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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教研

同心共育莲小之“莲”
莲都区莲都小学 何朝霞

� � � � 创办于 2002 年秋的莲都区莲都小学与市政府
所在地“莲都”同名，寄托着社会各界的殷切希望。
2013 年 8 月，我作为第三任校长，走进了莲都小学，
也开始了长达 6 年的莲小之育。

聚力打造显性的“莲”

来到莲小后， 我便思考该从哪里入手推进学校
的进一步发展。

开学后不久， 时任莲都小学副校长的雷美芬捧
着《莲都小学“莲文化”设计方案》的文案走进我的办
公室。 仔细推敲，莲都小学在“莲”字上做文章的确存
在许多精妙之处， 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校名上的一
个字，关键还在于这“莲”“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正
是我们教育人所应具备的精神。

经过领导、专家的答辩论证后，在“莲文化”规划
蓝图的指引下， 我们坚定地朝着大目标开启了分步
实施小步走的校园“莲文化”建设工程。

首先提炼校训。“莲”的精神核心是“洁”，我们抱
着文化建设的设想稿， 四处请教丽水的文化大咖反
复推敲，最后锁定了“尚洁、求真”四个字。 以此训诫
全体莲小人简简单单做教育，扎扎实实求发展。

接着开始做文化墙，文化墙是“莲文化”的精神
墙，总结并阐述为：“言芳行洁师古人，白玉不肯污纤
尘。 师之德，生之品，洁为上：师者，修身洁行；生者，
言芳行洁。 尚洁教育之本，乃求真知、做真人也。 ”

如今， 这幅充满文化气息的文化墙当仁不让地
成了我们学校的文化精髓。

2016 年，莲都小学被确定为首批美丽学校建设试
点校，我们就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了深度创建。我们结合
学校特色确定“莲”文化主色调为墨绿色和浅灰色。 文
化厅墙裙确定为灰色，文化厅墙面呈现四个板块内容：
一是办学目标；二是文明校园建设四条路径；三是校歌
及释义；四是教师团队形象及学校活动展示。一楼文化
长廊命名为“莲花大道”，连廊西侧竖一排笑脸墙，笑脸
墙设计主旨为让每一个孩子都出彩： 优秀的孩子可以
上墙， 有进步的孩子可以上墙， 品德好的孩子可以上
墙，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上墙。 总而言之，只要你足够
努力，就有机会上笑脸墙。 莲花大道上方作为榜样窗，
悬挂展示最美十佳教师和十佳好少年。

2018 年 4 月，校园操场旁种上了亭亭玉立的莲。
三十六口大缸里培植的莲花一到五月便摇曳生姿。

文化如水，方能润物无声；莲在眼中，才会根植
到心中。 走进莲小，教室内外、门口长廊上、楼层通道

上、操场围墙上、天花板上，地面上……目之所及，随处
可见莲的身影。

用最少的钱做最美的校园文化， 莲都小学的校园
文化得到了来访领导、 专家、 家长的高度认同。 2017
年，莲都小学被丽水市政府命名为首批最美文明校园，
这是对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最大褒奖。

同心共育心中的“莲”

如果说显性文化的打造能起到润物无声的效应，
那么隐形文化的打造则是校园文化能否做出学校灵魂
的关键所在。 莲都小学的校园文化艺术周就是集中彰
显校园隐形文化的一个舞台。

文化周是莲小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她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莲声诗韵”。 为了参加这个盛会，热心的家
长会早早便开始准备，一件件关于莲的手工作品、书法
作品、摄影作品送到学校美术室，能把一个美术教室塞
得满满当当。 文化周展演过后会有一个现场展卖环节，
这些捐赠上来的作品会被班级、家长、老师们拍走，拍卖
所得成立“莲基金”，用以帮助校内外贫困家庭的孩子。

至今为止，“莲声诗韵” 文化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
届，“莲基金”也从第一届的一万多元提高到了第四
届的四万多元。

校刊也取名《莲声诗韵》，她与特色课程相结合，更与
文化相契合。分别为莲之赋、莲之韵、莲之风、莲之硕四个篇
章。 用来展示学生、老师、学校一年来取得的各种成果。

依托莲文化创建， 学校的党建工作也开展得有声
有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莲”与“廉”，
音同义也同，其精神核心皆为“洁”，做好“莲”的文章，
“廉”就蕴含其中。 学校引领教师们开展画莲、唱莲、诵
莲、写莲等文化类活动；开展了廉政文化征文活动，鼓
励教师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

作为撤地设市后莲都区创办的第一所公办小学，
“莲都”与“莲小”，“莲小”与“莲”似乎天生就有着某种血
缘般的关系。 亭亭净植的“莲”跟莲都小学的办学目标
“言芳行洁 和雅康健” 有着太多的文化气质上的契合，
“莲”成为了莲小不二的文化精神“代言人”。

同心共育莲小之“莲”。 近几年来，我们学校办学
取得了质的飞跃， 社会美誉度不断提高。 学校先后荣
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足球特色学校”“浙江省书香
校园”“浙江省健康促进银牌学校”“丽水市最美文明
校园” 等诸多荣誉，我个人也荣获“莲都区优秀校长”
的荣誉。 这些沉甸甸的奖牌， 无一不凝结着全体莲小
人的聚力拼搏和不懈努力。

� � �浅谈音乐课堂的
聆听教学

莲都区联城小学 梁陈妙

� � �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在生动、多样的音乐实际活
动中， 学生主要通过听觉活动感觉与体验音乐。 如
今，在唱歌教学中运用的教学模式非常丰富，但是
教学效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主要成因
在于教学中我们忽视了“音乐思维通过聆听进行”
这一最本真的特点。

课堂教学实践

1、用心去聆听。 例如《郊游》，这首歌曲旋律
欢快、 活泼、 易上口， 表达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 教师要为聆听音乐营造气氛，可以在导入时播
放一些美丽的图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教师也要关
注音乐的各种特点和音乐的表现要素， 慢慢地培养
学生的聆听习惯。

2、用情去演唱。 《幸福拍手歌》这首歌曲乐句
的句尾都是三拍结束而起拍都是弱拍开始，节奏是
附点八分音符， 然而要让学生掌握歌曲旋律， 死记
硬教，学生是很难领会歌曲音律的。 在聆听过程中，
首先要熟悉歌曲的旋律和节奏， 在学唱过程中，才
能更好准确地演唱。 这节课，学习附点八分音符，我
以节奏为切入点， 试图让学生拍手节奏进行伴奏，
让学生在节奏的伴奏体验活动中参与音乐的聆听活
动， 这样既能唱准节奏又是对于附点节奏的难点突
破。

3、 聆听音乐的教学。 根据上述目标， 在音乐
聆听环节我设计了三个步骤。 第一次聆听体验，我
选择了打击乐器作为辅助教学， 配合着歌曲的节
奏，让学生更好聆听出附点八分音符的节奏。 第二
次鼓励孩子用拍腿拍手的方式和我一起随伴奏音乐
来尝试拍击。 第三次邀请孩子上来和着音乐演奏
时，所有的孩子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在歌曲学唱前，我设计了形式不同的音乐，学生
通过单纯的聆听亲身参与音乐再到辨听音乐， 每一
次带着不同的问题引孩子步步深入，当进入歌曲学
唱时，就能轻松掌握了。

案例教学反思

小学音乐课堂不仅在于简单地教会学生唱几首
歌，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内
心听觉，让他们在音乐教学中学会“聆听”。

1、认真解读教材，关注音乐特点。
音乐教育，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听力，培养聆

听音乐的能力。 因此，在解读教材文本时，教师可以
多方面了解音乐作品的相关背景、 文化， 包括一些
节奏、旋律、音调和乐句等多种音乐元素，教师通过
对挖掘和音乐作品的美感， 激发学生对音乐情感的
共鸣，从而有效地促成音乐教学实践活动。

2、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
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然而我们

在计划教学活动时关心最多的是这节课我们要教什
么，很少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 因此，我们在定位教
学时，应该明确行为主体，尊重孩子的想法，以学生
的角度来设置教学目标， 给予孩子充分表现的机
会。

聆听教学的有效性策略

听觉体验是学习音乐和审美体验的基础， 但简
单的重复并不能让孩子持续聆听，我们在设计聆听
体验活动时必须关注孩子的能力水平和兴趣爱好。

1、动静结合：小学阶段的学生好奇心强、活泼
好动，安静的聆听方式会导致其注意力持续时间较
短， 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因此我们要在聆听
活动中做到动静结合、多种形式聆听。 在重复聆听
相同音乐时， 可以结合打击乐辅助、 律动、 视听结
合、听唱结合等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2、由浅入深：在听力设计活动中，应遵循孩子
们认知发展的规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初听音乐
时可以听听整体的情绪、 速度等， 在熟悉音乐后可
以听听乐句、乐段的异同，随着聆听的深入还可以
进一步剖析音乐表现的形象特点， 学生在不断深入
体验中积累音乐语汇，发展音乐的听辨能力。

3、层层递进：如案例中在旋律演唱前，先让学
生听辨乐句的节奏与旋律，再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
的聆听，再完整的演唱，这样层层铺设，学生对于全
曲旋律的演唱，最后自然就水道渠成了。

浅谈互联网对学生品德的影响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 钟徐璐

� � � �进入 21 世纪， 网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
球，不管是老人、小孩、上班族还是学生党，每个人的
生活都离不开网络，我们的小学生也一样。 他们也早
早开始通过网络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但是网络是把双
刃剑，用得好，它可能是一种交流、学习的工具，用得
不好就可能成为小学生身心健康的杀手。 但是小学生
由于年龄小，判断是非能力弱，身心发展还尚未成熟，因
此也最容易受到网络上不良信息的侵害，常持以往便会
对小学生的品德形成较大的影响。

学生上网情况调查

笔者曾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某校 5 年级段学生
的上网情况进行过调查。 据调查统计，参加调查的学生
90.2%有上网经历，且 32.7%的人存在经常上网的情况。
上网的地点 45.3%在家里，76.5%的人上网是进行娱乐，
仅 12.8%的学生上网是为了学习查资料。 可见，当今小
学生生活学习与网络紧密相连。 从调查上来看，学生使
用网络情况不容乐观，因此我们作为学校教师要建立健
康绿色的网络环境，引导学生正确上网，这是我们每一
位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网络对学生品德的影响

对小学生来说，网络是一种新鲜事物，生活学习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意义。 可见网络不仅能拓宽小
学生们的视野、增强交际、还能树立他们的自信。 由此
可见，网络是学生展示个性的平台，有利于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树立信心。 然而，网络以它高效、便捷的优
势，为学生带来各种积极影响的同时，又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了其负面影响。

首先是影响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网络上的信息
鱼龙混杂，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东西，同时也充斥
着各种不健康的内容。

其次导致学生道德认知的弱化：网络社会是一个
虚拟的社会， 它的管理不像现实世界的管理有据可
循，虽然国家一直在推进网络健康的立法管理，但却
一直不够完善，存在一定的漏洞。

再者导致学生道德情感的冷漠：数字化的生存方
式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 但同时也会
对人的道德和心理世界产生不良的影响。

要正确引导小学生文明上网

总之， 网络为小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
活，同时小学生网络道德问题日渐突出。 在这种背景
下， 学校的德育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急需应对之
策。 此时我们尤其需做好以下三点：

1.把握正确方向，建立特色校园网站。
2.重视网络道德，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3.开辟网络新途径，打造未成年绿色网络阵营。
可见，网络环境对小学生品德形成的影响日渐深

远，学校、社会和家庭应该予以重视，应提出有效的
对策，减少网络给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引导学生健
康、绿色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