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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爱活动

（上接1版）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刘岚又为面塑艺术添加了新的元
素。由于自幼学习绘画，刘岚手
中面塑作品的颜色更加丰富。她
还用面塑的方法做出了“糖人”，
集观赏性和食用性为一体，备受
大家的喜爱。

在小记者活动中，刘岚近乎
神奇地将动画中的一些人物形
象、动物形象通过面塑的方式呈
现到小记者的面前，让小记者领
略了面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小记者导师张春峰

一把剪刀、一张纸，展现形态
各异、特点鲜明的人物、动物、景
物等，小记者导师张春峰就有这
样的神奇能力。

张春峰自幼喜爱手工、绘画
等，剪纸风格独特。她带着自己

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省级展览
和赛事，并取得优异成绩，2014年
参加第五届全国戏曲剪纸大赛，
作品被相关方面收藏。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张春
峰为小记者上了一堂中秋主题的
剪纸课，让小记者体会到了中国
传统剪纸文化的精髓。

小记者导师丁德龙

丁德龙是来自宝丰的知名魔
术师，他以精湛的魔术表演盛名
在外。无论是大型魔术，还是喝
茶聊天过程中的小魔术，丁德龙
都应付自如，仿佛魔术已经化身
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信手拈来，让
人看得眼花缭乱。2013年，丁德
龙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让更多人
领略到了魔术的神奇魅力。

在今年的小记者活动中，丁
德龙和他的魔术团队多次应教育

中心的邀请为小记表演魔术。丁
德龙还带领他的魔术师团队先后
走进新华区实验小学、湛河区实
验小学、矿工路小学等多所学校
开展表演活动。

小记者导师何朕伟

何朕伟是平顶山日报社教育
中心刚刚邀请到的小记者导师。
他博学多才，讲国学、讲作文，得
心应手。

何朕伟毕业于河南工业大
学，钻研国学二十多年，是浙江子
轩教育集团特聘老师，擅长书法、
国画等。9 月 15 日，他应邀为小
记者开展了国学公益讲座，受到
了小记者和家长的好评。9月23
日，何朕伟又为小记者上了精彩
的作文课。十一期间，他将再次
与小记者见面，为小记者讲授作
文的写作技巧。

小记者导师段振峰

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今年
推出的进校园小记者活动比较
多，其中教授网球课的老师就是
段振峰。

段振峰是来自高新区第一
小学的体育学科老师。在每次
的“网球进校园”活动中，段振峰
都会开着面包车，带着网球教学
所用教具提前赶到活动地点。
这些教具包括十几把网球拍、20
多个教学专用网球以及打网球
专用的网子等，拿起来沉甸甸
的。

段振峰说，他参与平顶山日
报社教育中心“网球进校园”活
动，是想通过推广这项运动，让小
记者喜欢上体育，养成良好的运
动习惯，全面提升身体素质。

（王红梅整理）

行业精英助力小记者活动

每周三下午，南环路小学校
园异常活跃，十多个社团活动在
这里同时进行：朗读、器乐、书法、
戏曲、绘画……每个孩子都能找
到自己喜爱的社团，他们展开想
象的翅膀，陶醉在艺术的氛围里。

“学生们只有兴趣广泛了，才
能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南环路小
学校长马幸伟说。

南环路小学校园不大，可每周
三的校园社团活动却安排得井然
有序。马幸伟告诉记者，让学生走
好人生第一步，一直是南环路小学
发展的目标；让学校发展成为师生
探索求知的学园、生动活泼的乐
园、充满亲情的家园、整洁美丽的

花园，一直是南环路小学全体教师
奋斗的方向。学校目前开办的十
多个社团活动已经深入学生心中，
尤其是足球社团和葫芦丝社团，学
生参与的热情非常高。在2017年
区长杯小学生足球比赛中，该校男
子队还荣获了一等奖。

据马幸伟介绍，南环路小学
目前有 40多名教师、700多名学
生。学校通过墙壁文化、晨读午
诵周展示评比等一系列活动，使
以“诵经典、品书香、塑人格”为主
题的经典诵读在师生和家长中形
成共识。学校十分注重教师专业
成长，不断提升教师业务素质。
教师不仅勤学习、爱钻研，而且业

务能力强、团队凝聚力高。团结
和谐的教学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
学习氛围。学校的一系列努力也
先后获得了诸多荣誉：市级读书
活动先进单位、市级科教研先进
单位，区级文明学校、教学质量先
进单位……

马幸伟告诉记者，晚报小记
者活动弥补了校园活动的不足，
比如走出校园采访湛河治理工
程、小记者影评大赛、果园认领果
树、非遗进校园活动等，都拓宽了
学生的视野，为他们在小学阶段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希望今后举
办更多采访类活动，丰富他们的
校外知识。”马幸伟说。 （耿剑）

让学生走好人生第一步
——访湛河区南环路小学校长马幸伟

本报讯 9 月 14 日、21 日、27
日、28日，由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
心主办的“奔跑吧，少年”先后走
进市区继红小学、联盟路小学、新
程街小学和开源路小学。这些精
心打造的项目，在现场吸纳学生
的建议，不但让孩子的体验更嗨
更快乐，而且培养了孩子的创新
意识。

9 月 21 日下午，联盟路小学
小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将
部分“奔跑吧，少年”趣味运动项
目玩出了新花样。在“趾压板踢
毽子”活动中，工作人员原本设定
的是让小记者站在趾压板上把毽
子踢到指定靶心位置，可小记者
刘子骞和马轶俊带头尝试了一下
后，认为踢毽不如跳远更有挑战
性，于是建议工作人员把“趾压板
踢毽子”改成了“趾压板跳远”。
调整后的活动大大激发了小记者
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大家纷纷
都跳到事先设定的“靶心”，足足
有1.5米那么远。顺利完成挑战的
小记者鼓掌欢呼，快乐在操场蔓
延。接下来的几天，这一活动相
继走进继红小学、联盟路小学、新
程街小学和开源路小学。

全新改版的“奔跑吧，少年”
活动随后还会走进更多学校。主
办方把团队合作理念融入一些经

典的运动项目，并加入感统训练
的诸多内容，既锻炼了小记者的
综合协调能力，又培养了他们的

团队合作能力，还能根据孩子们
的建议对项目进行调整，让孩子
们在游戏中培养情商、磨炼意志、

锻炼体能，培养创新意识，全面提
升个人综合能力。

（王红梅）

奔跑吧，少年！学生创意让运动更嗨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对孩子
的法律教育意识也有所提高。《道
德与法治》这门课程的目标，是在
生活中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培养
其养成守法意识，促使其明晰行为
规则，自觉遵法、守法。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师应该利用可行性强的
教学策略，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
让孩子们感知规则、反思规则、践
行规则，提高《道德与法治》课程教
学的实效。

更新理念 培养意识

随着课改不断深化，教师的教
育理念需要不断更新，角色需要做
好转换。在课堂上，教师要做学生
学习的合作者、指导者，把课堂还
给学生，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人，
把他们放在学习的第一位。《道德
与法治》，通过活动培养学生规则
意识，通过活动和合作促使他们去
感知、去思考，亲身实践，把书本知
识内化于心，用自己的行为体现出
法治精神。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为
学生营造活动氛围，激发学生积极
参与活动的信心，引领学生在活动
中学到知识、得到成长。

创设情境 感知规则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在
教学中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譬如，通过游戏、小组
合作、走出教室等方式搭建实践活
动平台，营造和谐活泼的氛围，激
发他们愉悦的心情和学习的兴
趣。

我在教授《安全地玩》时，就
把课堂移到了教室外，给他们创
设情境，使用体育设施、做游戏，
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玩，观察他们
在玩的过程中不同的表现，及时
发现并总结安全隐患，激发他们
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自己说出来
需要排队、不打闹、遵守游戏规则
等，然后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做
游戏。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观
看安全事故视频，让学生自己谈
谈平时玩的时候怎么做的，让他们
自己感知在玩耍的时候怎样做才
能保护自己。

立足生活 发现规则

《道德与法治》教材设计秉承
尊重儿童的原则，案例都是从学生
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儿童生活世界
抽离组成教材，然后再通过教学实
践转化进儿童的生活世界。要让
学生发现规则，按照规则玩耍、学
习乃至生活。课程设置都是从生
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教师要
学好大纲，力求运用深入浅出的实
践活动，引领学生在追求道德情操
的基础上，完成对生活中的一些规
则潜移默化地吸收。

课内体验 课外拓展

课本呈现的知识是有局限性
的，而生活实践对学生的成长与认
知更立体、全面。因此，教师要把
课内体验和课外拓展有机融合，通
过创设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在社会
生活与家庭生活中通过实践学到
规则，做到守规则。

学生的规则意识不是单靠学
校就能实现和完善的，还要充分发
挥家长的作用，才能课内课外全方
位地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规则意
识和行为习惯。我们学校在每学
年初，各个部门结合特色，在家校
合作方面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习
惯做一个详尽的计划，使家校形成
合力，使学生在学校、家中以及校
外受到的教育保持一致，让教育效
果事半功倍。

（新华区联盟路小学 苏豪珍）

■名师育儿

小学《道德与法治》
如何培养规则意识

马幸伟 耿剑 图

9月27日，在新华区新程街小学北校区，参加“奔跑吧，少年”活动的小记者正在进行“滚铁环”比赛。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