名学生手拿海绵泡沫条，
沿着队伍依次扫过，同学们勇往直前
冲破阻碍，在跳与蹲之间自由转换。
每个课间微创新都凝聚着师生智慧。
一年级“圈圈乐动体能”“两人三足赛”
童趣十足；二年级“灵动呼啦圈秀”“跃
动竹竿舞”创意满满；三、四年级“长绳
接力”“篮球活力秀”将技巧与趣味完
美融合。

“我们像重视课堂一样重视课间。
这些充满活力的大课间活动，让学生身
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力，不仅落
实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了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更培养了学
生终身运动的良好习惯。”该校校长姚
利说，此次开放日也是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创新实践，通过建立“体质监测双
测+家校共育机制”、开发“体育运动微
课资源包”，实施“学生运动处方”等举
措，构建起“校园—家庭—社区”三维健
康生态圈。

（杨幸慈 付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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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木墙到树铭牌

墨水湖畔的教育美学实践

小程序能为学生吹笛画图精准“打分”

AI进课堂让艺术教育“可测量”

■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小学校长 万菁

以“墨慧”为核
自然与人文的互文性书写

在墨水湖小学这片教育的湖泊里，我们看见每
一滴水的可能，汇聚水之灵气、墨之底蕴，为“墨慧”
教育美学生态系统奠定根基。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墨”是流动的哲学符号，既
具备东方文化神韵，又承载着“洗笔研墨”坚毅不弃
的人文精神，它是民族的、传统的文化体现。“慧”呼
应时代的智慧、信息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是国际化
视野、现代化办学的体现。“墨慧”教育美学的逻辑建
构既植根于传统，又面向未来，在守正与创新的动态
平衡中实现着润泽生命的育人目标。我们希望生长
在校园的每个人都积极向上、至真至善，同时每个人
又各有特色，互相学习、相互成长，展现属于自己的
独特光芒。这样的美学不仅仅局限于视觉表象，而
是将墨的自然特性升华为教育美学的方法论，形成

“墨中有慧、慧中有墨”的育人范式。

教育美学三重奏
空间诗学、课程哲学、行为美学

确立了“墨慧”教育美学生态系统的核心理念
后，学校从文化到行为系统设计，分步实施，用“全过
程深度浸润”的方式将空间、课程、管理演奏出三重
意蕴，展现着墨小人独特的美学追求。

把校园变成会呼吸的水墨画。我们的学校临湖
而建，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校园宛如一幅雅致的水墨
画卷，为我们的教育提供了天然的动态美学容器。
有一次，我在校园里漫步，走到墨笔长廊时，看着墙
上悬挂的师生摄影书画作品，那一幅幅徐徐展开的
卷轴，满是艺术气息；路过茶水吧，看到孩子们安静
地坐在沙发上读书，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好的
校园模样。窗外的杨梅树与散落一地的无患果相映
成趣，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像研墨池里的锦
鲤，肆意生长，演绎着四季的精彩。

学校的诗意，还藏在声音里。我们精心准备了
一套四季歌单铃声。学期中播放《苔》，那句“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用歌声传递坚韧与勇敢；放学时
播放《早点回家》，温暖的旋律陪伴师生归家。我想，
多年以后，当孩子们听到这些歌，一定会想起在学校
的美好时光。

最让我惊喜的是走廊上那面乐高积木墙。一开
始，是老师们用积木拼出卡通形象，后来有一天，我
路过时发现六年级的孩子开始用乐高拼π的数值，
而且一个星期后，“π的数值”像贪吃蛇一样越来越
长。当时我特别激动，马上让后勤团队添置更多积
木，专供孩子们创作。现在，那面墙成了孩子们思维
跃迁的见证，也让我坚信，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激发
孩子们的创造力。

让课程如水墨般自然流淌。在“墨慧”教育美学
生态系统下，我们的课程哲学遵循三大法则：晕染法
则，寓意教育润物无声；留白智慧，包容学生试错，给
予自主发展空间；水墨技法，促进学科与生活跨界、
知识与素养联结。基于此，我们打造了“墨慧”课程
体系和素养评价体系。

就拿“春晚20∶00的浪漫”课程来说，当孩子们好
奇地问“春晚为什么会在每年除夕20∶00开播”时，数
学团队的成瑞雯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关灯，用
手电筒模拟光照研究地球自转公转。孩子们分组讨
论，计算时差，发现北京位于东八区，选择20∶00开播
时，全球时区被巧妙串联，所有时区均处于同一日，全
球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同一天观看春晚迎接新
年。这堂课，将数学理性与文化浪漫完美融合，孩子
们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增强了文化自信。

还有“会说话的树铭牌”项目，小达同学在刘艳兰
老师带领下，和同学们利用AI工具研究校园植物，制作
绘本、录制视频。项目结束后，研究成果变成树铭牌
挂在校园里。小达毕业后还积极开展新项目，他说这
个项目让他收获满满，这就是我们课程的意义所在。

教育成为双向奔赴的美好。在教育焦虑盛行
的时代，我们始终坚守自然本真的教育初心。学生
们的表现也常常让我感动。“纸飞机”合唱团的小
诺，腿受伤刚做完手术，却坚持参加省级节目录
制。录制时她强忍疼痛，下台后才疼哭，但她说不能

影响团队。孩子们不仅自己成长，还展现出团结拼
搏的精神。

教育美学的时光答卷
让文化像呼吸一样自然

当师生用数学解构春晚浪漫、校园的树铭牌在
晨光中熠熠生辉、小诺坚持完成合唱演出时……文
化早已不是课本里的概念，而像呼吸一样自然融入
每一天的教育生活里。这一个个具象的成长故事，
就是教育最美的时光答卷。

作为墨水湖小学教联体牵头校、武汉市城乡结
对优质学校代表、湖北省首批示范教联体，墨水湖小
学更将教育美学如蒲公英的种子随风播种，飞越山
河，在更多的地区与学校中为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作出贡献。

墨水湖小学教联体和恩施州来凤县实验小学教
联体创办的“生活劳动家”家校共育节目大受欢迎，
吸引了 5000 余名教师、20000 余名学生与家庭热情
参与、互相点赞 5 万多次。最暖心的是两地师生成
为“云同桌”。两地孩子们的友谊展现着在文化滋养
中的教育之美，不仅各美其美，更美美与共。

美的实践必然有美的收获。学生团队参加全国
机器人、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等各类比赛获奖
700 余人次；学校培养出省荆楚好老师 1 人、市区学
带优青50余人，教师获奖及课题研究400余人次；学
校奔赴成都、银川、西安等多个省市推广示范，辐射
带动 5000 余人次；接待全国教育考察团访校学习、
举办展示活动共计 110余次；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
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对学校报道400余次。

当教育过程本身成为审美创造，当校园时空化
为美学现场，或许这就是“墨润童年慧泽人生”最诗
意的注脚。我们始终相信：真正优质的教育，就如墨
水湖一般滋养万物，润泽无声，这既是我们坚守墨水
湖畔的初心，更是献给未来教育的中国式答卷。

校园上演“教室大逃生”情景剧
童谣帮孩子们巧记避险要领

长江日报讯 近日，洪山区园林路
小学开启“童梦职旅·百业奇航”职业体
验嘉年华活动，活动以参与职业体验为
核心、以融合学科知识为载体、以探索
职业世界为主线，创设了 16 个特色职
业体验点。

“五一”假期结束后，爱劳动的热情
在园林路小学迅速升温。园林路小学
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体验嘉年华”活
动是劳动教育月的重要一部分，希望通
过丰富的体验告诉孩子们，劳动不仅是
体力的付出，更是品格的雕琢——在挥
汗如雨中学会坚韧，在协作劳动中懂得
担当，在解决问题中培育智慧。

活动现场，16 个职业体验点变身
“微缩社会”，孩子们穿上专属职业装，
秒变“职场小达人”，在模拟真实的场
景中解锁劳动技能，探寻职业世界的
无限可能。“园林家政有限公司”“园林
银行”“饱了么”“科学研究所”“中心医
院”“建筑院”“茶艺社”“AI 职业圆梦”
等体验点前人头攒动。学生们化身

“收纳师”“消防员”“育婴师”“科学家”
“快递员”“医生、护士”等职业人士，在
模拟真实的职业场景中动手实践：整
理收纳衣物、外卖包装装箱、识别各种
食材、完成心肺复苏、英语翻译、进行
科学实验……

每个体验项目均巧妙融合学科知
识与劳动技能——数学的计量换算、
语文的语言表达、科学的微实验、生命
安全的紧急救护、美术的色彩搭配、劳
动的动手能力等知识贯穿其中，让学
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对劳动价值
的认知，践行“做中学、学中做”的新课
标要求。

园林路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以职业体验为纽带，将劳动教
育与学科实践、生活应用深度融合，不
仅为学生打开职业启蒙的窗口，更通
过真实劳动场景培育责任担当与创新
精神，推动劳动教育在校园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罗旻 陈婧）

“银行”“家政”“饱了么”

小学生沉浸式体验行业百态

2024年 5月，劳动美学节

让汉阳区墨水湖小学的校园充

满活力。在劳动美学馆里，孩子

们用刺绣团扇诠释的《千里江山

图》染绿了湖光山色，劳动

SHOW用歌舞传递对劳动者的

敬意和赞美，劳动PK赛飘满粽

叶的清香，“半亩书田”农场丰收

的蔬菜更成为孩子们最生动的

“劳动勋章”。每间教室都变成

美轮美奂的劳育舞台，呈现出一

场生动立体的美学盛宴。

办学九年来，我们以“墨”传

承文化根基，以“水”促进灵动生

长，以“湖”包容个性成长，精心

构建起“墨慧”教育美学生态系

统。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上，我们

书写着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美好

篇章，奏响了属于我们的教育美

学三重奏。

长江日报讯 5月12日，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的
音乐课上，一个学生正在吹奏竖笛，教室大屏显示
AI测评界面：音准评分95分，节奏建议“注意第三小
节换气”。在隔壁的美术课堂上，美术老师手持平
板，调出一位学生的AI成长档案：“从‘色彩单一’到

‘大胆撞色’，他的进步一目了然。”在该校的音乐和
美术课堂上，人工智能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美育教学
模式，让艺术教育变得可测量、可追踪。

传统美育教学长期面临评价主观化、反馈滞后
化的困境。2022年，光谷一小率先启动AI美育测评
项目，将音乐信息检索、图像识别等前沿技术引入
课堂。音乐学科开发的“音乐星球”小程序，能对学
生演唱的音准、节奏进行毫秒级分析，学生在家练
习时也能获得专业指导。令人惊喜的是，系统上线
后学生单曲最高练习次数达70次，后台数据印证了
孩子们被点燃的学习热情。

美术课堂的变革同样显著。AI系统通过“图生
文”技术，从构图、造型、色彩等维度为学生作品生
成详细评语。五年级学生小魏在创作《戏曲人物》
时，根据 AI反馈三次修改作品，最终完美呈现了李

香君的艺术形象。美术教师徐丹感叹：“AI 不仅提
供了技法指导，更培养了学生的认同感。”更难得的
是，系统还能从儿童画作中识别“情绪表达热烈
度”，实现了技术与美育的深度融合。

这种创新测评方式坚持“过程重于结果”的理
念。在《笔的设计》课后，AI 既给出“创意维度超过
85%同龄人”的激励性评价，又提出“优化线条布局”
的专业建议。美术教师丁琪算了一笔账：“AI 每学
期为我节省 200 小时常规评画时间，让我能更专注
指导学生创作。”数据显示，采用AI测评后，85.2%的
学生达成学习目标，教师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改革成效已从课堂延伸至家庭。家长们发现，
孩子通过“音乐星球”在家练习竖笛时，系统会实时
标注吹奏错误，还能生成亲子合唱评分。一位家长动
情地说：“现在音乐成了我们最温暖的亲子活动。”

该校校长王萍认为，AI美育测评的终极目标不
是追求统一标准，而是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潜能。
未来，学校将继续完善智能评测平台，探索构建“五
育融合”的学生成长画像。

（杨枫 王璇）

吴云龙通过3D打印的地球模型向学生普及地质知识。

长江日报讯“地光闪、鸡犬惊，房
屋摇、裂缝生——同学们猜猜，这是大
自然在发什么‘脾气’？”“5·12 全国防
灾减灾日”前夕，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
二小学四（3）班迎来一位“特殊老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云龙以家长志
愿者身份走进课堂，用一场“沉浸式地
震科普课”为孩子们打开地球科学之
门。这场由家长主导的科普实践，让安
全教育走出课本，在童真提问与趣味实
验中，编织起一张守护生命的“防灾网”。

“地球像不像一枚剥了壳的煮鸡
蛋？”吴云龙以生活化比喻开启地质课
堂，将地核、地幔、地壳比作蛋黄、蛋白、
蛋壳，瞬间化解专业术语的晦涩感。为
直观呈现地震波传播原理，他请两名学
生用课桌模拟横波与纵波：一人推动桌
面模拟P波（纵波）的“推拉式震动”，另
一人左右晃动桌面展示 S 波（横波）的

“剪切式摇晃”。孩子们在“地震波对抗
赛”中恍然大悟：“原来纵波跑得快但破
坏力小，横波才是‘房屋杀手’！”

从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燃烧的东
京街头，到 2008 年汶川地震里倾斜的

“楼坚强”，再到 2025 年 3 月缅甸 7.9 级
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吴云龙用短视
频、图片向孩子们生动展示了不同级别
地震带来的灾害，讲解了地震引发的次

生灾害相关知识。
“地震的破坏性如此之大，那有没

有什么办法预测地震？”课堂上，有学生
提问。吴云龙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复
刻的东汉地动仪模型，告诉孩子们，这
是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创造的传世杰
作，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震仪。在没有
现代科技手段时，古人就靠地动仪来判
定地震发生的方向。随着科技发展进
步，我国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
监测预警系统。

“地震来了别慌张，记住‘伏地、遮
挡、手抓牢’！”吴云龙用童谣式口诀传
授避险要领，并设计“教室大逃生”情景
剧：将课桌椅变成“三角安全区”，用书
包充当“头盔”，模拟余震中撤离至操场
开阔地。

“让教育走出课本，让家长走进课
堂，让孩子们增长知识、常识和见识。”
班主任毛琳莎老师说，这种沉浸式教育
场景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有助
于孩子们拓宽视野，增长才干，提升为
人处世、应对危险的能力。

据悉，水果湖第二小学始终倡导
“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未来将邀请更
多家长走进课堂，以多元主题课程为学
生的成长注入鲜活能量，让知识跨越围
墙，让世界走进童年。

（隋尔潇）

美育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