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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松阳，万物竞发。近日，松
阳二中的师生以一场远足研学活动，
将课堂延伸至田野、茶园与山野，在
行走中践行“俭正德育，知行合一”的
教育理念。三个年级以不同主题为
轴，串联起一场融合美育、劳动教育
与校史传承的成长之旅。

在力溪村全国首家乡村连环画
艺术馆内，高一（1）班的周邵涵被一
幅《张玉娘》的连环画吸引。“以前只
在课本里听过她的故事，但这些画面
让历史‘活’了，我第一次感受到家乡

文化这么美！”她感慨道。馆内《红色
浙西南》《叶法善》等本土主题作品，
以生动的笔触展现松阳文化魅力。
带队教师陈吉媚介绍，学校将美育课
堂搬到校外，通过沉浸式体验培养学
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高二年级的师生走进大木山茶
园，化身“小茶农”学习采茶技艺。高
三的师生以“追忆校史悟初心”为口
号，踏上攀登卯山的征程。在卯山俭
公祠，学生们聆听湘湖师范的办学精
神，重温学校筚路蓝缕的办学历程。

登山途中，师生们拾级而上，以脚步
丈量信念的高度。这场远足，不仅是
体能的考验，更让高三学子在校史传
承中汲取奋进力量，为冲刺高考注入
坚定信念。

在这场春日研学活动中，师生们
用双手触摸文化脉络，用双眼见证自
然之美。松阳二中的政教处主任陈
慧红表示：“研学不是‘走过场’，而是
让知识落地生根，未来我们将深化实
践教育体系，带学生走更远的路，见
更大的世界。”

高中生 用双脚丈量成长密码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叶艳景）近日，
由浙江省外国语学院与遂昌县教师发展中心联合
主办的“小学语文 90 学时培训”在遂昌举行，全县
59名小学语文教师在为期三天的时间里，通过理论
讲座、示范课展示、实践研讨等形式，为参训教师提
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成长支持。

培训中，遂昌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黄晓伟以《在
思辨中实现人生蝶变》为题，从跳出教育看教育、教
育家精神的草根实践等五个维度，强调幸福应成为
教育的目的与手段。遂昌县教师发展中心的朱溯君
以《西游记》《浮士德》等经典作品为例，解析个人成
长的必经阶段，呼吁教育者在功利浪潮中锚定初心，
成为学生成长途中的“重要他者”。浙江外国语学院
的张寿松教授则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围绕“观念更
新、技能提升和行为改进”，指导教师如何成为“明
师”，强调品行塑造与知行合一的重要性。

活动特别安排了多堂示范课，授课教师雷丽
媛、戴菲分别执教《池子与河流》《自相矛盾》，展示
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娴熟的教学技术。省特级教
师鲍宗武对课程进行了精彩点评，并以《尊重阅读
的原理，迈向学习的深度》为题，指导教师在阅读教
学中运用情境教学的“法宝”，逐步实现“感知、理
解、表述、鉴赏”四个阶段的目标。遂昌县小学语文
教研员黄珍则以《我们奇妙的世界》为例，通过“朗
读练习”和“关键信息提炼”两个维度，展示了转变
教学生态的实践探索。课堂中，参训教师通过自主
学习、合作探究，营造出自由欢快的学习氛围。

三天的培训采用一体化设计思路，通过“学思结
合、知行合一、螺旋上升”的研修模式，为教师提供了
完整的成长闭环。学员们在导师的带领下，从理论
学习到实践研讨，逐步提升教学能力和教育理念。

遂昌小学语文老师
“充电赋能”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刘婷婷）“童声传
乡音，小娃话方言”，近日，青田县水南幼儿园举行
的方言大会在“方言对对碰”游戏中拉开帷幕，孩子
们与副园长季兴妹一起用方言介绍青田美食、青田
特产，营造孩子想说、大胆说的氛围。

在“方言讲故事”中，国家级非遗刘伯温传说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叶则东为大家带来方言版《刘伯温
传说》，一口流利的青田方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刘
伯温的传说，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

在“亲子方言乐”中，孩子们与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一起为大家表演《分果果》《两姐妹 盖麻袋》

《萤火光光》《话说青田》等经典青田方言，一句句略
显生涩的青田方言，让现场趣味盎然。活动在“方
言讲童谣”中落下帷幕，大家一起跟着主持人念《哄
妹谣》，轻松有趣的青田童谣传递着美妙的韵律，也
传递着对家乡的喜爱之情。

“方言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代表着土地
的文化特色，展示了一方风土人情，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方式，引导孩子了解方言的魅力，树立传承
文化特色的意识，争做青田方言的小小传播者！”园
长叶尚微说。

童声童语话青田
方言大会促成长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诸葛霓 方慧玲）4月
3日，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中山校区的报告厅内，
200余名男生时而惊叹连连，时而掌声阵阵。原来，一
堂青春期启蒙课正在帮助他们解锁成长的密码。

讲座以“青春成长的奇妙变化”为主线，丽水市
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柯菲菲结合丰富的临床
经验，从“生理发育关键期”“心理变化剧烈期”“社会
角色转变期”三个维度展开讲解。她通过图文并茂
的多媒体课件，详细阐释了青春期身体发育的科学
规律，对比分析了男女生的生理特征差异，并借助真
实案例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身高、体态等变化。

“当你们发现球衣突然勒肩膀，不要慌张，这是
生长突增正在敲门。”柯菲菲举起肌肉发育示意图，
瞬间化解了孩子们对体型变化的焦虑。

针对青少年常见的情绪波动、自我认知困惑等
问题，柯菲菲通过专业的讲解与正确的引导，帮助学
生正确应对情绪的调节和自信的建立。此外，她还
结合社会角色转变期的特点，强调家庭沟通、同伴支
持的重要性，鼓励学生以积极心态迎接成长挑战。

在互动环节中，柯菲菲还就孩子们关心的“如何
处理学习压力”“如何应对青春期焦虑”等提问，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一一予以解答，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注入了正能量。校长朱定远说：“医院带来的医学权
威性打破了传统说教模式，未来我们将深化医校合
作，让健康教育从‘难以启齿’变成‘科学闯关’。”

青春期启蒙课
为男生解锁成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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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具
让抽象概念触手可及

数学的抽象性常使学生陷入
理解困境，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动
态演示与即时反馈，将晦涩的数学
语言转化为可视化的探索旅程。
在《分数的初步认识》教学中，对于

“整体1”这一概念，学生理解起来
比较困难。对此，我引入了一款
智能分形工具，学生可以在平板
上随意画出线段，随意裁剪圆、长
方形等图形。当一名学生将圆形
切成大小不等的三块时，系统会在
每个方块上画上不同的颜色，并弹
出问题：这三个部分都可以称为三
分之一吗？学生试着拖动分割线
调整区域大小，结果发现，只有平
均分时才可以精确地用小数来表
示。随后，该工具切换到披萨分配

情景，要求学生将六块披萨平均分
给三个人，然后通过滑动操作验证
每人分得两块即六分之二等于三
分之一的等价关系。课后，学生利
用AI相机拍摄日常生活中的分数
实例，比如切好的苹果、折叠的彩
纸，由系统自动识别并进行评分，
让抽象的数学符号和现实生活联
系在一起。

虚拟场景
在沉浸体验中重构空间观念

几何教学中的空间想象能力
培养是长期难点，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为学生
搭建了“做数学”的创新场域。

教学《方向与位置》时，我利
用AR技术将校园转化为立体坐
标系。学生手持平板在真实环境
中行走，屏幕叠加虚拟网格与方

向标识。任务是“寻找数学宝
藏”，要求学生根据指令行动：从
操场中心点出发，向东偏北30°
方向行进20米。两名学生因选
择的参照物不同，一人以校门为
原点，一人以教学楼为原点，在相
同指令下走出不同路径。此时，
系统启动三维路径对比功能，将
两种坐标系下的运动轨迹投影到
同一空间，学生直观发现参照系
决定位置描述的核心原理。这种
虚实结合的探索，让方向与角度
的学习不再是纸面作业，而成为
解决真实问题的推理实践。

数据支持
为个性化学习铺设隐形轨道

班级教学中，学生的认知差异
往往被统一进度掩盖，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学情追踪与智能分析，为每

个学生铺设专属的学习路径。
在《运算律》的单元复习中，

智能系统从练习数据中识别出两
类典型思维模式：部分学生依赖
机械记忆，例如背诵交换律公
式。另一些学生擅长情境迁移，
例如用交换座位总数不变解释加
法交换律。针对这一发现，我设
计分层任务：前者通过数字变形
游戏理解算理，例如将算式47加
36转化为40加30再加7和6的组
合；后者则挑战用字母符号推导
乘法分配律。三个月后，原先机
械记忆的学生开始用文具店购物
的情境解释运算律，而擅长推理
的学生甚至尝试编写简易程序验
证规律。这种基于智能诊断的分
层干预，不仅让不同思维特质的
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
更让运算律从冰冷的公式升华为
可感知的数学思想。

人工智能赋能小学数学课堂的实践探索
丽水市文元学校 廖婷婷

教学前沿

人工智能的浪潮涌入教育领域，为小学数学课堂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它不仅是工具的创新，更是
教学思维的革新。在教学中，笔者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知识建构、思维发展和学习评价的全过程，
让数学学习从抽象走向具象。本文以北师大版四年级数学教材为实践载体，探讨人工智能在数学教学
中的应用。

以
春
天
为
课
本

以
自
然
为
课
堂

丽
水
师
生
﹃﹃
踏
春
踏
春
﹄﹄
忙

本
报
记
者

吕
恺

通
讯
员

周
萃

程
泽
燕

武
佳
蕾

周
瑾

人间四月，春风吹
拂，万物复苏，处处充
满着生机和乐趣。连
日来，我市各校以“春”
为课本，自然为课堂，
在春日里带着学生去
发现、去探索，去寻找
春天的足迹。

“老师快看！我找到了一朵黄
色的小花！”近日，遂昌县腾龙幼儿
园的孩子们在三溪口的春光里奔跑
嬉戏。这场名为“暖+春游记：把爱
种在春天里”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
用童真的眼睛发现了春天最美的模
样。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孩子

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徒步前往三溪口，
多样的自然景观激发了孩子们的观
察力，他们好奇地看着新芽冒出、花
朵绽放，不断提出有趣的问题，探索
欲被无限点燃。

“我要把这片树叶装进瓶子里带
回家！”大班的乐乐举着自制的“春日
感官瓶”兴奋地说，孩子们在用自己
独特的方式将春天永久留存。

“丢手绢咯！”草坪上，孩子们追
逐、嬉闹、游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园长陈妍芬表示：“此次活动不
仅是一次户外探索，更是一堂生动的
生命教育课。从艺术互动到游戏协
作，从自然观察到集体行动，萌娃们
在‘暖＋’教育理念的陪伴下，以自然
为课堂，用游戏作纽带，在春日暖阳
下滋养着心灵。”

萌娃 把爱种在春天里

春意盎然，茶香满园。近日，缙
云县新建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佑文茶
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茶活动，数
十名同学化身小茶农沉浸式体验传
统茶文化。

“采茶要选最嫩的芽叶，用指尖
轻轻向上提，不能硬拽……”在老师
的指导下，孩子们认真学习“一芽一
叶”的采摘标准。他们弯着腰，小心
翼翼地寻找合适的嫩芽，指尖轻捻，
将鲜嫩的茶青轻轻放入竹篓和竹
篮。

完成采摘后，这些茶叶经过摊
晾、杀青、揉捻、烘干等传统工艺加
工，最终制成校本课程《茶文化》的教
具。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们更直观地

了解茶叶从鲜叶到成品的制作过程。
603 班的周星灿同学感慨道：

“以前没想过茶叶是怎么来的，今天
自己采了才知道，每一片茶叶都来
之不易。”

劳动课指导教师金松爱介绍：
“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亲
近自然，了解了茶叶的制作过程，更
能让他们在劳动中培养耐心和专注
力。”

与缙云县新建小学的孩子们一
样，青田县伯温中学的茶园实践基
地，同学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体验
了一把从茶园采青、炒茶、烘茶、泡茶
的全过程。

开始采茶了，同学们小心翼翼地

伸出小手，轻轻捏住茶叶的根部，然
后迅速一掐。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
逐渐熟练地采摘，每一个动作都饱含
着对劳动的尊重与热爱。采茶后就
进入了杀青环节——就是将采回来
的茶叶倒入热锅中，双手握住茶叶，
有节奏地用力揉搓，让茶汁也慢慢渗
出。之后将揉捻好的茶叶再次放入
锅中，用小火慢慢烘干。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同学们认
真地学习炒茶的每一个步骤。炒茶
过程中，同学们时刻关注着茶叶的变
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烘焙，茶叶变得
干燥、脆爽，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同学
们兴奋不已，在体验中感受劳动的艰
辛和快乐。

中小学生 劳动基地采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