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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小学生手作绘本
在市图书馆展出

本报讯（通讯员 林卫娟）潘雨旸的《永远永远

爱你》、吴心禾的《笨狼去旅行》、刘泽楷的《小鸟和

树》、曾宇轩的《小米找妈妈》、林睿的《祖国祖国我们

爱你》……近日，在龙泉市图书馆里，绿谷教育集团

水南小学学生亲手制作的100余册绘本、40多幅绘

本海报和1个大型纸箱绘本作品正在展出，吸引了众

多市民。

本次绘本创作展览以“童真—童画”为主题，由

该校美术组的教师们经过将近一年的指导和筹备。

学生们大胆布局、发挥想象，用蜡笔画、水粉画、国

画、版画、线描画、剪纸等不同的表现形式，描绘出他

们眼中的世界、心里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林静远）今
年暑假，舟山市定海区北蝉中

心小学为学生定制了“德育五

彩接力棒”系列实践活动，让

学生亲近社会，增强主人翁意

识，同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

力。“五彩接力棒”中，每位学生

要按规定完成两个“接力棒”

项目，其他自选一个。

“绿色接力棒”是“心灵手

巧，变废为宝”活动。学生把身

边的废旧物品，通过精心设计，

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学校把

绿色环保意识和文明习惯相结

合，让学生养成文明生活的好

习惯。“红色接力棒”是“小小义

工，服务社会”活动。学生们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帮扶

对象送上温暖。“紫色接力棒”

是“做小当家，做好孩子”活

动。学生用实际行动为父母减

负，如每天一句温馨的问候、一

杯浓浓的热茶、一片整洁的小

天地、做做小当家等。同时，参

与“新区好家风”征文比赛，用

文字记录家风家训的故事。“金

色接力棒”是“阳光体育，科学

健身”活动。学生假期学会勤

锻炼，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乐

趣，做一个活泼、自信、阳光、健

康的好学生。“蓝色接力棒”则

是“诵读好书，浸润书香”活

动。学生能坚持读经典名著，

同时制作好书推荐卡和书香手

抄报。

“小京班”又上央视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斌英 吴 涛）千名师生大课

间齐做戏剧广播体操、600人在银杏树下表演……近

日，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戏曲采风》栏目组走进长兴县

小浦小学，拍摄“小京班”纪录片。他们围绕“小京班”的

诞生、成长及其成就，全方位展示这张县级文化名片。

拍摄当天，“小京班”成员们正在练习京剧唱段，

京剧已然成了他们的共同爱好。据了解，在上世纪

50年代，小浦镇方岩村是当地有名的“戏迷村”。从

2002年起，小浦小学就成立了“小京班”。该校在师

资、课程、平台等多方面下足了功夫，由最开始的兴趣

班向全校普及，再挑选出优秀学生组成校级团队“小

京班”。

“小京班”成员每周安排半天时间，分角色进行训

练。为了提高他们的水平，学校与艺术家、专业演员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请他们定期来校指导。同时，学

校鼓励师生创作唱词，编成京剧唱段，走进社区宣传。

“‘小京班’要打响名气，除了文化传承，还需创

新。”在对“小京班”的发展上，校长韦炎龙侃侃而谈。

这几年，学校把国粹文化与国学文化融合在一起，把

很多经典诗词和自创诗歌编成京剧唱段进行传唱；自

编了“京韵操”作为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了校本教材

《合韵生香》；把京剧与各种表演形式相结合，如快板、

诗朗诵等，创编了多个节目。

在国粹中享受乐趣。如今，小浦小学“小京班”已

经走过15年。学生在全国“和平杯”小票友邀请赛、

全国“小梅花奖”比赛中获奖频频。学生施洋被浙江

省昆剧团破格录取，学校也成了首批“全国少儿京剧

活动培训基地”。

□本报通讯员 张益晓

9个多月，指导102名学生发表作

文200多篇，平均每人发了两篇。这项

数据，不由得让人感叹这位指导教师的

功力。

这位很有办法的教师，名叫王秋

珍，是东阳市吴宁一中语文教师，现在

任教该校七（7）班和七（8）班两个班的

语文。学生喜欢叫她“阿秋”或“棒棒糖

老师”。凭着对写作教学的热爱、对每

一位学生的关心，她让越来越多的学生

体会到了另一种快乐：不惧作文的小窃

喜，文字变成铅字的小兴奋，首次拿到

稿费的小激动……

“初中的学习氛围有点闷，遇到了阿

秋，就有了欢笑。我第一次发表作文是

去年12月，第二次是今年5月，这两个

月，是我生命中最明媚的时光。”七（7）班

学生金雨彤说，这份相遇真美。

对不少学生来说，写作文是一件痛

苦的事，手中有笔，却无法妙笔生花。

而七（7）班学生张佳琳却梦想当个作

家，其动力来源于自己在一年内发表了

7篇文章，“是阿秋让我对写作有了越来

越大的兴趣”。

王秋珍的作文教学有何神奇之

处？据了解，为了给学生树立写作的榜

样，她和学生一起写文章，共同体会写

作的过程，并把自己写的文章读给学生

听，告诉他们自己是如何构思的。

为了让学生有事可写，她策划各种

各样的活动，使学生在写作时真正做到

有感而发。比如让学生上课，体验当教

师的滋味；翻看爷爷奶奶的老照片，写

一个故事；表演课本剧，展现自己等。

王秋珍还有一本特别的笔记本，这

是她改作文时专用的。“谁的选材特别

好，谁的开头又是老一套，谁的主题缺

少正能量，我都一一记录，供讲评课时

用。”她的工作既细致又用心，深受学生

喜欢，“有的学生基础较差，一旦发现他

的作文出现亮点，哪怕只是一句有意思

的话，我也会大张旗鼓地肯定”。她还

会送书给作文基础薄弱的学生，用独特

的方式鼓励他们。

学生陆续发表的200多篇作文中，

有不少“飞”出了东阳，“飞”出了浙江，

甚至登上了国家级报纸杂志。每一

次，有学生发表文章时，王秋珍都会让

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只要文章好，就

不愁‘嫁’，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传递

给学生的信念。”王秋珍说。因为作文

出彩，很多杂志都推出过王秋珍学生

的专版。

学生获得光环的背后，是王秋珍

无尽的付出。“发表文章对学生来说，

是一件很大很幸福的事情。也许，稿

费很少，但它带来的自我肯定和精神

上的愉悦绝对不可小视。”为此，她认

真对待每一篇学生作文，学校工作忙，

就利用空余时间，一字一句地改，从标

点、词语到句子，从材料、结构到主题，

细致入微。与此同时，她自己也笔耕

不辍，每年在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文

章300篇以上。据悉，王秋珍还是省

作家协会会员，《百花园》《散文百家》

等签约作家。

□本报见习记者 曹可可

7月 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

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观看中德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这场友谊赛

上，有一名小球员就来自义乌市廿三

里第二小学，今年14岁的足球小将

李渟英格。

从义乌市到浙江省，再到无锡、

秦皇岛、昆明的全国比赛，经过重重

选拔，李渟英格才得以成为79名小

队员中的一员。而这条足球逐梦之

路的起点，就是她曾经就读的义乌廿

三里二小。

从2010年开始，廿三里二小将

足球文化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深入

开展校园足球的各项工作，培养出一

批以李渟英格为代表的优秀足球运

动员，并先后被认定为浙江省足球布

点学校、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

定点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等。“足球不仅仅是运动，更是一

种精神，它能激发学生团队合作和竞

争的积极意识，这些都是让学生终身

受益的综合素质。”校长李国军在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走进这所农村学校的大门，平整

开阔的标准 11 人制足球场映入眼

帘，校园道路两边灯箱里都是关于足

球赛制和世界主要球队的简介，展示

窗里摆放着足球主题绘画、摄影、征

文比赛的获奖作品，教学楼前的展板

是关于校园足球的大事记。足球文

化的气息在廿三里二小无处不在。

“哪怕是对足球技术一无所知的人，

来到这里也想到球场上去踢一脚。”

分管校园足球推广的校办主任张永

平半开玩笑地说。

学校每周会专门设置一节足球

课，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足球技巧。

但更多的足球练习时间被放在了课

外，学生们以兴趣班的形式自愿参与

足球活动，在大课间、放学后等课余

时间练习。据了解，全校1600多名

学生中已有200多人正式加入兴趣

班。暑假刚刚开始，但操场上每天都

有兴趣班的学生顶着烈日在踢球。

“我们开始时的目标是：每个班

都有球队，人人都会踢球。”张永平回

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校借鉴了

足球赛事的赛制。从2012年开始，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班级联赛，利用每

天大课间40分钟的时间开展班级足

球对抗，30多个班级要进行100多场

比赛。为了班级荣誉，每个班都组织

起男女各一支球队，每位学生都能全

力练习足球，借助班级联赛的形式，

学校很快就完成了对校园足球的全

校普及和推广。

刚开始推广足球时，有些家长不

是很理解，认为这是在“不务正业”。

李国军意识到，足球推广不仅仅要面

向学生，全员参与才是应有之义。于

是，在学生们的班级联赛之外，学校

还将教职工组织起来，举行教工足球

赛。而对于工作比较繁忙的家长，学

校会在足球文化节上邀请他们与孩

子一起参与带球过杆等趣味活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家长和教师对校园

足球的支持度也越来越大，周末带着

孩子来学校踢球的家长也越来越多。

“全员推广是校园足球文化的一

方面，在此基础上挖掘和培养优秀足

球人才也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李国

军说。事实上，班级联赛不仅是全员

参与的推广活动，还是选拔优秀足球

队员的平台。在班级联赛中表现优

异的选手将有机会进入校队，获得更

专业的指导与训练。

目前，校足球队共有4支队伍，

每天40分钟的课前晨练、40分钟的

大课间训练和2小时的放学后训练

是专业训练的时间保障。球队训练

同样设置升降级制度，按照训练态

度、技术要求、行为习惯等方面对球

员评分。球队训练由总教练王万明

负责，还有 5位教练协助。王万明

曾是广东青年队的教练，有过10余

年的专业执教经验，“专业训练要有

强度，但又不能拔苗助长，要让孩子

的状态介于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之

间，我直接看他们的气色就知道训

练强度够不够”。在专业训练的帮

助下，包括李渟英格在内的16名学

生获得了市重点中学的足球特招

名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廿三里二

小在足球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义乌市

的整体环境密不可分。近年来，义乌

市积极落实“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

要求，2016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并将“普

惠性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列为十大

民生实事之一。

实话 实说.

廿三里二小：足球梦从这里起步

让学生爱上写作，这位教师有办法

北蝉中心小学推出“德育五彩接力棒”实践活动

7月2日，温岭市举行2017年青少年童玩风尚节
活动。活动设置了很多闯关游戏，有匍匐前进、过独
木桥、水上浮冰、冲关勇者等八大关卡，让学生在游
戏中享受假期的快乐。

（本报通讯员 黄晓慧 俞明德 摄）

近日，岱山
县高亭小学联合
当地派出所官兵
和医护人员开展
了夏季防溺水教
育活动。他们为
学生讲解了游泳
安全知识、防溺
水急救知识，让
学生掌握相关急
救技能。
（本报通讯员

乐佳泉 李 辰
摄）

防溺水防溺水 学急救学急救

□张淳艺

据报载，杭州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高二（12）班

班主任陈智洋，不久前晒

出了自己 2016 学年第二

学期的“成绩单”。填写

这张“成绩单”及期末评

语的，不是别人，正是高

二（12）班全体学生。

这是该校瞒着班主

任们悄悄策划的活动，杭

师大附中高一、高二共

24 个班的班主任每人都

有一份。当收到这份特

殊的成绩单，看到学生们

专门为此录制的小视频

时，班主任们又惊又喜，

有 的 当 场 就 感 动 得 哭

了。不过，在我看来，学

生给老师写评语带来的

不仅仅是惊喜和感动，还

有更多的意义。

教师教得怎么样 ，

学生最有发言权。与传

统的学生给老师打分相

比，写评语的方式更为具

象，更加有针对性。首

先，成绩单上的考核科

目，是学生们根据每位老

师的特点量身定制的，能

够真实全面地反映老师

的实际情况。其次，给老

师写评语，还可以锻炼学

生们的综合分析、归纳提

炼能力。在学生给陈智

洋写的评语中，就暗含

了一首藏头诗，让人眼

前一亮。

教育家加里宁有句名言：“教师每

天都仿佛蹲在镜子里面，外面有几百

双精锐的，富有敏感的，善于窥视你优

点和缺点的孩子的眼镜，在不断地盯

着你。”学生就是教师的一面镜子，而

学生给老师写的成绩单，就是这面镜

子投下的影像。这一方面能够带给教

师压力，时时刻刻注意为人师表，另一

方面也能给教师指明方向，促进教学

相长。比如，从成绩单上看，体育是不

少教师的弱项，学生们毫不留情地打

出了最低分。这值得教师认真反思，

许多学生不爱运动、体质差，是否或多

或少受到自己的影响？

学生给老师写成绩单，也有助于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研究表明，

带着积极情感学习的学生，比那些缺

乏热情和兴趣的学生，学得更加轻松、

迅速。让学生给老师写成绩单，把评

价教学的话语权交给学生，能够让学

生感受到尊重，增强主人翁意识，带着

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去。而学生的热情越高，学

习效果也就越好。

陶行知曾呼吁教师要向孩子学

习，“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

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

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

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

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

生”。学生给老师写成绩单，就是让教

师和学生角色互换的切实举措，教师

俯下身子倾听学生的心声，平等地与

学生互动交流，而教育教学也在不经

意间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为
这
份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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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单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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