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自己能行》

推荐理由

小兔美美在妈妈的溺爱下，变成一个依赖妈妈的小女孩。有
天妈妈生病了，小兔美美只能靠自己了。她想去帮妈妈找医生，
在美美的努力下，终于找来了熊猫医生，帮忙治好了妈妈。妈妈
欣慰地说美美长大了，可以独立做一些事情啦……我给大家推荐
的这本书叫作《我自己能行》。

小兔美美被父母溺爱，从小很娇气，很依赖自己的妈妈。美
美起床，妈妈不放心她自己穿衣服，给她一件一件穿好。美美下
楼梯，妈妈不放心就抱着她下楼。直到有一天，妈妈生病了，美
美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害怕，但最后还是一个人独自
将医生请到家里，妈妈的病才慢慢好起来了。故事的最后，美美
自信地说：“妈妈，我不再是小乖乖啦，请您放手让我做吧，我自
己能行。”

同学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呢？因为我想让大家知
道，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去做，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不能什么
事情都靠爸爸妈妈来帮忙，这样我们永远长不大，永远也不可能
独立起来。爸爸妈妈不可能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会独
立，学会自己解决困难。兔妈妈生病了，美美虽然很害怕，但她也
勇敢大步地去找医生，即使迷路了也没
有放弃，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能行，
只有相信自己，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厉
害。当然，在学习上我们也要努力认真
地听讲，积极思考，按时完成作业，课下
多读书，多实践。

同学们，让我们努力去做，相信自己
一定能行。

本期荐书人

樊永乐，任教
于郑州航空港区领
航学校南校区。

教育格言：名
副 其 实 的 教 育 ，
本质上就是品格
教育。

扫码观看视频版

镜观教育 栏目记者 张 震

为加深少先队员对商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近距离感受鼎文化，5月 15日下午，金水区工人第
一新村小学组织四年级学生开展“走进商都遗址博物院，感受鼎文化之美”研学实践活动。

研学过程中，在博物院讲解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依次参观了各具特色的展厅，共同了解
3600年人脉不息、文脉不断、城址不移的商都历史文化，领略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文物的
魅力。他们近距离观察、记录和分析鼎的外形、纹饰和特点，加深对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通过
此次研学活动，学生们重温了郑州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感受到了商都郑州的文化魅力。学校也
会以此为契机，持续开设博物馆第二课堂，结合学校《鼎立中原》校本课程，让学生们更好地领悟
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激发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探究精神。

为让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农业资源现状，体会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懂得珍惜粮食，增强绿色
环保意识，航空港区护航路小学学子于近日走进现代化农业园区——爱思嘉农业嘉年华基地开
展研学活动。

怀着对新鲜事物的新奇感以及对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探知欲，同学们先后游览了各个主题馆，
通过认知各种蔬菜，感受传统农业与高科技农业的对比；了解南果北种的科技培育方式，学习现
代智能节水灌溉技术；了解古代农耕文化，使用古代农具，体验农耕活动；欣赏学习 500余种花
卉，领略中国传统药学的博大精深。在寓教于乐中，同学们了解了从古至今的农业发展史，学习
了新农业发展思路，感受了农业高科技。

工人第一新村小学学生走进商都遗址博物院

护航路小学研学实践聚焦农业高科技

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何晶晶 校对 王 烨

12
2023年5月18日 星期四

郑州教育
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好书荐读

栏目记者 周 娟

美好教育追梦人美好教育追梦人

本报讯（记者 李杨）为推动人工智能
教育普及与发展，提升青少年的创新意
识、动手实践能力与科学综合素养，提高
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计算能力，传承科技
精神，5月 14日，由郑州航空港区教育局
和河南创造栗联合主办的“2023学年郑
州航空港区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大赛总决
赛”在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北校区文
体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此次大赛
是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开展的一项融合知
识积累、技能培养、探究性学习、提高创
新思维能力为一体的普及性科技活动。
大赛以人工智能教育为主题核心，开设
智慧农场、未来生活两大赛项，旨在让青
少年进一步了解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
社会价值，引导青少年掌握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潜质和应用
能力的科技创新储备人才。

大赛自启动以来，历时近 60天的时
间，经历选拔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针对
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和初中设置不
同赛段，共计 800 余名选手参加角逐。
来自领航学校、太湖路小学、科技一街小

学、遵大路小学、艺术小学、郑州一中、郑
州市第一二三中学等 10个赛区，近 300
名选手进入总决赛，进行最终的比赛和
展示。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们需要从实际
生活出发，结合创造栗人工智能软硬件，
通过电脑编程、硬件搭建、外观设计等不
同维度，去创想、去创作、去创意、去创

新，把头脑中的创意想法转化为实物，
创造一件可以完成某项任务的人工智
能作品，并通过“团队介绍、项目展示、
现场答辩”环节，展现中国青少年一代
的科技风采。

智慧农场主题赛项中，参赛选手需
要综合利用各种传感器，结合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技术，创作一个具有语音或图

像识别功能的“智慧饲养”作品。未来生
活主题赛项中，参赛选手则需要通过简
单的人工智能应用模块搭建、设计，初步
实现人工智能创意应用方案，并进行交
流展示。

《十二生肖》《巡线小车》《动物变变
变》……此次大赛涌现出许多功能强大、
创意满满且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来自
郑州市第一三〇中学的崔懿轩、高亦凡
创作了一款《语音助手》，利用语音识别
实现了计算机、闹钟、倒计时的功能；来
自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南校区
的翟宸坤、赵博文、杨雪茹创作了一款
《赛尔庄园》，利用光敏传感器、温湿度传
感器、压力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和图像识
别、语音识别技术实现了动物饲养的智
能化……看似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技
术，在一群小学生、初中生的手中玩转起
来，也展示了他们强大的创造力、创新力
和应变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比拼，此次人工智能
创新素养大赛总决赛完美收官。大赛评
选出一等奖 45名、二等奖 72名、三等奖
117名，到场嘉宾、专家一起为选手们进
行颁奖。

科技创新向未来科技创新向未来
——郑州航空港区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大赛圆满落幕

“画画就是牵着一根线去散步。”方方对孩子们说，在美
术课堂上，她带着孩子们像艺术家一样去创作，感受着，创
造着，探索着，尝试着，在长江西路小学这片美育花田中，用
美浸润心灵，丰富精神。

向美而行，以爱培“根”厚植于心。作为新时代教育人，
方方将美育与德育有机融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
教，用“美”的营养，将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内心，和学生一起
感受自然之美、文化之美、生命之美。

向美而行，以爱启智让“枝”繁于爱。美的教育是一种
理念、一种思想，方方的美术课堂像是“情境交互体验站”，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关注学生学习过
程，建构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让学习真实发生。她善于创
设学习任务单，有课前预习任务、课上学习任务以及推荐课
堂之外的学习资源，结合每课的学习目标做出“促进学习的
评价”。每周一评的《我能做到赞赞卡》，让学生清楚地知道
课堂中哪些行为可以展露“笑脸”；每课一评的《艺术家希希
的美育花田》，记录着孩子们的作品赏析和作品创作的“美
育花朵”，两份表追踪记录到每学期末。此外，每位学生还
拥有一个专属的美术档案袋，按类别存放着学习任务单，学
习评价表，日常摄影作品，参赛作品，美术馆、博物馆参观资
料等，以美育美，更在于行。

向美而行，以爱育心“花”开于季。为落实“双减”政策，
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她创设了“1＋X艺术创作体
验站”，必选作业精准围绕课堂学习目标并设置作品评价
表，评价要求既是作品评价标准，也是指导学生创作的“小
妙招”。自选作业基于本节课学习要素和自身喜好，是课堂
的扩充与延伸，增强课程适宜性。作业反馈智能化，她依托
学校钉钉综合评价系统，为各类等级作品发放对应分值的

“艺术章”，为孩子们加分续能，激发创造力。她尊重每个孩
子的成长，尊重他们的规律，尊重他们的个性。

向美而行，以爱圆梦而“果”盛于期。以中国传统节日、
节气习俗、科技人文、文化历史、地域特色、综合材料等为主
题，她定期举办画展，展示孩子们的艺术作品，让每个孩子
都有出彩的机会。学生用独特的视角去发现美，理解美，传
递正能量。

行而不辍，不断创新实践，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润
心、以美培元，她一步步把育人蓝图变为现实，培育着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推荐理由

史铁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散文家，因双腿瘫痪在轮椅上度
过了38年光景，而他却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了一条新路。《我与
地坛》一书包含了对人生的感悟、对母亲的怀念、对生死的思考。
其中部分章节被纳入我国人教版高一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的年轻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史铁生感到痛苦和绝望，他曾在病房
里悄悄地向神灵许愿，希望上帝能将他的双腿留下，但上帝和他
开了个玩笑，他终究是落下了残疾。刚开始，他接受不了残疾的
事实，他将无处发泄的脾气撒在了最亲的人——他的母亲身上。
却不知母亲那时也身患重症，直至母亲去世后他才幡然醒悟，才
懂得了母亲心中的苦。出名后，他总是想起母亲，母亲的爱是支
撑他写作与活下去的力量，点燃了他对生的渴望。

双腿残疾后的史铁生无意中进了地坛，从此与地坛结下了不
解之缘。他每天摇着轮椅坐在地坛古朴的墙根下，看着日落一
点点从园中褪去，在时间的消逝中感悟生与死。在他的笔下生
总是与死挂钩，生命的最终点就是走向死亡，似乎这样确实能减
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如何坦然面对死亡也是人一生中一个重
要的课题。

《我与地坛》是一部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
充满哲思而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写自己在地坛中得到的生命启迪和人生的感悟；第二部分写
自己对母亲的歉疚和无尽的思念；第三部分写自己与地坛不可
分割的情感。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
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
念。对于中学生来说，这是一篇令人反思
的优秀文章，它教我们珍惜亲情、感谢朋
友、热爱命运。

马塞尔·普鲁斯特说：“每个读者只能
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不过
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
心。”希望《我与地坛》这本书能带领你与自
己相遇，找到心中的地坛。

《我与地坛》

美育如光
熹微朝阳

本期荐书人

赵冰，任教于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
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小学二级教师。

教育格言：让
每个学生都有闪耀
时刻，让每个生命
都能不负此行。

本期教师：二七区长江西路小学 方方

匠心筑梦：教育就是，我可以等等你！与学
生同行，在艺术的世界中求真、崇善、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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