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携手学生 情暖田洋老人

� � �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弘扬“尊老、敬老、
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奉献、友爱、
互助”的精神， 日前，缙云县实验小学的党员
们携手部分学生以及家长代表， 驱车前往缙云
溶江乡田洋村， 看望田洋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的老人们。

面对着远道而来的关怀， 面对着朝气蓬勃
的孩子， 每位老人都十分感动， 对党员们送来
的慰问品和孩子们书写的春联赞不绝口。 整个
院子里，到处都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气氛。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赵恢 杜益杰

“送教”活动 均衡城乡发展

� � � �为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2 月 20
日， 龙泉市绿谷教育集团音乐学科教研组走进
河村校区，进行“送教”活动，河村校区校长徐
建东带领校区老师参加了活动。

当天的“送教”活动中，蔡雨菲老师执教了
三年级《摇船调》一课，毛娅妮老师执教了五年
级的《雪花带来冬天的梦》一课。 精彩的课堂展
示之后， 音乐组成员对两位老师的音乐课进行
了研讨和交流，充分肯定了两位老师的创新和
有趣的课堂教学， 也根据课堂上的一些不足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许东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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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葫芦妆点校园 让学生在百桑园里养蚕
打造“一校一特色” 这些学校亮点纷呈

■学校新闻速递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叶艳景 马媛媛 章媚

遂昌县梅溪小学：
一幅幅葫芦画扮靓整个校园

“看，这是我画的葫芦！ ”近日，遂昌县梅溪小
学校园内， 随处可见的葫芦把整个校园妆点得格
外热闹。“1395 名学生，就有 1395 个葫芦。”副校长
王静是学校的一名美术老师， 从她那里我们得知
这些葫芦不仅是学生亲手绘制的， 还是学生亲自
栽培的。

据了解，早在今年 3 月，学校就在教学楼前的
葫芦架下撒下了 50 多颗的葫芦籽，同时给全校学
生分发了回家种植的葫芦籽， 让学生们亲身体验
种葫芦、养葫芦、收葫芦的全过程。10 月，校园内外
纷纷迎来了葫芦采摘季， 学校自创的《葫芦上的

“视”界》校本课程也正式开始了教学、打磨和绘制
阶段。

围绕遂昌县教育局“一校一特色”德育品牌创
建“五行德育”要求，《葫芦上的“视”界》校本课程
涵盖传承红色文化、 践行耕读立身、 传承慈孝文
化、 践行绿色生活、 弘扬乡土文化等五个创作主
题。 美术组的老师们带领全校学生通过打磨、清洁
等多道工序，一步一步制作出创作用的葫芦胚，之
后采取线描画葫芦、浅雕葫芦、电烙葫芦、国画葫
芦、书法葫芦、创意葫芦等方式创作展示出许多件
精美艺术品。

“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福禄’两字，葫芦的
谐音就是‘福禄’。 ”“这个葫芦用线描的方式画
了一个中国地图” ……王静小心地拿起一个又
一个葫芦解说着表面的图案。“它不像工厂的大
批生产，每一个葫芦画都是有温度、有思想的，
根据葫芦的形状、质地、大小，创作出独一无二
的葫芦画。 ”

莲都区天宁小学：
开辟桑树园让学生来养蚕

在校园里种植一大片的桑树， 是莲都区天宁小
学科学老师心中的梦想。 从 2014 年开始，天宁小学
就进行了百桑园的构想和建设， 在校园的西南角绿
化地带种植了约 100 棵果桑幼苗。 由于幼苗弱小和
土地贫瘠等原因，培育效果并不理想，成活的只有 30
多棵。 今年 2月，天宁小学再次购买了 100棵四年到
五年龄的桑树苗， 并将原来的绿化种植地进一步扩
大，目前百桑园里的桑树约 130棵，长势喜人。

结合百桑园的建设，天宁小学科学组多次开展
丰富多彩的养蚕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生命丰富的
形态变化，让学生们在体验养蚕的酸甜苦辣中发现
人生真谛。 学生收获的不仅是蚕宝宝形态变化的知
识， 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亲近与珍爱生命的情感、认
真与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持之
以恒的毅力。 此外，学校还将进行室内养蚕场所的
建设，引导学生加深了解中国养蚕抽丝历史对人类
服饰的贡献，感受中华古蚕桑文化的灿烂。

天宁小学双黄校区有将近一亩的劳动基地，从
一年级入学起就开辟班级学生劳动基地。 现今，学校
根据双黄这个地域内种植皇菊的特色， 学校的劳动
基地引入了皇菊花苗，开始大量种植皇菊，并由师生
们亲自种植、采摘、烘制、包装，同时学校还引入食用
茉莉和食用玫瑰进行种植。 为此学校开设了三养花
茶课程，分别是《养身皇菊》《养颜玫瑰》《养心茉莉》。
为了增强学生浓厚的兴趣， 学校还对种植出的花茶
进行精美包装，并且设计了商标和 logo，取名为“篱下
花茶”，其寓意来自于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 每一位来校的客人，学生都会送上一罐
由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花茶。 目前，该拓展课程在实
施的过程中，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三笔字竞赛 提升教师的小舞台

� � � �日前， 莲都区水东小学丽新校区举行了校
本研修“三笔字”竞赛活动。

当天的竞赛活动要求限时间限内容， 挑选
两首描绘冬天的诗句和“福”字。 要求所有老师
先进行硬笔书法比赛， 之后再分批在教室和多
功能室进行粉笔字和毛笔字比赛， 最后由评委
组现场进行打分评比。 周伟平老师、李婷老师、
余庆老师分别获得硬笔、 粉笔、 毛笔比赛的一
等奖。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盛洁

阅读提示

办学特色就像是学校的一张名片，是学校的“灵魂”。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市各中小学
校发展进入了“一校一品一特色”的个性化时代，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重视学生的全
面发展”的思想指引下，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浓厚氛围 。

足球培训课 新教师第一堂课
� � � �要用脚背去传球……不要着急， 慢慢来。
近日，莲都区培红幼儿园的专职足球教练黄希
烨，从传球、颠球、射门等方面对新教师进行了
足球技能培训。 场地训练后，黄教练还为全体
教师进行了以《足球游戏化教学策略》为主题
的微讲座， 希望教师们在日常的足球训练课
中，要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激发幼儿对足球
的兴趣。 通讯员 吴旭勇 张卉

央视栏目组到庆元这所学校拍摄廊桥文化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董宝荣

本报讯 12 月 23 日下午， 庆元县江滨小学迎
来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栏目摄制
组的编导、记者，他们来学校现场拍摄学生是如何
搭建廊桥模型的。

拍摄现场， 孩子们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胡淼
师傅的指导下，兴趣盎然地用木条搭建廊桥模型。
面对孩子们娴熟的动作、精湛的技艺、丰富的想象
和口若悬河的回答与介绍，编导、记者们不时地竖
起大拇指，连连称赞说：“你们真了不起，真不愧为
中国廊桥之乡的好孩子！ ”

在拍摄过程中，学校副校长胡利荣简要地介绍
了学校的概况、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工作举措、工
作实绩和学校的发展前景等，编导、记者们对学校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庆元虽然山高
路远，但学校的办学理念并不比北京落后，学校也
很漂亮。 尤其是学校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大力
弘扬“勤劳、服务、合作”的古廊桥精神，深入开展廊
桥文化教育，以桥育人，让学生享用终身。

在参观廊桥博物馆时，编导、记者们被展厅专
柜中展出的江滨小学学生制作的精致的廊桥模型
所吸引。 他们在惊叹作品蕴含着浓郁地方文化特色
的同时，更赞叹孩子们的心灵手巧。

教师办公室美化 请学生当评委

� � � �为了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日前，莲都
区囿山小学工会举行了教师办公室美化评比活
动。 评比活动中，老师们别出心裁美化办公室，
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的办公室贴上了充满爱的教育格言，时
刻提醒教师何为教育的真谛； 有的办公室摆放
植物盆栽， 增添了无限绿意和勃勃生机……评
比中， 各个办公室展现的独特创意、 文化内涵
等得到学生评委们的啧啧赞叹！

通讯员 曾丽蔚 周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