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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朦 通讯
员 钱佳俊）11 月 21 日，全区小学
语文“大阅读”观摩展示推进会（第
2 期）在凤凰园小学举行。区教师
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小军、办公室主
任陈志明，各学校分管语文教学的
副校长、教研组长、教师代表参加
活动。

与会人员参观了学生阅读成
果展。“最有价值的问题”“最丰富
的想象”“最优美的仿写”等学习单
展示出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深入
思考和丰富想象。

凤凰园小学教师李秋兰执教
《夏洛的网》，与学生一同探讨书中
主要人物威尔伯的成长与转变，分
析夏洛、弗恩、坦普尔顿等人物在
文章中的作用，引导学生读懂人
物，走进人物内心。

陈志明在点评中指出，师生共
读是有效实施整本书阅读的前提，
认真上好阅读交流课是落实整本

书阅读的关键，切实开展好读书
活动是有效推进整本书阅读的保
证 。 他 要 求 全 体 语 文 教 师 聚 焦

“自由阅读”“自主阅读”“自能阅
读”，做好整本书的单元设计，发现
学生阅读整本书的成功经验，优
化教学，促进学生阅读素养的全面
提升。

在整本书阅读主题沙龙中，三
到六年级语文教师代表、学生代
表、家长代表围在一起，畅谈关于
经典读物的价值。教师们探讨了

“分级确定学习目标”“阅读策略与
方法”“课程化推进与落实”等话
题，学生和家长分享了亲子共读的
经历和收获。

凤凰园小学五、六年级的 18 位
选手组成6支代表队进行整本书阅
读综合素养竞赛。该校校长蒋小兰
介绍了学校把一本书做成课程资源
的全过程。学校紧紧围绕“解决整
本书阅读碎片化、浅表化问题”的目

标，在“领读者培养”“团队化作战”
“活动中推进”等方面进行实践探
索，通过课程化推进整本书阅读，
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提高认知
能力，丰富精神世界。

沈小军在讲话中指出，推进“大
阅读”工作需要持久发力，要始终葆
有专注力、向心力、生长力，像农业
一样精耕细作。要求各学校要精读
一本书、精上一堂课、精设一论坛，
每学期围绕一本经典童书，进行深
度阅读、深度研究、深度教学；要躬
耕不息、深耕不怠、笔耕不辍，认真
撰写读后感和教学反思，走出一条
特色发展的路；目标要细化、指导
要细致、评价要细实，确保每位学
生都能在整本书阅读中学有所获，
形成持续的学习动力；要担当作
为、苦中作乐、激活作用，校长带头
读，杜绝作秀、作态、作假，引导学
生享受阅读，提高素养，养成受益
终身的习惯。

我区举行小学语文“大阅读”观摩展示推进会

近日，淤溪小学“水墨乡情”工作室组织学生开展“我用
画笔绘水乡”主题活动，让学生拿起画笔和颜料，将自己眼
中水乡初冬的丰收景色勾勒在宣纸上。图为教师陈亚兰在
指导学生写生。 李苏琴 摄

罗塘小学：校长邀我来“找茬”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宗银）

近日，区罗塘小学举行“校长邀
我来找茬——罗塘小主人红领
巾提案”活动。罗塘小学教育集
团党支部书记姜辉邀请学生为
学校“找茬”。

为了确保活动的实效，活动
前，姜辉向学生们介绍了本次活
动的目的和意义，并表示本次活
动时间为一周，希望通过学生的
视角，发现学校在管理、教学、设
施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
改进建议。他将学生代表分为
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个方面的
检查，如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

勤保障等。
随后，姜辉引导各小组成员

深入课堂、操场、实验室、图书馆
等地，走校园，说理念，谈想法，
实地查看并记录问题，对校园进
行为期一周的找茬行动。他们
留心观察、仔细检查，找出身边
易被忽视的问题，收集整理师生
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提出解决措施及建议，最后
形成小主人提案。

姜辉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让学生意识到作为校园的小
主人，就当积极参与到学校各项
管理工作，增强学生的自豪感

和责任感。未来，学校将为孩
子们搭建更多更广阔的展现自
我 的 平 台 ，让 所 有 孩子作为校
园小主人参与其中，共成长，创
未来。

据了解，“校长邀我来找茬”
是该校开展的“校长邀我来_____”
系列活动之一。这是 2024 年罗塘
小学重点打造的校园特色文化
育人项目，到目前为止，学校已
先后开展了“校长邀我来作画”

“校长邀我来题字”“校长邀我来
赏桂”三项活动。该校负责人陈
存梅表示，通过这些活动的开
展，旨在尊重儿童、发现儿童、激
发儿童，让儿童在参与校园文化
建设的过程中获得存在感、价值
感、幸福感。

本报讯（通讯员
马军）11 月 22 日，江苏
省研学旅行 2024 年终
总结交流大会在我区
召开，区委教育工委书
记、区教育局局长申海
峰应邀出席会议并致
辞，姜堰区就研学旅行
工作经验作分享。

在致辞中申海峰
介绍了我区研学旅行
的经验做法。

2024 年 ，投 资 1.6
亿 元 ，建 成 占 地 近 22
亩的未成年人社会实
践中心“主营地”，着力
打造自然生态、乡村耕
读、非遗传承、科技研
学等“N 个分基地”，形
成“1+N”溱湖湾研学
立体网络。

课程体系化。按
照小初高三个学段，重
点打造了“爱国·红色”

“创新·科技”等 5 条品
牌路线，让研学旅行从

“到此一游”走向“沉浸
体验”。导师专业化。

挂牌成立溱湖湾研学文化研究
院，国内首创导师执业标准，揭榜
挂帅选聘优秀教师，让研学旅行
从“导游主导”走向“双师融合”。
活动系列化。学期中，编排设计
区内学生特色课程；节假日，开设
指导课程；寒暑假，举办夏（冬）令
营、科技成长营、军事训练营，实
现研学旅行从“统一定制”走向

“私人点单”。
申海峰希望，与会的各位领

导、专家，能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姜堰教育发展，推动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不断创新研学旅行新模
式，拓宽研学旅行新路径，提升研
学旅行新内涵，叫响“乐学溱湖
湾”研学金品牌。

区研学旅行相关负责人分享
了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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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钱佳俊）近日，张甸
中学开展的劳动实践活动视频被人民网、
学习强国、微泰州、姜堰教育、姜堰微视听
等多家媒体转载，单篇活动抖音浏览量达
44.7万，点赞近6000次。

为建设高品质的劳动教育文化，将劳
动教育与德智体美紧密结合，激发学生对
劳动的热爱和尊重，张甸中学组织学生参
与黄豆的种植、收割、晾晒、储存、豆浆制
作，让学生掌握劳动知识，培养劳动技能。

“学校的劳动实践课程不仅培养了他
们的劳动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还塑造了
正确的价值观，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张甸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甸中学劳动实践课程
获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关注

本报讯（通讯员 沈明华）11月19日，
区文化馆“非遗”系列活动——面塑文化
展演走进区实验初中。

面塑非遗文化传承人王洪祥向学生介绍
了姜堰面塑文化的起源、特点、传承及影响，
展示了自己制作的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面
塑代表作品。在王洪祥的指导下，同学们在

“拉、捏、揪、贴”间，各色面团在手中逐渐成型。
不少同学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家乡

的面塑非遗文化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和体
验，懂得了保护好、传承好非遗文化的重
要，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区文化馆“非遗”活动
走进实验初中

精 彩 集 萃精 彩 集 萃

竹园捡“秋” “果”然不凡

南苑学校教育集团南苑小学校区清荷文学社活动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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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旁的无患子，伫立凝望，
又是另一种景象。黄绿色的镰形
叶子排列成一大串叶片，挨挨挤挤
地挂在枝头，和煦的阳光下，格外
灿烂。我俯下身，发现了它的果
实，像一个个“龙眼”，南方人俗称

“假龙眼”，因它的外形与龙眼几乎
一样而得名。土黄色的，褶皱的，
厚实的外皮，放在阳光下，变成了
半透明的状态，好似一枚晶莹的琥
珀，漂亮极了！剥开后，里面的种
子露了出来，这种子黑而圆，古人
还将它们串起来当捻珠，再挂上流
苏，别提多好看。 (唐紫清)

我们撸起袖子，把收集的无患
子清洗了一番。老师说它们可以
用于洗手洗头，我十分疑惑，这青
色的小圆果怎么洗出浓稠的泡沫?
下一步，我们知晓了。用指甲把果
皮一剥，那透明的汁水流到了手中
央，闻起来还有一股清新的香气
呢。然后双手把它们夹在中间搓
一搓，竟真的搓出雪白的一堆泡
沫，捧在手中宛如一大朵白棉花。

老师又给了我们每组一个烧
杯、两根吸管，说是可以吹泡泡。

“太好了！”我们将果子的“仙露琼
浆”滴入烧杯，加上水，搅拌几下，
泡泡水成功了。我用吸管沾上，
轻轻一吹，那小泡泡便挂上了管
子，灯光下晶莹透亮，如同一个水
晶球。 (王浩宸)

枫叶取代了凋谢的花朵，挥舞
着火红的小手掌，仿佛在热烈欢迎
我们的到来。“快看！这是什么？”
一声惊喜的呼喊声响起，只见同伴
手中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根树枝，上
面挂着的小果实被一层薄膜包裹，
乍一看，活像两只小苍蝇。老师抓
住时机，开始讲解：“这是枫树的果
实，名叫‘翅果’。”我跑上前，也用
手轻轻托起，那灰白色的翅果随风
摇曳，似乎随时准备挣脱树枝，从
我手中振翅高飞。 (朱羽昕)

来到公园的小河畔，我们发现
了一棵高大的树木，虽然孤单，却
以其独特的彤红、鹅黄的色调，吸
引我加快步伐。老师告诉我们：

“这是栾树，花期长，其花和种子均
可入药。”我想起来了，它不是史铁

生笔下秋天的使者吗？树叶撒落
了一地，我带着一丝激动，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它的果实被
桃汁般的花瓣包裹，微风吹过，细
小的摩擦声在风中泠泠作响，如同
古时的铜钱，难怪它也被称为摇钱
树呢。 (缪昱林)

湖畔的回廊前，湖水呈现出一
种独特的绿色。在这个时节，湖中
的荷叶低垂，枯黄的叶片在微风中
摇曳，似乎在诉说着它们即将凋零
的命运。然而，环绕湖边的杂树苗
和那些不知名的野草却依旧保持
着勃勃生机。黄绿、浅绿、茶绿、草
绿、深绿，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浓
郁的绿意钻进人的眼眶，连湖边的
泥土也被这绿色浸染。

石缝中顽强生长的绿草，将纤
细柔嫩的“手”努力地伸向湖里，想
要掬起一捧清绿的湖水，把身躯洗
得更加鲜亮。它们尽情地展现着
生命的活力与坚韧。 (杨梦瑶)

轻轻剥开无患子青绿的果皮，
掏出里面的种子，黑黝黝的，大自

然的奥秘可真是丰富多彩呀我带
着碗里的十几颗种子去钻眼，钻过
眼的种子如小婴儿一般安静地躺
在碗里，在灯光的照射下还泛着点
点银光，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
热闹。

“我在嬉戏！”它们在笑。
“我在生长！”它们在嚷。
剪下一根又细又长的线，一个

个穿起来，这可真是个手艺活，心
不细的同学那是“张飞穿针——大
眼瞪小眼”。好在这些“拦路虎”对
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分分钟就穿好
了。老师熟练地帮我系上一根流
苏，一件工艺品就诞生于我手。
我轻轻将它捧在手心上，如同父
母捧着孩子一样，对这件“奇世珍
宝”左瞧右看，一股强烈的自豪感
涌上心头。 (马思语)

与那火红的枫林不同，翠绿的
竹林显得挺拔、幽静。刚一迈脚，
顿觉得光线暗了下来，仿佛与林外
是两个世界，增添了一丝静谧的风
采，透露出几分雅士的韵味。抬头
望去，茎干粗且壮，直冲云霄，竹叶
相互依偎，穿插在一起，仿佛在与
那阳光嬉戏。阳光透过叶缝挤进
来，照着青石砖上的青苔。那青
苔，一直绿到了石缝里，深极了，浓
极了。“万竹园”，大概有成千上万
株竹子，这并不夸张，秋风一吹，竹
叶“沙沙”地欢笑着…… (孙亦辰)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本版供图 叶小慧

本报讯（小记者 韦业凡）秋风
送爽，果实累累。近日，区南苑学校
教育集团南苑小学校区的师生走进
万竹园，开展“竹园捡‘秋’‘果’然不
凡”主题活动，共同体验大自然的馈
赠和劳动的乐趣。

在秋日的暖阳下，同学们在园
中穿梭，采摘着灯笼果、翅果和无患
子等野果，与大自然亲密对话。采
摘过程中，同学们不仅锻炼了识别
植物的能力，还学会了根据果实的
形状、颜色、口感等特征进行分类，
深刻感受自然的丰富多彩。

采摘后，同学们又迫不及待地
投入制作的实践活动中。来到实验
室，他们将无患子的果皮剥开，里面

黝黑的种子精心打孔、穿线，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串珠便在他们灵巧的双
手中诞生，闪耀着自然赋予的迷人
光泽。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果皮，也
在大家的手中焕发了新生，被巧妙
地转化为洗手液的原材料。最后，
同学们将制作的串珠有的赠送给老
师，有的带回家给家人和朋友。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拿起
笔来，书写活动的经历和感受，留下
了难忘的秋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