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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完成“小升初”跨越 从容迎接新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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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点敲响文化自信 实验室里玩转科技

“五育”花开让学生“全能成长”

五育并举案例

深秋的黎明，天空渐渐泛起了鱼肚
白，晨雾悄悄地降临到了城市的上空，天
空中静静飘着的雾模糊了整个世界。刚
起床的我揉了揉眼睛还是看不清楚。

正当我疑惑，太阳从地平线爬上来
了，充满了朝气与活力的颜色充斥着整个
空间，白色的晨雾更好似被这一场景感染
了，激动地滑动着，翻滚着，它活力四射、
光彩照人。

才过半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闪耀
的光芒早已占领了一整片天空，白雾在当中
若隐若现，像一条条神奇的金色小锦鲤，在
被朝霞镀了金边的云朵之间灵巧地游动着、
跳跃着，又像波涛汹涌的海面，不断波动、翻
腾着，好似天上的仙境一般绮丽无比。

日影高悬，午时已到，金色的阳光灿
烂地照耀着整个城市，白色的雾好似被手
工艺人拿去装裱过了，也沾染上了一层华
丽的金色光辉。它高高地悬浮于半空之
中，像是太阳落下的光芒织出的丝线。

太阳渐渐西沉，绽放出多彩的光芒，
好似一朵美丽无比而又转瞬即逝的烟
花。离太阳最近的薄雾被浸染成了一条
条一片片的彩锦，在空中迎风飘扬，好似
仙女舞动的衣襟。

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这白雾又变化
出另一种不同的美。这时，太阳落山，万

物沉睡，皓月当空。月亮慷慨地散下一地
碎银两，天地间雪白一片，整个世界变得
那么宁静、祥和，人的一呼一吸也不由自
主地放缓了许多，生怕惊动了这美景。而
这时一片轻薄的雾飘了过来——它是那
么轻薄，不像一旁厚厚的云朵那样笨重。
这片薄雾浸在洁白的月光下，几乎与月亮
融为一体，在月光中静静游走，形成一片
朦胧，给人一种可远观不可亵玩之感。它
不像白天那样耀眼夺目，却依旧散发着一
种朦胧、缥缈的美。

我想人的一生，又何尝不像这雾一般
朦胧呢——看似近在眼前，而那些想要得
到的东西却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之感，
但只要我们用日月一般璀璨的自我去点
亮它、闪耀它，就会无比的美丽！

指导老师杨曼点评：这是一篇观察细
腻、文笔优美的写景抒情散文。文章以时
间为序，精妙捕捉了“雾”在晨、午、暮、夜
四个时段的动态变化与独特美感。描写
尤为出色：拟人化手法赋予景物生命；精
妙比喻营造出丰富意象与诗意画面。观
察入微，想象瑰丽。结构清晰，时序推进
自然。结尾由雾之朦胧自然升华至人生
感悟——“可望而不可即”的体验，落脚于
“以璀璨自我点亮它”的积极姿态,是画龙
点睛之笔，提升了立意深度。

雾
洪山区第二小学六（3）班 王雨桐

近日，六年级学生小雅（化名）妈妈急迫地找到
班主任求助：“孩子最近老是反锁房门，不跟我们沟
通，写作业还特别拖延，一说她就急，我们为此吵了
好几回了。六年级了，眼看马上就上初中了，让她
额外做些练习作业也不肯，这可咋办呀？”六年级的
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前期，身心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出现这些情况家长要如何应对？本期的《你问我
答》邀请武汉市青山区钢都小学政教主任曾娟为家
长答疑解惑。

探寻孩子行为背后的“小秘密”

小雅的这些表现到底传递出什么信息呢？
——独立意识觉醒的小信号。六年级的孩子

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他们渴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就像雏鸟想离开鸟巢自己探索世界一样。反锁房
门可能是他们表达想要独立、不想被过多干涉的一
种方式。这时候，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有自己的
想法和秘密，不想完全按照父母的安排来。

——学习压力下的小情绪。六年级面临小升
初，学习任务加重，作业难度也提升了。孩子可能
在写作业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比如数学题不会做、
作文没思路，但又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说，就通过拖
延来逃避。他们心里其实也很焦虑，只是不知道该
怎么面对这些压力。

——沟通方式不当引发的小矛盾。有时候家
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可能过于强势，总是命令孩子

“必须怎样”“不能怎样”，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
孩子就会觉得家长不理解自己，慢慢地就不愿意和
家长沟通了。而且一旦家长因为作业拖延批评孩
子，就很容易引发争吵。

搭建亲子沟通的“彩虹桥”

面对小雅的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换个方式“敲门”沟通。别一上来就质问孩子

为什么反锁门、作业为什么没写完，可以找个轻松
的时机，比如一起吃饭或者散步的时候，心平气和
地跟孩子说：“宝贝，妈妈爸爸最近感觉咱们之间交
流有点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妈妈爸爸很关
心你，想和你多聊聊。”用这种温和的方式打开孩子
的心门，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和尊重。

学会当孩子的倾听者。当孩子愿意开口说话
时，家长一定要认真听，不要中途打断或者急着反
驳。比如孩子说作业太难不想写，家长可以说：“听
起来作业让你压力很大呢，能和妈妈爸爸说说具体
是哪里难吗？”让孩子把心里的委屈和困惑都说出
来，这样家长才能更好地理解孩子。

用“我”语言代替“你”语言。在和孩子沟通时，
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作业都不写”换成“妈妈爸
爸看到你作业没写完，心里有点着急，担心你学习
跟不上”。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孩子，

孩子更容易接受。

帮孩子赶走拖延“小怪兽”

爱拖延是孩子们共同的特点，如何改掉这个坏
毛病呢？

制定合理的时间表。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详
细的作息时间表，把写作业、休息、娱乐的时间都安
排好。比如，下午放学后，先休息 15 分钟，吃点水
果、活动一下身体，然后从7时到8时写作业，8时开
始阅读。把大任务分解成小目标，每完成一个小目
标就给孩子一个小奖励，比如贴一颗小星星，集满
一定数量的小星星可以换一个小礼物，以激发孩子
的积极性。

创造良好的学习小天地。给孩子打造一个安
静、整洁、明亮的学习环境，把学习用品都摆放整
齐，把手机、电视等可能干扰学习的物品都拿走。
就像给孩子搭建一个专属的“学习城堡”，让他们能
更专注地学习。

教孩子实用的“拖延克星法”。比如“番茄工作
法”，让孩子把学习时间分成25分钟一个单位，每个
单位之间休息5分钟。在这25分钟里，孩子要全身
心地投入学习，就像一个小超人在专注地执行任
务。还可以教孩子先做简单的作业，建立自信心，
再慢慢攻克难题。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的“温馨魔法”

孩子的健康成长，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必不可少
的。

遇到问题，家长先“降降温”。当孩子出现反锁
门、拖延等情况时，家长很容易生气，但这时候一定
要先冷静下来。深呼吸几次，告诉自己孩子是在成
长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家长
带着情绪和孩子沟通，只会让矛盾升级。

增加亲子互动的甜蜜时光。每周安排一些时
间，和孩子一起做他喜欢的事情，比如看电影、玩桌
游、做手工等。在这些活动中，孩子能感受到家长
的陪伴和爱，亲子关系也会更加融洽。比如一起做
手工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边做一边聊天，了
解孩子的想法。

家长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家长自己也要有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时间观念。如果家长总是玩手
机、看电视到很晚，却要求孩子按时写作业、早睡早
起，孩子肯定心里不服气。家长要以身作则，比如
规定自己每天晚上也要学习或者阅读一段时间，给
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我们用爱和耐心去
引导孩子，和他们一起面对困难，相信孩子一定能
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健康快乐地成长。

（记者覃柳玮 整理）

学习的兴趣总是在情景中发生的，离
开了情景，学习就很盲目。数学不是枯燥
的，更不是无用的，生活中处处皆情景，处
处是数学。情景化学习是破解“数学无用
论”的金钥匙。在数学学习活动中，同学
们该如何进行情景化学习呢？

问题式情景化学习

学源于思，思始于疑。面对新知学习
的时候，学生如果能够把数学问题代入到
生活情景中，那么学习起来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如进行勾股定理学习时，可能会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马戏团的一只猴子在进行
爬梯表演，梯子的长度是 5 米，梯子摆放
时，它的水平距离是 3 米，假设该小猴在
4.5米的高度范围内落下不会受伤。如果
这只小猴表演时爬到该梯子的顶端不慎
落下，那么猴子会不会有危险？

学习开始，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但
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最后可能会陷入
片刻的沉思之中，而恰恰是此时，学生们
的思维却是最活跃的。这时老师如果迅
速切入主题，稍作点拨，学生就能醍醐灌
顶，学以致用。

故事式情景化学习

在学习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时候，很多
同学还局限在小学的算术解决方法，看不
到列方程求解的优点。如果碰到了下面
这个问题，学生就会感受到算术方法的局
限性，从而激起对方程学习的兴趣。

相传在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墓碑
上，记载着这样一道谜语般的数学题：他
生命的六分之一是幸福的童年，再过十二
分之一，脸上长起了细细的胡须，他结了
婚还没有孩子，又度过了七分之一，再过
了五年，他得到了一个儿子，可这孩子的
寿命只有他父亲的一半，儿子死后，老人
在悲痛中活了四年就去世了。请问数学
家丢番图活了多少岁？他结婚时多少岁？

面对这道题，学生习惯的算术方法就
不奏效了，而此时列方程来解决却是易如
反掌。设他活了x岁，依题意有：

这样，要知道丢番图的年纪，只要解
出这个方程就行了。这段墓志铭写得太
妙了，谁想知道丢番图的年纪，就得解一
个一元一次方程，而这又正好提醒前来瞻
仰的人们，不要忘记了丢番图献身代数事
业的故事。

游戏式情景化学习

学生在游戏时常常能达到忘我的境
界，他们主动参与游戏，兴致勃勃，在这一
过程中游戏的趣味性是诱发兴趣的关键。
其实，一些游戏过程中涉及方案选择的时
候，也是需要数学知识作为理论支撑的。

如在进行概率学习时会碰到这样一
个问题：计算机的扫雷游戏中，小明随机
点开了一个方格，点击后出现数字3，我们
把以“3”为中心的9个方格框起来记为A
区域，A 区域以外的记为 B 区域。数字 3
表示 A 区域有三颗地雷，踩雷则游戏结
束，下一步该点击A区域还是B区域？

如果根据地雷的数字来看，应选择A
区，如果从非雷区域面积来看，应选择 B
区。但是生活、游戏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数
学原理，那么站在数学的角度，如何通过
数据分析，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面对这
个问题，学生发现只有学好数学，学会概
率后，才能更好地去玩游戏。这样的情
景，会让学生对新知产生强烈的共鸣。

生活中的情景化学习

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最佳方案选择
的问题，这时候，如果学生能够运用建模

的思想，将生活问题转化成数学中的函数
模型，那么便会迅速发现最佳方案。

如图，l1、l2分别表示一种白炽灯和一
种节能灯的费用（费用＝灯的售价＋电
费，单位：元）与照明时间x（时）的函数图
像，假设两种灯的使用寿命都是 2500 小
时，照明效果一样。如果小亮的房间计划
照明2000小时，那么他最好买哪种型号的
灯呢？

我们先分别求出 l1、l2 的函数解析式
y1＝0.03x+2，y2=0.012x+20，会发现：当使
用时间为1000小时时，二者费用一样y1＝
y2＝32 元；当使用少于 1000 小时时，应选
择白炽灯；当使用超过1000而又少于2500
小时时，应选择节能灯。

那么最合理的方案不言而喻了。通
过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学生们更加明白了
只有学好数学，才能运用数学智慧选择最
佳方案。

德育中的情景化学习

数学是比较难学好的科目，尤其是到
了八年级，数学思想方法多了，知识也变难
了，因此有些同学就退缩了，尤其是形象思
维能力较强而逻辑思维能力较差的部分女
生。因此，在平时的课堂上，同学们既要学
习数学知识，还要学习数学家们不畏困难、
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品质，这样才能保持自
己旺盛的学习热情和持久的学习动力。

如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
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
笔，历时多年并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
最终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
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离摘取这颗数
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
煌，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数学
家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源于对梦
想的执着与纯粹的热爱，他们的精神值得
每一位追求卓越的人学习。

情景创设不是简单地给数学“披上生活
的外衣”，而是重构数学学习生态的支点，是
实现学科隔离到学科融合的桥梁。作为学
生，在数学学习中要充分借助情景，将数学
问题代入到情景中进行沉浸式体验，体会
数学知识的魅力，感受学以致用的快乐。

情景化学习
学好数学的金钥匙

“咚啪咚啪，咚咚啪……”一板一鼓，配上一口
地道的黄陂方言，同学们表演的湖北大鼓《少年善
韵》蛮有“板眼”；陶艺工坊里同学们用陶土和超轻
黏土制作的高达2米的华表、民族图腾立柱等作品
引人注目；机器战车打冰球、无人机表演，人机互
动好不热闹……这是青山区新沟桥小学“庆六一
童趣飞扬”艺术节活动的现场。吹拉弹唱、载歌载
舞，同学们竞相展示着各项才艺，在欢乐的海洋中
享受成长的幸福！

多年来，新沟桥小学秉持“树本砺新”办学理
念，以“传承与创新共进，科学与人文齐飞”为办学
特色，坚守育人根本，激发生命潜能，以“成长、发
展、创新”为主题，多元推进“五育并举”。

“食育+体育”创新学生成长公式

学校将提升学生体质放在首要位置，以“食其
健康，劳其筋骨，健其体魄”作为发展目标，探索健
康育人新路径。

面对国家政策号召，学校立项武汉市教育学
会课题《关于小学生营养餐合理配制促进体质健
康的实践研究》，将食育纳入育人体系，以课程为
载体，从营养知识教学、饮食文化浸润、健康行为
引导等多维度开展教育，致力于提升学生体质。

4月，校长信箱收到一封家长来信，反映孩子
在校不爱吃午餐。经过调查，了解到孩子平时挑
食，经常口腔溃疡，那天被午餐盐焗鸡中的咸味刺
激以至于更不想进食。针对学生不良饮食习惯，
王娜老师执教生命安全课《不挑食，不偏食》，指导
孩子认识营养元素，学会科学进食方法。在老师
的教育和家长的配合下，许多孩子逐渐改掉了挑
食、偏食的坏习惯。

学校将合理膳食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创新打
造特色校本课程“春菜三部曲”：保健老师蒋岚执
教《认识春菜》借助AI认识韭菜、春笋、鱼腥草等春
菜的营养价值；科学老师叶辉执教劳动课《种春
菜》，指导学生在学校种植基地种下青椒、番茄、茄
子苗；班主任王俊兰老师带着学生走进校园厨房，
体验“韭菜炒鸡蛋”的乐趣。通过“认知—种植—烹
饪”全流程体验，培育学生劳动素养与食育智慧。

作为“武汉市田径传统特色学校”“青山区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青山区篮球传统特色学校”，学
校通过一节体育课+两次大课间活动+居家30分
钟锻炼，做到每天锻炼2小时；大课间活动采用三
套操加跳绳、跳羊角球、跳绳梯等自选活动项目的
3+X形式，丰富学生体育运动形式。同时开展足
球、篮球、轮滑等体育项目的社团活动，定期举办

“迎新杯”篮球、足球、跳绳年级赛，将热爱体育的
激情推向高潮。

鼓点中敲响文化自信

学校将非遗代表性项目引入校园，从湖北大
鼓的铿锵鼓点到泥塑的繁复精美，传统技艺不仅
成为学习中的“新潮流”，更是培养耐心、创造力、
文化自信的“美育课堂”。

“乐陶陶”社团成立于2010年，在区学科带头
人张弢老师的带领下，十五年来，400 多名“小匠

人”开启与泥巴的对话。揉捏拍打、精雕细琢，传
统技艺在学生的奇思妙想里幻化成萌气十足的陶
艺作品。武汉市艺术小人才比赛活动一等奖获得
者罗悦芊同学说：“每一次与陶土的亲密接触，都
让我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原来泥巴里藏着千年文
明的心跳！”

学校立足弘扬本土文化、增强对家乡文化的
认同感与自豪感的工作思路，邀请江汉文化群艺
联盟楚凤曲艺社社长、湖北大鼓传承人黄翠红亲
授技艺。周二基础班、周四提高班，从湖北大鼓的
历史、艺术特色启蒙，循序渐进开展击鼓技巧、唱
腔韵律、表演姿态等教学。

击鼓时，学生从握槌练起掌握节奏变化；唱腔
学习从单句模仿进阶到完整唱段演绎。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学生不仅初步掌握了敲鼓打板的基
本表演技能，以前说一口普通话的孩子们现在也
能用黄陂话演绎着汉腔汉调。“原来用黄陂方言唱
大鼓，比rapper还酷！”队员们笑着总结。

2024年，原创曲目《少年善韵》斩获青山区中
小学校园舞蹈、戏曲戏剧展演一等奖。在刚刚结
束的武汉市“我们都是戏剧大师”展演活动中，此
节目也荣获优秀奖。湖北大鼓社团更受邀参与青
山区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社区公益服务活动，传递
以孝文化和雷锋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美德。

小学生玩转科技实验室

新沟桥小学以信息化教育为抓手，通过“课程
启蒙+社团个辅+赛事突破”培养路径，不断提升学
生创新思维，培养数字新人。

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设200平方米的东湖创

客空间，配备大疆机甲大师机器人、激光切割机等
先进设备，创设创意设计、编程调试等功能区，成
为区域科创教育共享基地。

开设《人工智能编程基础》等普惠课程，实现
3—6年级科技启蒙全覆盖。开发“科技+人文”融
合课程，以编程为核心，打造基础性 AI 课程。以
雷仕贤、欧阳天泓主导的学生团队借鉴蜂巢快递
柜扫码原理，通过编程控制 LED 灯，根据社区垃
圾无法自动分类的痛点，设计出智能垃圾分类装
置《智能垃圾桶》，该项目作品获全国双师科创营
大奖。

组建机器人、3D打印、无人机等12个精品社
团，年参与学生超500人次。建立“校级—市级—
国家级”竞赛梯队，创新发明屡获突破，欧阳天泓
同学获全国人工智能大赛一等奖，袁可欣3D作品
入选央馆赛事。五年间，收获5项国际级、67项国
家级、230余项省市级奖项。

会编程的“陶艺大师”、懂营养的“足球小将”、
用黄陂话说唱的“非遗传承人”……从舌尖到指
尖，从泥土到云端，新沟桥小学的实践证明，教育
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

“最优解”，“五育并举”让每个孩子都成为“限量
版”的自己！

未来，学校将继续深耕“五育”沃土，深度融合
学科发展，构建特色育人体系，成就每位学生未来
的可能，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王云芳）

黄陂区实验中学教师方铭。

学生们表演湖北大鼓。

《超学科阅读》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三（5）班 侯珺婕

指导老师：丁诗钰

《绘梦中华》
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五（9）班 宁可馨

指导老师：李仁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