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手采摘趣事多

除了蘑菇和银耳，农耕园里的农作物可真
不少，萝卜、青菜、玉米、红薯……小记者们首
先参观了农场，学习各种蔬菜瓜果的种植方
法、技巧等知识。随后，大家排着队走进菜园
采摘青菜，感受丰收的乐趣。

“采摘蔬菜，那还不容易，一抓一拔就完事
儿了嘛。”走进菜园，看到满园翠绿的青菜，不
少孩子信心十足。实际操练后，大家才发现，
看似简单的劳动也充满了智慧，想要轻松完整
地拔出一棵小青菜，就要把握好蹲的角度、手
握的位置和拔的力度。

“摘菜的时候，手尽量握住靠近根部的位
置，用力一拔，就可以了。”看到女儿杜依蔓抓
着菜叶子拔菜，父亲连忙蹲下身子，在一旁示
范指导。女儿调皮地吐了下舌头，说了句：“原
来如此，怪不得我总拔断。”杜先生告诉记者，
实践出真知，带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就是最好

的农趣课堂。

自然教育润心灵

“我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不少农作物的生
长知识。”高新区实验小学王悦告诉记者。活动
中，孩子们欢快地奔跑在农耕园中，和大自然来
了一次亲密接触。正如家长们所说，自然界的
多样变化是孩子最佳的学习环境。这样的活动
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能引导孩子参与到种植、
生长管理、收获等环节中，让他们真切感受生命
的存在，感知大地的馈赠，感恩自己的拥有。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蒋佳妙是和爷爷一起来的，老先
生说，借助这个机会，教孩子认识农作物，体验
劳作的乐趣，珍惜劳动果实，活动很有意义。
活动中，不少家长也表示，这样的活动带孩子
贴近生活，感受劳作之辛苦，让孩子在大自然
中受到了情感与价值观的熏陶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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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五中学
迎来“流动的美术馆”

11月 8日上午，“流动的美术馆——艺术名家名品中原
行”大型艺术展览培训活动在郑州市第五中学拉开序幕。
西中文等书画艺术家走进校园，现场创作，举行讲座，省内
书画名家和师生书画作品展也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高水准
的书画艺术盛宴。

据郑州市第五中学校长张天佑介绍，学校建校80年来，
高度注重以美育人，其美术特色教育始于1995年设立的兴
趣小组，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此次“流动的美术馆——艺术
名家名品中原行”活动的启动仪式选择在此举行，将激励全
校师生在美育教育方面向更高水平迈进，并以此为契机，全
力打造“五育并举、绿色发展”的基础教育新样态。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刘杰在致辞中说，近年
来，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校园的美育建设。“流动美术馆”这一
创新概念，以新型文化业态，服务社会、服务校园，为艺术的
推广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将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启动仪式后，书画艺术家进行了现场创作，并对该校学
生予以指导。大家特别珍惜这次与艺术家近距离交流的机
会。艺术家们伏案示范，学生们也纷纷拿起毛笔，一撇一
捺、一晕一染，认真细致，有模有样。

郑州市财贸学校
举办首届校园购物节

日前，郑州市财贸学校首届校园购物节开幕。一大早，
该校财经商贸部的同学们便各司其职忙活起来，做好各自
摊位的准备工作。由于前期的精心策划与细节部署，他们
在售卖过程中游刃有余，有的热情地向前来采购的师生介
绍商品，有的以才艺表演、试吃、套圈赠送小礼物等促销手
段吸引顾客，在各显神通的同时也不忘团结协作。

据介绍，此次购物节活动旨在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
活，是校园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前期，学生已经
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海报的设计、
制作，商品采购，展台布置等。通过此次线下销售，同学们
亲身体验消费者心理，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战中，
提升了营销专业技能，增强了沟通交流能力。

幸福路小学
国防课堂收获多

11月 12日，二七区幸福路小学开展了“国之重器 只为
和平”国防军事大课堂活动，为全体师生带来了一场军事知
识的饕餮盛宴。活动中，一个个“小军事迷”轮番上阵，展示
自己带来的武器模型。他们个个思维活跃，拥有非常高的
军事知识素养。

据介绍，幸福路小学作为国家级国防示范校，一直注重
对学生进行国防知识教育，此次武器模型展就是一次很好
的尝试。学生通过在家对武器模型的拼装，培养了兴趣，锻
炼了动手动脑能力，也将“强军梦”根植于心中。

长江东路小学
推进智慧化德育评价

近日，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的少先队队干通过培训正式
“上岗”，手持Pad在校园和班级进行德育检查。通过智慧德
育平台的评价系统数据，系统还能自动派发“流动红旗”。智
能检查评比掀起了学校各中队卫生、纪律积极评比的新高潮。

据介绍，在数字化德育背景下，该校通过智慧化、精细
化的德育评价管理，积极引导每一位少先队员文明向善，以
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社区的文明，也将结合德育工作实践
中的新途径探索，将学校德育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融合形
成“合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共同助力“美好教育”。

建新街小学
开展校本课程专题研讨

11月 11日下午，二七区建新街小学全体教师齐聚二楼
会议室，共同进行“校本课程”专题研讨暨第十六届行知课
堂观摩研讨总结活动。

全体教师围绕“校本课程的特征是什么？应该怎样设
计学习活动？学生学什么？怎么学？”等问题展开专题讨
论。经过实践反思和精心准备，苌惠霞等老师作为不同学
科的教师代表，结合课例作典型发言。一番深度研讨后，老
师们对校本课程的学习活动性、学生自主探究性、育人功能
等特征达成了共识。

南学街小学
进行禁毒主题教育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毒品危害的认识，增强学生识毒、
防毒、拒毒的能力和禁毒的意识，11月 8日，管城回族区南
学街小学开展了以“我的青春我做主 珍爱生命不沾毒”为
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邀请了河南省女子强制戒毒所
禁毒公益宣传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禁毒教育课。

科学大道第三小学
课外实践走向田间地头

11月 8日，高新区科学大道第三小学组织该校六年级
师生开展了以“时令生活，农耕伊始”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
动。本次综合实践活动把课堂搬出教室，孩子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走进田间地头，通过犁地、播种等活动，体验农耕艰
辛。在亲身参与播种育苗的过程中，孩子们感受了农业劳
作的生产方式，弘扬了优良的中国农业文化精神。

“我最喜欢上郭老师的课，因为郭
老师总有讲不完的好故事。”“从郭老
师的故事里，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更明
白了许多道理。”从教近 30年，郭英已
经讲了无数个故事，习惯养成、文明礼
仪、新闻时事、社会热点……一个个有
趣生动的小故事，从郭英口中娓娓道
来，总能无形中让孩子快乐习得。

孔子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郭英告诉记者，面对性格各异的孩子
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要走近他
们，与他们平等对话，进行心灵沟通。
学习、生活、课间、交往……学生在学
校不单单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习惯
养成，而讲故事就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学习《观潮》时，郭英会告诉孩子
们钱塘江大潮的故事，让他们自己去
感受钱塘江大潮与其他大潮的不同；
上《走月亮》这节课，郭英给孩子们讲

“走月亮”的习俗故事，让孩子们回家
和家长一起感受一下“走月亮”的乐
趣，用亲身体会感受文章的魅力。

感受祖国的日新月异，郭英会从
身边的变迁故事讲起。她带着孩子们
开展“我家的 30年”主题活动，寻找有

年代感的物件，和大家一起发现并讲
述这些物件的故事；她引领孩子走出
校门，观察市容市貌的变化，发现墙外
的故事，寻找发展的印记……一串串
故事让孩子们深刻感受祖国的繁荣昌
盛和巨大变化。

她每天工作之余，不忘学习、读
书、看报，把看到的好故事串联进课
堂，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拓宽视野、
增长见识，更养成好习惯。而这些好
习惯也延伸到校外，影响着更多的
人。假期里，孩子们会在社区组成志
愿者小队，打扫卫生，爱护环境，表演
节目，展示小公民文明形象。“小手拉
大手”，带动了家庭，也影响着他人。

施教之道，重在用心。偶有孩子
犯错，郭英首先做的不是批评和惩戒，
而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和孩子一起去
分析，让孩子自己找问题，自己去纠
正。她总能用言谈举止影响学生，与
孩子们真诚相处，用爱与学生沟通。
在孩子眼里，她是好朋友，是“郭妈
妈”，更是倍受尊敬与喜爱的好老师。

源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赵静报考了师
范院校，2005年毕业之后，义无反顾地踏上
三尺讲台，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尽其所能，
引导学生成就梦想。

作为班主任、年级长，赵静在管理整个
年级和班级时，更关注学生自我的发展。“按
照学校的‘美好教育’理念，希望每个孩子能
够在学习中不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那
么，怎样去落实？如何让每个学生向好发
展？”带着问题，赵静主动思考探索出形式多
样的班级管理方法，着力营造团结、友爱、乐
学、热情积极的班级氛围。

在她带领的班级里，从卫生打扫到学习
监督、班级活动，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其中，做
班级的小主人。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她用
心观察、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和缺点，进
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激励，让学生能够更清
晰地认识自我、提升自我。

“为形成热情积极的班风，我们设置了
有效的奖励机制，其中，在家长的支持下，我
们设置了学习优秀奖、美好品质奖、最佳劳
动者奖等多个奖项，鼓舞孩子展示自我。”赵
静表示，同时，还设立晨读榜，进行正向引
导，提升晨读质量，培育阅读习惯。如今，学
生不仅更具备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还更
加热情自信，主动学习情绪高涨。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赵静深知，教育是

民族的希望，要切实提升教育水平，关键还
在于教育方法、教育技能的创新。因此，她
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时常注重积累教学经
验，探索教学方法，除了阅读教育管理书籍
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以及读书
分享会、读书沙龙、教师交流会等，取其精
华，并与教学实际相结合，加以灵活运用，创
新教学，做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对小学语文教学而言，牢固基础知识、
夯实字词句学习，是最为根本的。为让学生
熟练掌握语文知识，我归纳整理了很多识字
方法，在课堂上尝试并采用丰富多样的识字
方法，成效显著。”从教以来，赵静多措并举
提升语文教学理念，以学为主体，并根据学
生学习情况调整每堂课的侧重点。同时，创
设情景课堂，让孩子真正走进文本，体会感
受文章作者表达的情感，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踏上讲台，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
家长的期盼、祖国未来的希望。”

坚守在教育岗位上，赵静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教师的责任，用爱心、耐心、真心，把学
生培养成栋梁之才。

老师“妈妈”故事多 做学生成长引路人

《美好教育追梦人》栏目，带您走近众多一线教师，看他们如何带着美好的教育梦想，紧跟时代砥砺
前行，担当责任奋发有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撑起教育的蓝天。如果您也是一位优
秀的教育追梦人，或者您身边有这样一位师者，欢迎自荐或推荐。邮箱：zzjyzk2016@163.com

体验采摘欢乐体验采摘欢乐
感受劳动喜悦感受劳动喜悦

《《郑州日报郑州日报》》悦学会小记者亲子采摘活动收获满满悦学会小记者亲子采摘活动收获满满
本报记者 周 娟

蘑菇是怎么生长出来的？摘青菜的技巧你知道吗？……上周末，《郑州日报》悦学会小
记者走进新田城农耕文化科普园，体验采摘的乐趣。来自高新区实验小学和郑州中学第三
附属小学的百余名小学生和家长一起，收获快乐满满。

星期六，本该是我攀爬“作业山”的时
间，但是我却收到亲子活动邀请，来到采摘
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回家路上，我
回忆着采摘的乐趣和辛苦，时刻提醒自己不
能浪费粮食。我明白没有付出，就没有收
获。这个不一样的周六，真值得纪念。

郑州中学第三附属小学 万婧文

周六上午，我和爸爸一起参加了亲子采
摘活动。我像一只快乐的小兔子，一下钻进
了“菜海”里。一开始我以为摘菜很简单，但
是真正开始摘菜的时候我才发现，干农活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我们又来到“蘑
法屋”，我看到了十分罕见的灵芝，黑得发亮
的蘑菇，洁白如玉的银耳。手提着蔬菜和银
耳，我们开开心心，满载而归。

郑州中学第三附属小学 杨子博

在收获的季节里，我来到新田城采摘。
各种姿态的蘑菇，俨然一把把小伞。那长成
一簇簇、一团团的银耳，犹如盛开的白牡丹，
晶莹剔透，用手摸一摸，粘粘的，使劲一拽，
不仅拽不破，还反弹回去，原来新生银耳的
韧性这么大。还有那些绿油油的小白菜，远
远望去宛如绿色的地毯。这里真是个美丽
的地方。 高新区实验小学 马语

这次采摘之行，我们不仅领略了美妙的
风景，还采摘了许多蔬菜。我最喜欢的就是
蘑菇和银耳了，蘑菇从菌包的封口上斜伸出
来，有的细长，有的健壮，有的美丽，有的朴
素。来到这里，我特别珍惜那一片美好的光
景。如果你有时间也来看看吧，体验采摘的
乐趣。 高新区实验小学 李恒旭

蘑菇棚里收获丰

“原来蘑菇不是生长在地上
的啊。”进入采摘蘑菇和银耳的
大棚内，看到架子上摆放着的一
排排菌棒，听着工作人员的介
绍，郑州中学第三附属小学吴思
彤连连惊呼，“今天不仅收获了
蘑菇，更收获了见识。”

“怎样判断蘑菇成熟没有？
这朵蘑菇可以摘了吗？”一边参
观，小记者们一边对工作人员提
出问题。活动中，不少孩子表
示，以前只是见过和吃过蘑菇，
这是第一次见到蘑菇的生长环
境。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大家
了解了蘑菇菌种的培养、出菇等
过程。

“想体验种蘑菇的乐趣吗？”
听到工作人员的询问，小记者们
连连点头，工作人员告诉大家，
在菌棒上盖一层湿布，每天洒
水，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菌
棒上才会长出蘑菇。小记者们
认真挑选，纷纷认养了一个菌
棒，准备带回家亲自体验一下如
何培育蘑菇。

捧着自己亲手采摘的蘑菇
和银耳，孩子们既兴奋又开心。
高新区实验小学带队老师王清
秀表示，在充满探究和快乐的实
践活动中，让每个孩子都有所收
获，这就是带孩子们参加活动的
意义所在。

小记者感言

爸爸传授摘菜技巧爸爸传授摘菜技巧

亲手摘下一朵银耳亲手摘下一朵银耳

小伙伴一起摘青菜小伙伴一起摘青菜

二七区陇西小学 郭英

匠心追梦：作为教师，对待不
同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方法。做一个
用眼光决定未来的智者，拥有发现
美丽的眼睛，拥有发现快乐的智慧，
善待每一个生命，绽放教育之美。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赵静

匠心追梦：坚守教育初心，做一名尽
职尽责的好老师，照亮学生成长路，助力
学生放飞希望，成就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