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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市凤凰城小学三

年级 7 班的学生欢聚在校园梧桐

树下，和语文教师陈辰、心理教

师刘晶晶一起开始了“春种一粒

粟”跨学科学习。师生共同诵读

有关“春耕”的诗句，了解“春

耕节”的来历和习俗。

市凤凰市凤凰城城小学小学

““梧桐树梧桐树下大课堂下大课堂””
感知感知四季之美四季之美
本报记者 赵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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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魏越）“第
十六届中国民办教育家代表大会暨中国民办
教育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
活动中，黄骅市新世纪中学被中国民办教育
促进会、中国民办教育家代表大会组委会评
为“中国十佳特色示范学校”。

近年来，黄骅市新世纪中学充分挖掘
学生潜能，开设书法、美术、音乐、武
术、播音主持、体育舞蹈、影视表演、戏
剧影视导演、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等 11个
特长专业，不断拓宽学生升学渠道。学校
还积极开展“艺术家进课堂”活动，邀请
国家级和省市级知名专家定期入校为各专
业特长生指导授课。同时，依托社团活
动，将剪纸、新闻写作、国学、国画、戏
曲、相声、乒乓球等项目引入课堂，让每
个孩子都能拥有一项特长。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李秋霞）
在第9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中国科学院
天文台研究员、“火星叔叔”郑永春应邀走
进市上海路小学“红领巾科学院”，与学生
们一起探秘九天星河。

“太阳会不会消亡？”“火星上的一天是
多少个小时？”面对孩子们的种种疑问，郑
永春耐心解答，普及宇宙知识，和大家畅谈
地球之美。看着郑永春亲手绘制的太空主题
海报，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交流收
获与感受。

主题讲座结束后，郑永春又与教师代表
进行了座谈。他倡导教师们在教育教学中注
重学生的跨学科学习，积极营造“无风险”
的交流课堂，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敢于质
疑。

黄骅市新世纪中学黄骅市新世纪中学

入选入选““中国十佳中国十佳
特色示范校特色示范校””

市上海路小学市上海路小学

““火星叔叔火星叔叔””
走进走进““红领巾科学院红领巾科学院””

温暖的阳光透过稀
薄的云层洒在大地上，
万物复苏，萌动着无限
春意。孩子们满怀希望
亲手种下一颗颗种子，
持续进行观察，认真记
录它的生长变化。清明
时节，六年级全体师生
徒步远行，到烈士陵园
缅怀革命先烈，并用手
中画笔定格狮城的春日
美景。“草长莺飞二月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学生们吟
诵着优美诗句，在操场
上放飞五彩斑斓的风
筝，“春萌”系列课程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圆满完
成。

从 6 月的“小荷才

露尖尖角”到 7 月的
“映日荷花别样红”，再
到 8月的“稻花香里说
丰年”，“夏发”系列课
程沉浸在一片花香中。
孩子们通过阅读绘本
《一 颗 莲 子 的 奇 妙 旅
程》，了解荷花的生长
规律和特点，再经过赏
荷、品荷、悟荷，对荷
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
到了立秋时节，市凤凰
城小学的学生又把目光
转向了另一种重要的农
作物——水稻。在认识
水稻的过程中，老师还
会给大家讲解我国的农
业形势以及粮食作物的
种植方法，让孩子们意
识到“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

春萌夏发 感受绿意生机

去年中秋节前夕，
在“秋储”系列课程之

“月是故乡明”主题实践
活动中，三年级和五年
级的学生寻觅校园中

“秋”的踪迹，以飞花令
分享与“月”相关的诗
词，和老师同做冰皮月
饼，共享佳节快乐。

六年级的同学们则
围绕“秋风扫落叶”展
开综合性学习。老师以
一首原创诗歌引入，带
大家了解叶子的四季变
化和价值；孩子们就地
取材，用“望闻问切”
的方法欣赏校园中的梧
桐落叶，并通过小组合
作，创作出形式多样的
落叶作品，深刻感受秋
日落叶的自然之美和艺
术之美。

有 了 “ 春 种 一 粒

粟”，当然少不了“秋收
万颗籽”。春天种下的种
子到了秋天已结出果
实。孩子们亲手摘下劳
动果实，制成美味的菜
肴，与老师和家长分享
丰收的喜悦。

伴随着纷纷扬扬的
雪花，“冬藏”系列课
程登场了。雪花是怎样
形成的？与雪相关的诗
词有哪些？孩子们合作
探究，还充分发挥想象
力和创造力，通过剪
纸、泥塑等方式制作出
形态各异的“雪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
自开。”“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傲立于
风雪中的梅花与青松，
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不畏
艰险、坚韧不拔的宝贵
品质。

秋储冬藏 分享丰收喜悦

4 月 24 日 至 25
日，由市教科所和京

津冀特殊教育协同发

展联盟主办、沧州市

特殊教育学校承办的

“京津沧深度协作 教

学评共向未来”培智

教育高质量发展联合

研讨会在市特教学校

召开。京津沧三地特

教 教 师 通 过 专 家 讲

座、校长论坛、课例

观 摩 研 讨 和 经 验 分

享，围绕培智教育在

课程建设、课堂教学

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展

开深入交流。

自去年 8 月与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安 华 学

校、天津市河西区启

智学校缔结友好合作

关系以来，市特教学

校 通 过 “ 请 进 来 ”

“走出去”，积极加强

三地互动合作。

在此次研讨会上，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毛荣
建以“培智学校有效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为主
题，从特殊儿童的学习、培智学校的教学以及
有效教学的实践三个方面入手，将前沿的教育
理念分享给特教老师们。

像这样的专业引领，还有很多。
在三所友好合作校签约仪式上，全国

知名特教专家刘全礼围绕特教学校课堂教
学提出建设性意见。

市特教学校还邀请京津友好合作校的
两位校长参加学校的青年教师大会，针对
如何当好一名特教教师、怎样做好职业规
划等问题，为刚刚走上特教岗位的老师们
指点迷津。

校园动态校园动态

一次户外活动，我带
着孩子们在幼儿园的院子
里玩滑梯。大多数孩子都
在滑梯周围活动，辰辰和
喆喆却蹲在不远处的树下
讨论着什么。

我走过去，看到地上
有许多蚂蚁爬来爬去。辰
辰和喆喆一人拿着一根小
树枝，正在阻止蚂蚁前
进。“你看，我挡了蚂蚁
的 路 ， 它 找 不 到 方 向
了！”辰辰兴奋地说。只
见小蚂蚁碰到树枝后，左
探探，右闯闯，四处乱
撞。喆喆看后也立即加入
其中，地上的蚂蚁顿时乱
作一团。“哎呀，蚂蚁迷
路了！”辰辰大叫道。

喆喆一抬头，看到了
站在旁边的我，“老师，
你说蚂蚁会迷路吗？”

我坦诚地告诉孩子：
“老师也不知道蚂蚁会不
会迷路，我们可以一起观
察一下，看蚂蚁能不能找
到原来的路。”

辰辰和喆喆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静静地
看着小蚂蚁们。经过一阵慌乱后，蚂蚁终于
又找到了方向，回到了原来的路上。

“老师，你看，蚂蚁不会迷路的，它们
又继续前进了！”辰辰和喆喆兴奋的喊声又
吸引来好几个小朋友。

“好奇怪啊，为什么蚂蚁不会迷路呢？
它们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我适时提出了
问题。

“你看，蚂蚁不是有眼睛吗，它一定跟
我们一样用眼睛看路吧！”“不对，我爸爸
说，蚂蚁用的是触角。”……孩子们你一言
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为了找到答案，我带着
孩子们查资料、做实验，终于明白，蚂蚁的
触角非常敏锐，不但能通过触碰地面上的物
体认路，而且还能依靠触角“闻”出气味。
在返回时只要追寻着这种气味，就不会误入
歧途。有的蚂蚁虽然不会在爬过的路上留下
什么特殊气味，但是它们能靠触角“闻”出
道路上的天然气味，同样也能原路返回。另
外，太阳的位置和洒下的日光，也能被蚂蚁
用来辨认回巢的方向，所以它们始终不会迷
路。

满足幼儿的探索欲是非常重要的。作为
幼儿教师，面对孩子们的“十万个为什
么”，不仅要支持孩子自发的观察活动，更
要鼓励幼儿在探索过程中动手动脑，自主寻
找答案。

（作者系沧州市第一幼儿园教师）

老师为孩子们讲述老师为孩子们讲述““春耕节春耕节””的来历的来历 高宏伟高宏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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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玉洁

探索实践 按需教学深化体验

经验分享环节，市特教学校教师郝康
奇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培智教育课改实
验班的特色教学模式。

针对一年级培智生，今年1月，市特
教学校成立了培智教育课改实验班。

每天上午和下午的第一节课，是实验
班学生的自主进校时间。刚开学时，每天
由两位老师对孩子们进行引导，帮助学生
准确找到教室。一段时间后，大多数学生
就能够自己进校了。这不仅淡化了培智生
的独特性，也让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和需求。为
此，实验班设置了分组教学区，根据孩子
们的个人情况分成4个小组。在分组教学
中，任务单的难易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分

组区域还兼具个训功能，老师会对个别学
生进行单独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跟上集
体进度；对于其他同学，老师则会为其布
置进一步的任务。

为了深化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他们
的参与度，在问好和再见时，老师会采取
多种方式，如点名答到、集体问候、师生
相互问候等，引导学生“主动说出来”。从
画竖线、无规则涂色，到两点连线、大范
围涂色，再到描画图形、界内涂色，直至
多点连线画出动物或水果，“主动画出来”
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控笔能力，而且让他
们多了一种交流表达的方式。夹取东西、
参与集体游戏、进行感统训练……“主动
做出来”提升了学生动作的精细化和协调
性，更增强了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深度合作 携手共谋特教未来

研讨会上，来自北京朝阳区安华学校
和天津市河西区启智学校的老师也围绕培
智生的课堂和生活教学进行了课例观摩研
讨和经验交流分享。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后，京津沧三所特
教学校在管理模式、校本课程研修、教师
专业成长等方面实现了信息共通。

市特教学校校长付康带队前往天津市
河西区启智学校，考察特殊教育学校职业
教育培训基地的蘑菇种植项目，为培智生
拓宽就业渠道。

市特教学校还组织教师前往北京市朝
阳区安华学校进行跟岗学习。老师们全程
参与班级教学，针对课程构架、包班制教
学、教研活动等进行深入交流，回校后把

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尽快融入教学实践
中。

去年 11月，在“数字教育时代背景
下京津冀特殊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研讨
会”上，付康向来自京津冀的百余名特
教同仁介绍了沧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发
展历程，并就学校教育教学实践、办学
理念、办学特色等方面作经验分享。市
特教学校也入选京津冀特殊教育协同发
展联盟。

“教育从来不是闭门育林，而是相互
帮扶、相互学习，聚力成长。下一步，我
们会更加密切与京津友好合作校的联系，
通过多种方式深化协作，不断提升市特教
学校的教育质量。”付康说。

三地专家共同点评课例三地专家共同点评课例 刘红艳刘红艳 摄摄

4月30日，沧州市第一中
学高二年级全体师生迎着朝
阳开启远足研学之旅。从中
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到大化
工业遗存文化区、园博园，
返程时再沿大运河西堤一路
向南，参观胜利公园、清风
楼、南川老街、百狮园等沧
州文化地标，历时 10 小时，
行程30公里。

当孩子们返回学校，冲
过“凯旋门”，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大运河美沧州美，我
爱我的家乡。今天不仅磨炼
了意志，也将成为我们难忘
的青春记忆。”高二30班学生
刘文韬开心地说。

郭云静 文 向道晋 摄

亲近自然、适应自
然是人的天性和本能，
孩子更应与自然和谐相
处。为此，市凤凰城小
学以“自然之美”为主
题，构建了“梧桐树下
大课堂”四季特色校本

课程体系。课程依循季
节与时令，每个季节都
有丰富的实践活动内
容，不仅实现了多学科
融合，而且让学生拥有
更为充分的探索机会和
丰富立体的学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