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特教学校启明班语文教师赵同

悦自 2018 年任教以来，积极探索视

障生教学新方法。她执教的课例《匆

匆》 入选教育部 2023 年“基础教育

精品课”遴选 （特殊教育类）“部级

精品课”——

她用朗读她用朗读
带视障生带视障生““看看””世界世界
本报记者 赵玉洁

跨越山水来跨越山水来跨越山水来“““牵手牵手牵手”””
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

本报记者 赵玉洁

“ 我 们 在 ‘ 谁 言 寸 草
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
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
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
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
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
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
国！”

去年 5月，市特教学校
创立“启明朗诵艺术团”，并
在市图书馆举办“声音的力
量”诗文朗诵会。启明班全
体学生在现场深情朗诵《读
中国》，声音洪亮、高亢，自
豪之情溢于言表。望着台上
阳光自信的学生，赵同悦的
眼睛湿润了。

2021 年，一场秋天的
约会让沧州市全民阅读促
进会与市特教学校结下一
段美丽的师生情缘。每周

三上午，全民阅读促进会
的成员都会来到启明班，
指导孩子们阅读、朗诵。
大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赵同悦也时
常在课上带着孩子们一遍
又一遍反复练习。

天然好听的音色加上
刻苦努力的学习和训练，
孩子们在艺术团里不断收
获成功的喜悦。他们通过
朗读穿越古今，打开了心
灵的大门，用心中的“眼
睛 ” 看 到 了 更 广 阔 的 世
界，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综
合素养，更找到了表达的
自信和乐趣。

创建艺术团 实现“声音梦想”

沧州市实验小学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与学校教育、学科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前不久，市实验小学被评为“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
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
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
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
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
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
向船尾跑去了……”

走进市特教学校启明
班，朗朗的读书声传入耳
畔。学生们正在认真摸读着
课文《社戏》。读到精彩之
处，有的孩子脸上还露出浅
浅笑意，沉浸在课文描述的
美好情景里。

6年前，当赵同悦第一
次登上这方讲台时，孩子们
的学习状态远非如此。长期
生活在没有光亮的世界，他
们对周围的人和事很敏感，
性格大多沉默内向，缺乏自
信。课上对老师的回应寥
寥，即使没听懂也不敢承
认。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学习
兴趣，赵同悦把各种各样的

小游戏引入课堂。同时，在
讲课时，加强与实际生活的
联系。比如在识字时，对于

“田”“火”等文字，赵同悦
先用盲文笔扎出汉字的形
状，然后让学生用手触摸并
展开想象：“田”字中的一
横一竖，就像麦地里的地
垄；“火”字就像堆在一起
的木柴冒出点点火星。在学
习《荔枝蜜》一课时，赵同
悦还特意从网上买来蜜蜂模
型，让每一个孩子细细抚
摸，了解蜜蜂的特点。

在赵同悦的课堂上，学
生们遇到没有听懂的地方
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有
不同的想法或见解也可以
大胆提出。在她的不断鼓
励下，孩子们回答问题越
来越踊跃，状态越来越自
信，课堂气氛愈加活跃，
语文课时常在师生们的欢
笑声中结束，每个孩子都
仍意犹未尽。

激发主动性 打造“快乐课堂”

声音是视障生了解现实世
界的重要途径。于是，朗读就
成了赵同悦课堂上的重头戏。

当发现孩子们感受不到
作者想要表达的喜悦之情
时，赵同悦就让大家先面无
表情地读一遍，再将嘴角上
扬、面带微笑地读一遍，其
中的不同立见分晓。

在赏析重点句子时，赵
同悦会找几位同学，分别来
朗读同一句话。再让其他同
学评价一下谁读得最好？为

什么？经过大家的点评和老
师的分析，这句话所要表达
的意思以及朗读时应采用的
情绪和语气很容易就被孩子
们掌握了。

听读、跟读、摸读、分角
色朗读、用不同的语气读……
一篇课文中的重点词句、经典
段落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
感，就在花式朗读的过程中，
悄然留在了记忆中，也让孩子
们与作者有了更加深入的“共
情”，丰富了情感体验。

花式读课文 丰富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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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吴我市举办吴正宪国家级正宪国家级

教学成果推广教学成果推广主题教研活动主题教研活动

让学生尝到让学生尝到““好吃又好吃又
营养营养””的数学大餐的数学大餐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
刘永昌 魏世昌）为进一步深入推
进吴正宪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在我
市落地应用，推动成果的本土化实
践研究，提升全市数学教师专业素
养，3月 4日，市教育局教育科学
研究所、市教育学会联合举办沧州
市吴正宪“儿童数学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推广实验学校主题教研活
动。各县（市、区）教研部门负责
人、数学学科教研员及骨干教师代
表4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采用同课异
构的方式，运河区新华小学数学教
师王芳和全国著名小学数学特级教
师吴正宪，先后针对冀教版小学数
学四年级下册“分数的意义”一
节，分别进行了现场授课。

随后，吴正宪结合课例就整
数、分数概念一致性这一关键问题
与在场教师进行探讨交流，并对老
师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耐心细致的解
答。

当天下午，运河区新华小学数
学教师王婧微带领四年级学生学习
了“分数的意义”第二课时。吴正
宪结合上午教学内容进行了“小数
的意义”现场教学。

活动最后，吴正宪强调，大单
元授课不是把课一味“上肿上
胖”，而是抓住核心的内容，重点
突破。老师们需紧紧抓住知识的前
后联系，建立系统化知识结构，让
学生品尝到“好吃又营养”的数学
大餐。

校园动态校园动态

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公开课思政公开课
夺得国赛一等奖夺得国赛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
郝跃）近日，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领航
计划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评选结果公
布。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
青年建功新时代’——第七届全国
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
动”单元，由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孙艳
丽、祁志娟指导，宋建婷、颜祎
晨、姚文卓主讲的公开课《古驿泊
头展新颜 优秀文化永相传——从

“百年泊火”看中华文化传承》荣
获高职组一等奖。

课程从“实业报国 民族之
火”“匠人之心 精神之火”“与时
俱进 创新之火”“勇担使命 传承
之火”四个方面展开，将民族精
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担当精
神贯穿其中，引领广大大学生坚定
文化自信，筑牢精神之基，肩负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据了解，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探
索优化课程组织实施形式，不断增强
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针对性。

市光明小学市光明小学

““中国好人中国好人””进校园进校园
雷锋精神代代传雷锋精神代代传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为大力
弘扬雷锋精神，深刻把握雷锋精神
的时代内涵，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3月1日下午，市光明小学开
展了“中国好人进校园，雷锋精神
代代传”主题教育活动。

学校特邀请曾荣登“中国好人
榜”的89岁老人武春章和75岁老人
吕学芹，走进校园进行主题宣讲。

吕学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
了自己的故事。她告诉少先队员
们，诚实守信是她坚守和信奉的人
生准则，她只是做了对得起自己良
心的事。在场的师生无不动容，对
新时代雷锋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

作为市光明小学的校外辅导
员，武春章经常用生动感人的党史
故事和朗朗上口的家国童谣来勉励
少先队员。他鼓励孩子们，要把雷
锋精神代代相传，把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仰，转化成为
党和人民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争
当新时代祖国建设合格的接班人。

宣讲结束后，雷锋英雄中队和
张思德英雄中队邀请两位老人走进
课堂，并聘请他们为两中队新一届
校外辅导员，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
交流。孩子们纷纷表示，要争做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新时代好少
年。

日前，河北省毛
体书法家协会成员走
进市十四中，现场挥
毫泼墨，展现书法之
美、书法之趣，表达
对青少年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殷切希
望。

彭 雪 摄

“大凉山的小朋友们：希望这些衣
服能够为你们送去温暖，也希望你们
可以主动去帮助其他小伙伴，把这份
爱心传递下去。”3月 5日，在第 61个
学雷锋纪念日，市实验小学全体师生
牵手沧州善行公益团队，为彝族聚居
县——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
的小伙伴们捐赠衣物两万余件。每一
个包裹中那些写满祝福语的小卡片，
都饱含着孩子们的真情。

近年来，市实验小学深入开展主
题实践活动，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
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融
合在校园生活之中，让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深入人心。

健全思政体系
抓好课堂主阵地

新学期伊始，各班班主任就利用
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民族知识、
唱民族歌曲，观看民族融合团结发展
的视频。同学们还分享了自己了解的
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特色服饰、饮
食，深情讲述张骞出使西域、昭君出
塞、文成公主进藏等历史故事，以及
孔繁森、宋柏艳等先进人物的事迹，
并将自己的感悟记录在一幅幅精美的
手抄报上，用画笔描绘出“民族团结
一家亲”的美好画面。

市实验小学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为学校党支部主题党日、党
员学习、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的
重要内容。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主题，以“培养什
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为
育人目标，不断提高全体教师的政治
站位，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营造
浓厚氛围。

“热血浇灌巡逻路、雪山之巅铸忠
诚”“学党史、感党恩、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回眸百年党史、致敬同龄英
雄”“致敬英雄母亲、厚植家国情
怀”……一系列主题鲜明的国旗下演
讲，不断深化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

传统美德教育。
与此同时，学

校充分发挥课堂教
学主阵地、主渠道
作用，在四、五年
级 开 设 《民 族 常
识》校本课程；调
动 各 科 教 师 积 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深入挖掘和梳
理学科中蕴含的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元
素，融入课堂教学
活 动 和 教 育 实 践
中。

依托德育活动
夯实思想根基

《抗日英雄马本斋》《草原英雄小
姐妹》《彝族雄鹰杨国祥》……在“石
榴花开心向党 民族团结一家亲”讲故
事比赛中，三年级 16个中队的少先队
员们以生动的语言、饱满的激情、鲜
活的事例，动情讲述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典型的感人故事，深情讴歌各族同
胞间的真挚情感。

利用校园微信公众号，市实验小
学连续播出由共青团中央推出的青少
年民族团结教育系列动画片《兄弟姐
妹一家亲》，制作《民族团结知识应知
应会》，转载“中国民族报”客户端小
宁大讲堂动漫故事，不断加深孩子们
对于“民族团结”的认知和理解。

录制民族团结儿歌小视频、绘制
民族英雄系列绘本、寻访少数民族优
秀代表，成立红领巾宣讲团广泛开展
少数民族英雄先进事迹宣讲……形式
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助推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沧州轮台手拉手
共叙民族团结情

今年春节前夕，市实验小学与新

疆轮台第一实验小学共同举办了“沧
轮联谊情意浓 翰墨飘香迎新春——
写春联 贺新春”活动。两校师生相
聚“云端”，书写出满载深情的春联
和福字，彼此送上诚挚的新年祝福。

自 2019年结为“手拉手”学校以
来，市实验小学和新疆轮台第一实验
小学不仅在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建
设、教学改革和教育管理方面相互交
流、资源共享，而且，每逢“六一”
儿童节、端午节等节日，两校都会通
过网络直播，深入互动交流，两地师
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去年 9 月，在“民族团结一家
亲，沧轮儿童心连心”两地儿童结对
交流仪式上，远道而来的新疆小伙伴
们走进市实验小学，在同学们的讲述
中了解沧州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
著名地标，为大家展示充满民族风情
的歌曲和舞蹈。两地学子互换礼物和
连心卡，共同参加趣味运动友谊赛，
其乐融融。

今年元旦，两校学生又以书信的
形式传递友谊。一声“你好”跨越千
山万水，一封封饱含美好友谊的信
件，传递着民族团结的真情。鸿雁传
书加深了两地少先队员的心灵沟通
和情感交融，在队员们心中搭建起
一座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互联互
通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