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学
“同步课堂”上，二实

小数学老师以“曹冲称象”的典
故引入，让合陈中心小学五（2）班宗文灏误
以为自己拿错了课本——这不应该是语文
课的内容吗？“曹冲称象的故事一下就勾起
了我的兴趣，这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与
“专递课”不同，“同步课堂”则是二实小师生

和合陈中心小学师生在线同上一节
课，教学内容涵盖语、数、英、音乐、
美术等众多学科。课上，二实小老
师“以情引学、以趣促学”的教学
模式让合陈中心小学的同学们
“眼前一亮”。

“同学们
找找看，‘各’字的‘折文’偏旁在
哪里？”在《有趣的“折文”》“同步课”上，二实小语文老
师戴奇凤拿着印有含“折文”偏旁的生字卡，带领两
校同学探究“折文”偏旁在不同汉字中的变形，感受
带有“折文”的汉字的框架结构。三（1）班陈馨悦
说：“戴老师说这是‘折文’在和我们‘躲猫猫’，她
有趣的语言激发了我找‘折文’的兴趣。课后我
还翻阅字典，认识了许多带有‘折文’偏旁的汉
字。”陈馨悦以前写字总是大小不一、歪歪斜
斜，上了这堂课后，她知道了一些偏旁在汉
字的不同位置时需要变形，“掌握了这个窍
门，我写带‘折文’偏旁的字漂亮多啦！”

“线上”戴奇凤老师教课的同时，“线
下”合陈中心小学的老师也在同步进行
辅助教学。练字环节，戴老师无法亲
临现场为合陈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指

导，就由合陈中心小学的老师展开辅
导。“合陈中心小学一个班的学生比二实小少一

些，老师辅导起来反而更全面、更细致。”戴老师表示，最
后将练字作品拿出来展示比较时，合陈中心小学同学们
书写方面都进步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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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单簧管乐声欢快
跳跃，想象一下它是一只活

泼的小兔子；大管声音低沉缓慢，
像不像慢悠悠的小乌龟？”在音乐“专

递课”上，二实小音乐老师柳婷婷带领合
陈中心小学的同学们走进交响乐童话《龟
兔赛跑》，“柳老师带领我们对比了单簧管和
大管的乐声，这两种乐器交替演奏，《龟兔

赛跑》里的场景就浮现在了我们的
眼前！”三（1）班陈馨悦激

动地说。
合陈中心小

学在编教师中只有一名音
乐老师，没有美术老师。二实小

落实精准帮扶，为合陈中心小学的
同学们带来以音乐、美术课为主的“专

递课堂”。陈馨悦以前不喜欢上音乐课，
“以前学唱歌，都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唱一
句，一堂课就是反复地唱，很没意思。”
上了这堂《龟兔赛跑》，王诗涵发现音
乐竟然如此奇妙，“课上，我们还在
不同的音乐声中扮演小兔子和小

乌龟，有趣极了！”

由于美术课大
多由其他学科老师“兼职”，

合陈中心小学五（2）班王诗涵之前
很少上到“专业”美术课，“以前就是老师

用投影仪放一幅画，我们自己临摹。”在一
堂画花瓶的美术“专递课”上，二实小的老师
向同学们展示了许多花瓶的照片，清丽的青
花瓷瓶、古朴的陶罐、能折射光影的玻璃瓶
……各式各样的花瓶让王诗涵大开眼界。“欣
赏完这些美丽的花瓶，二实小的老师鼓励我
们画出各自心中最美的花瓶。”课后，同学
们充满想象力的“多样”花瓶得到了二实

小老师大大的“赞”。合陈中心小学校长
朱福林欣慰地说，艺术“专递课”激

发了乡村娃学习音乐、美术
的兴趣。

参与多
堂线上课辅助教

学后，合陈中心小学语文老
师王梅更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要以学

生为本，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学设
计。”学习二实小“以情引学、以趣促学”的教学模式，

新学期的语文课上，王老师以“扫码坐高铁”的游戏带领
同学们走进“拼音王国”，“有趣的课堂设计，调动了同学们
的积极性，课堂参与度更高了。”二实小音乐教师沈幼德
表示，给合陈中心小学的同学上“网课”，让他发现面对
不同音乐基础的孩子上课要有不同的侧重，“乡村孩
子有自己的优势，他们更贴近自然，‘接地气’的音

乐往往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二实小音乐教
师柳婷婷则表示，接下来会继续探索适

合城乡不同教育背景学生的音乐
教学模式。

10月10日，在兴化市合陈镇合陈中心小学奉献楼三楼的一间教室里，六（3）班的同学们正全神贯注盯
着墙上大屏幕，屏幕的另一端，是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音乐老师沈幼德在实时授课，“这首乐曲中,圆号模
仿了少数民族乐器牛角号的声音，描绘了边寨人民载歌载舞的场景……”沈老师带领合陈中心小学六（3）
班同学，赏析了这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音乐会上演奏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

自2023年起，兴化市教育局通过城乡互动课堂交互平台、智慧教育装备，搭建网络互动课堂等方式积极
开展城乡教育优质均衡探索。兴化二实小是兴化市中心的优质学校，而与其相距42公里的合陈中心小学则位

于兴化市东部边远乡镇，硬件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今年秋
季学期，合陈中心小学与生源不足的合塔学校合并，原先就读于

合塔学校的不到200名同学，和安装在合塔学校的智慧教育设
备，一同“搬”进了合陈中心小学。二实小则以“专递课堂”和“同

步课堂”两种形式，面向合陈中心小学开展教育帮援。

南通市通州高级中学高二（4）班张许熠有一枚珍藏的戒指，这是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颁发给参与月捐计划人士的纪念品。作为UP主（视频原创主

播），张许熠从2022年起用自己网络视频播放的收入，每月向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捐款 50 元。这枚纪念戒指就是对他善举的勉
励。喜悦之余，他也更加坚定了用拍视频的特长助力公益的决
心。

“三年前，我的人生面临两个选择：成为一名UP主，还是做个
纯正的‘小镇做题家’。”今年元旦，张许熠在B站（视频网站）主页
发布短视频《零到十万粉，我用了三年》，讲述了自己从“网络小白”
成长为“人气博主”的故事。刚成为UP主时，视频点击量少得可
怜，粉丝也极少，张许熠一度陷入迷茫。“初一暑假，我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参加了小米品牌组织的活动，还获得了奖励。”张许熠将这
次经历拍成短视频《初中生用自己在 B 站上赚的钱买了第一台平
板》，“视频发布后，我的粉丝数涨到 1万，视频播放量从 5万涨到 80
万。”如今，张许熠的频道已推送超过100条短视频，视频涵盖科技探
究、家乡红色故事等内容，粉丝量过14万，视频点击量超1000万。

去年国庆前夕，张许熠执导了学校的国庆宣传片。为了讲好家乡
的红色故事，更好地呈现熊锦铭等新四军老兵形象，张许熠带着拍摄
小组寻访烈士家属。熊锦铭老人的女儿告诉他们：“熊老在战场上受
伤，弹片卡在肺里多年，去世前坚持在烈士陵园守陵……”动人的细节
让这部宣传片深受好评，累计观看达2万余人次。除了为宣扬家乡红色
文化出力，张许熠还热衷公益。去年暑假，顶着40度的高温拍摄《免费的
充电宝》反电信诈骗宣传片；今年2月，他组织同学开展“送全家福”活动，
利用人工智能合成全家福照片，打印装裱后送给市民……

今年8月，张许熠入选2024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而他向上向善
的青春步伐仍在迈进：“接下来，我计划拍一些人物访谈类视频，还想办一
场‘线上影展’，征集大家为了梦想不断努力的视频作品。”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张琳琳 赵美玉

截至目前，二实小
通过城乡互动课堂交
互平台，以平均每周
两节课的频次，已向
合陈中心小学（含此前
面向合塔学校开展的
线上课堂）同步展示近

60 节。凭借光缆和屏
幕，两校跨越42公里的空

间距离，让乡村娃和城里娃
一样，享受到了更优质的教学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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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为
兴化市第二实
验小学和合陈
中心小学的同
学们在线上同
上一堂课。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王震武 许湘山 唐林存 徐洪明 朱长美

2.主科“同步课”，课堂变得很好玩

在线上，两校师生还实现
了共学共研，共同进步。
“瞧，大屏幕上合陈中心小学的同学们

听得多认真，我也要挺直腰板，积极发言。”两校
同学线上同上一堂课，免不了相互“比一比”。三

（2）班朱禹辰说，每次和合陈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一起
上课，班上的同学都特认真，回答问题也格外踊跃，

“我们都想给村小同学留下一个好印象。有时村小的
同学回答不上来问题，我们还会鼓掌给他加油。”合
陈中心小学六（2）班马煦涵在“同步课”上看到二
实小的同学积极举手发言，也鼓起勇气举起了

手，“虽然有点网络延时和卡顿，但二实小
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是耐心地听完了

我的发言，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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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用短视频记录向上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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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秋天的雨

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三（4）班 王思懿
指导老师 王玲玲

秋天的雨，犹如一个会使
神奇魔法的小仙女，她迈着轻
快的脚步，把世界万物都染上
了色。

瞧，她把绿色的银杏叶变
黄了，如同一只只金黄色的蝴
蝶，在湛蓝的天空中，飞呀飞
呀。她把小柿子变成了小灯
笼，这些红彤彤的小灯笼挂满
枝头，荡呀荡呀。她还把色彩
给了鲜花，瞧，粉紫色，墨绿色，
雪白色，多彩的菊花在秋雨中
亭亭玉立。

秋天的雨，带着甜美的味
道。梨的香甜，苹果的清香，都
藏在这雨里呢！秋天的雨，吹
起了丰收的号角，她告诉大家，
秋去冬来，该准备粮食了。小
蚂蚁找来各种能吃的东西，狗
熊找到适合睡懒觉的树洞，小
鸟们则飞向南方……大家都在
为过冬准备着。

秋天的雨，是一支清凉的
歌，一支丰收的歌，一支快乐的
歌。

海边的精彩
昆山开发区实验学校
二（3）班 陆筱然
指导老师 陈 丽

国庆假期，我们一起去了
南通的“海上威尼斯”。到了酒
店，妈妈很快办好了入住。我
们在房间的阳台上就能看见大
海，这里的海与其他地方的海
不太一样：近处是蓝色的，远处
是黄色的，蓝黄交界处还有一
段堤坝。爸爸说：“这里是长江
入海口，江水带来很多泥沙，堤
坝的作用是把泥沙阻隔在内，
堤坝外的海水就更加清澈了。”

我们带上挖沙工具，去海
边玩，沙滩的沙子很软，海水特
别凉。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海浪时不时冲来一小截海藻，
我用手捧起来，上面吸附着几
颗小贝类，而且是活的，我兴奋
极了，将它们收集好放在瓶子
里，妈妈告诉我这叫海瓜子。
就这样，我一连收集了八颗海
瓜子，每颗海瓜子身上都有独
一无二的花纹，我觉得这是大
海给我的礼物。

我喜欢大海和沙滩，这真
是一场愉快又有趣的旅行！

22..别样丰收节别样丰收节

勤劳动

动手做

在行动

明责任

学中悟

小记者A4

板栗是生在地里的还是结在树
上的？作为城市娃，我和很多小记者
一样，吃过板栗却不了解板栗的“出
身”。10月 20日，南京市鼓楼区凤凰
西街社区的《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
者们来到溧水龙吟湾生态园当了一

回“小农夫”。
在秋收课堂上，老师带领我们了

解板栗、花生等农作物的“前世今
生”，还介绍了它们的种植技术。我
第一次知道，原来吃起来香喷喷的毛
栗子，开的花气味却很怪异，涩中带
腥，一股臭味。老师告诉我们，这是
植物保护自己的生存机制。别看板
栗花不好闻，可它不仅是一种药材，
还能用来驱蚊呢！接下来的活动就
更精彩啦，我们动手烤制栗子饼干，
来到栗林里打板栗，还去花生田里摘
了花生。

采板栗是最让我充满期待的一
项任务。一踏入板栗林，浓郁的自然
气息扑面而来，高大的板栗树挺立
着，繁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抬头望
去，一颗颗饱满的板栗球挂满枝头。

然而，想要得到板栗可并非易事，虽
然老师给我们发了长夹子，但板栗结
得太高了，我们需要先用长长的竹竿
将 板 栗 球 从 树 上 打 落 才 行（见左
图）。两位竹竿“高手”经过几次试
验，逐渐掌握了技巧，随着一声声脆
响，板栗球纷纷掉落。我赶紧冲上去
捡板栗，只见板栗球浑身长满尖刺，
我小心翼翼地用夹子将板栗球夹进
篮子里，偶尔不小心碰到，那尖刺扎
在手上，一阵刺痛袭来，但这丝毫不
影响我们的劳动热情。不一会儿，篮
子里就装满了板栗，每一颗板栗都凝
聚着我们的汗水，也让我更加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收获。
南京市鼓楼实验小学五（1）班 范伊可

（小记者证编号 J232377）
指导老师 余佳岭

11..当当““农夫农夫”” 采板栗采板栗

踏入古朴典雅的小院，看着那一张
张布满岁月痕迹的藏报，我们仿佛在穿
越历史的时空。

10 月 11 日，张家港市南沙中学的
《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者来到金港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南沙社区香里乡
亲生活馆，参观港城藏报馆在南沙社区
举办的“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红色
报纸展览（见右图），展品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国庆日出版的报纸。从一张张报纸
中，我们领略到不同时代的风貌，感受到
时代的变迁。

港城藏报馆李永芳馆长对展品中的
新闻历史进行了细致讲解，我们专心地
听着，仔细端详着每份报纸。报纸是历
史的见证，其中关于国家大事、社会变迁
的报道，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新闻的力
量、历史的价值和记者的责任。浏览中，
我们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岁月中
的人民群众斗志昂扬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由衷地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感
到骄傲和自豪！

最让我们难忘的是一张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报纸，讲述了国庆当天，首都人民
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详细报道了
当时新中国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
展现着新中国的蓬勃发展和无限生机。

作为新时代的小记者，我们有责任
用眼睛去发现，用手中的笔去记录，讲好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张家港市南沙中学初二（4）班 苏子轩

（小记者证编号 J241211）
初二（3）班 付雨佳

（小记者证编号 J241208）
指导老师 王晓东 周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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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熟了红满天，石榴笑得乐开怀！10
月 11日下午，在这洋溢着喜悦的丰收季里，
南通市通州区亭西小学迎来了“拥抱金秋，
喜庆丰收”第六届丰收节实践展示活动（见
左上图）。

今年的丰收节非同寻常。小评委们来
到绘画区，扑面而来的是热情洋溢的吆喝
声：“这是我画的红柿子，就像一个个红灯

笼。”“这是我画的花生美食手抄报，上面
还记录着花生糖的制作过程！”手工区的

同学大声介绍道：“这是我用花生
壳制作的灯笼。”“这是我用

花生壳制作的小屋。”美食
区更是热闹：“这是我亲
手做的南瓜馒头，可好
吃了！”“这是南瓜饼，又
香又甜。”
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到

了，我大声招呼小评委们：
“快来看，这是我用花生壳制作
的圣诞树！如果你喜欢，那就投我

一票吧！”两位小评委二话不说，每
人给了我一朵小红花。旁边的顾张

帅同学也在卖力吆喝：“快来看！这是
我做的可以转动的花生小人，是不是很有趣？”

同学们被吸引了过去，也纷纷为他贴上小红花。
“快来看，这是花生饼干，又香又脆，特别好吃，

快来尝一尝。”我把制作的花生小饼干递给身边的小
男孩，他尝了一口，又给了我一朵小红花。

作为小记者，我还随机采访了同学：“你好，参加
今年的丰收节心情怎样？”“很兴奋！”

“你最喜欢哪个区域呢？”“我最喜欢美食区，因
为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可以在别人
介绍时，学到美食是怎样制作的。”

“那你最喜欢哪道美食？”“我最喜欢巧克力花
生，花生仁上裹着一层巧克力，太好吃了！”

南通市通州区亭西小学
六（1）班 随楚楚

（小记者证编号 J230731）
指导老师 黄建华

55..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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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秋日遇秋日遇““稻稻””你你

站得更高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远

如果问我，小记者活动给我带来了什么？那
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各种有趣的活动中，
我学会了耐心倾听，学会了细心观察，学会了认真
思考……我明白了，一个好记者不仅要有敏锐的
洞察力，还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

2022年，我有幸成为《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
者。两年多来，我参加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记者活
动：到农业大学亲手种植盆栽菜、去新潦实践基地
挖红薯摘柚子、走进御封茶厂采摘炒制碧螺春
……每次采访，每回报道，都是对自我能力的提
升，我还收获了志同道合的友谊，体会到成长的苦
与乐。更重要的是，参加小记者活动，让我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

这些收获都是我在小记者活动中逐渐积累和
意识到的。当然，只注重自身成长是远远不够的，
团队合作也是我在小记者活动中学到的重要一
课。活动中，每个环节都需要团队成员的紧密配
合，我们分工明确，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虽然
有时也会出状况，但大家会冷静思考，一起想办法
解决，这让我感受到小记者团的温暖。在与小伙
伴的相处中，我的沟通协调能力得到了提高，也学
会了如何在集体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每次活动结束，我会迫不及待地将活动收获
记录下来，每篇文章我都力求做到深思熟虑、精心
打磨。要求越高，就代表着挑战越大。我不断地
修改，不断地完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

过。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当我看到
自己的作品被大家认可时，那种满
足感、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在小记者的世界里，成长不仅
是岁月的痕迹，更是文字的积淀，我
将继续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更多有
价值的成长故事。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五（6）班 张茗绮

（小记者证编号 J230052）
指导老师 张钰倩

小记者感言

44..老兵爷爷老兵爷爷，，请您放心请您放心！！

金秋十月，沉甸甸的稻穗迎风鼓浪，
靖江市生祠初级中学“骥成农场”里，紧
张而忙碌的秋收正在进行。10 月 25 日
下午，生祠镇关工委、中心校共同开展

“我当半日小农夫”劳动实践活动，把课
堂搬到了农田。

“割稻时要稳、准、狠，这样才能保证
稻穗的完整和稻田的整洁。”“五老”志愿
者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割稻的注意事项、
示范动作要领。

一声令下，我们利索地戴上手套，手
握镰刀，抓起一把稻谷，只听“哗”一声，
稻谷就被割了下来。起初，我们动作笨
拙而生疏，在“五老”志愿者的鼓励和指
导下，我们手中的镰刀变得越来越灵
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我们脸上洋溢

着满足的笑容。
“快，打稻子喽！”远处传来催促

声。我顶着太阳，拉着小伙伴跟随一位
“五老”来到打稻区。我们学着“五老”
的样子，高举一捆稻子，使劲朝稻床上
一摔，只听“啪”一声，无数颗稻粒落到
提前铺好的塑料布上。就这样，一下，
两下，三下……终于只剩稻秆了。这一
刻，我意识到，“丰收”的背后是辛勤的
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我们还体验了捆
稻、捧稻、掼稻、筛稻（见右图）等收获流
程。当看到一袋袋沉甸甸的稻粒时，我
们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瞧，远处现代化的收割机在稻田里
轰鸣着前进，所过之处，稻穗纷纷落入机
器中，十多亩的稻子很快收割完毕。这

让我们见识到农业科技的威力。
靖江市生祠中心小学 丁晨忻
（小记者证编号 J221072）

靖江市生祠初级中学 居天云
（小记者证编号 J223875）

指导老师 周竹青

10月23日，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邀请抗美援越老兵孟佰森爷爷为第十八
届少年军校训练营作指导。孟爷爷带着
同学们站军姿、走正步、练队形，大家听从
指挥，认真训练，一遍遍喊着有力的口号。

“爷爷您好，请问您在战争中遇到的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关心下一代
周报》小记者更是幸运，可以零距离采访

孟爷爷（见左图）。“当时的饮用水都是野
外的生水。敌人为了对付我们，会往水
里投毒，我们喝了就会生病，生病需要服
药，可是药物只能从国内运过来。食物
也极其缺乏，经常只能干吃无味的压缩
饼干。环境很恶劣，白天气温很高，晚上
气温又很低。但我们一直铭记着五个

‘伟大’，分别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
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
军队’……”孟爷爷抬头望向前方，分明
已热泪盈眶，或许他又想起了与战友们
在一起的战斗岁月！孟爷爷继续自豪地
说：“尽管敌强我弱，但我们还是打下了
26架敌机！”我听得入了迷，思绪也跟着

他的讲述回到了那个年代。
孟爷爷扭头看向正在操练的同学

们，眼神中流露出希望与欣慰。“军训带
给你们的不仅仅是体能的锻炼，还有对
意志的考验。现在的娃娃们身上都有一
股子韧劲，和我们年轻那会儿一样！”

他还勉励我们：“增强体质，锤炼意
志，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在心中默
默宣誓！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五（10）班 王鋆浠

（小记者证编号 J232917）
指导老师 王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