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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思源实验学校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思源实验学校：：

““特色特色++特长特长””赋能学生快乐学习赋能学生快乐学习
■熊 巍 王 涛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思源实
验学校地处十堰高新区，交通
便利，环境舒适，现有教学班
47 个，在校学生 2594 人，教职
工 157 人，是一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一直以来，学校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
举，狠抓“双减”政策落实，以提
高体音美劳教学质量为重点，
以打造高质量的“三声”校园为
抓手，深入推进新课程标准的
实施，促进体音美劳教育教学
工作健康、快速发展。

厚植体音美教育教学发展沃土

搭建多彩课间平台启智增
趣。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
性化成长，学校分年级分时段
开启了多彩大课间活动，学生
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宜球则球、
宜舞则舞、宜跳则跳、宜读则读
……学生尽情撒欢、撒“野”，玩
出健康、玩出快乐、玩出自信、
玩中成长，畅享阳光、和谐、健
康、快乐的校园生活。

开展活力校园啦啦操。师
生 自 编 自 演《Lucky Strike》

啦啦操：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富
有春天气息的音乐声，同学们
手持黄花，舞动四肢，“T”“L”

“V”等 英 文 字 母 形 体 变 换 自
如，行云流水，给人以美的享
受；队形交叉配合默契，线条分
明，或平行四边形、或圆形、或
SY 形，寓意“思源人”同心同
德、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
出学生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
的美好志向。开展声势律动课
桌操。常态化开展各具特色的
快乐课桌操，学生们边歌边舞
或欣赏音乐做手势舞，或跟着
优美乐曲做声势律动……所有
这些都以拍击课桌为基调，动
听的歌声、优美的手势、整齐划
一的节奏，交汇出优美的乐章。
同学们沉浸在欢乐之中，脸上
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搭建趣味运动平台，强体
增智。为促进体教深度融合，
激 扬 运 动 力 量 、点 燃 运 动 梦
想、展示运动风采，培育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每年举
办春季运动会、秋季达标运动
会，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能力
风采的机会。

搭建艺术风采平台赋能成
长。为展示学生艺术风采，赋

能学生全面成长，学校定期举
行师生手工作品展。这些优秀
作品来自课后托管班，内容包
括非遗掇绣、木刻画，师生书
法、京剧脸谱、简笔画、创意绘
画、青花瓷盘等 20 余个类别。
每一幅作品都充分彰显出师生
精心的创意、制作的辛苦、创新
的构思和美好的想象，也凸显
艺术的魅力。

拓展体音美教育教学课堂空间

大自然是大课堂。美术教
师组织学生走出教室，来到花
海间、树林里，开展绘春天、画
秋色等写生活动，一幅幅富有
创意的“闹花海”“春之韵”“秋
实”“秋之花”“秋天莲叶”“秋天
枫树”等树叶贴画、水彩画、简
笔画等张贴在校园一角。

非遗文化进课堂。学校依
托社团活动，把非遗木刻画、掇
绣等传统文化作为精品课，吸
引近千名学生参加，大家在制
作过程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承
传统文化。

手工工艺进社团。美术社
团里学生们在辅导老师的指导
下开创性进行了微缩景观作品

制作。社团课上，师生们分工
协作、细心雕琢，制作了《见莲
思廉》《一江清水送北京》《瞭
望》《千里江山》等一件件形态
各异、独具匠心的微缩景观作
品；科技社团 3D 智造、无人机
编程更是成绩斐然，多次参加
国家、省比赛，取得了国家级三
等奖，省一等奖的成绩。

构建体音美劳教育教学成长乐园

我的节日我做主。每年五
月底，举办校园艺术节，结合

“ 岗 位 大 练 兵 ”开 展“ 立 足 岗
位、助力‘双减’，阳光向上、快
乐成长”等主题艺术展演活动，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
学生展示个性。

拥抱春天快乐成长。为丰
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开阔学生
视野，提升社会实践能力，培育
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情
怀，学校联合教联体各成员学
校一起制定活动方案，倡导全
体学生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在
家长陪同下，开展走向户外活
动，内容包括“春有约 花如期”
——赏花；“姹紫嫣红的春天，
五彩缤纷的童年”——颜色；

“ 春 光 无 限 好 ，运 动 正 当 时 ”
——运动；“春天适合开花，我
们适合开心”——留影等四大
板块。

争做劳动小能手。学校聚
焦学生劳动素养提升，探索实
施“劳动+基地+特色”课程体
系，进工厂、下田间、种责任田，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定期
组织学生走进恒昌达贸易有限
公司、佳恒工贸公司等企业，开
展实践活动，让学生零距离感
受科技，培养学生尊重科技、应
用科技的能力；学校定期组织
学生走进田间地头，知农事、学
农耕、享快乐、懂辛苦，每年分
期分批带领学生走进红薯种植
大户，了解种植过程，在劳作中
增长知识。

学校开辟校内劳动基地，
在上好劳动课的基础上，开展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采取划分

“责任田”的方式，学生直接参
加各班“责任田”的劳动，让“劳
动最光荣”植根于学生心中。

体音美劳教育重在落实，
贵在坚持。今后，学校将在特
色上下功夫，在特长上做文章，
奋力书写体音美劳教育新篇
章，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

■黄银凤 张 迪 乐佳泉

近期，浙江省舟山市普陀
区沈家门第四小学在“双减”大
背景下，积极创建蓝色海洋教
育特色，开设岛礁课程，落地学
生核心素养培育，丰富学校素
质教育内涵。

其中，就有这样一个配套
社团，社团里的学生化身“岛礁
建造师”，将舟山大大小小的岛
屿做成一个个逼真的岛礁模
型。这就是沈家门第四小学的
舟山岛礁模型制作社团。这个
社团一头连着学科，带着学生
认识地形地貌；一头连着家乡，
制作的同时一点一滴加深着对
舟山的认识。

据社团指导老师张玲燕介
绍，社团已经开设了六七年了，
创办社团的灵感要从普陀区出
版的一本书说起。“那本书里面
有各个小岛的航拍照片，当时
普陀区还办了一次岛形岛貌的
展览。”作为一名科学老师，张
玲燕从中触发了教育的灵感，
可以让学生从岛礁开始学习地
貌知识，“其实，我们很多学生
对舟山的小岛并不了解，有一
些甚至闻所未闻。身处舟山，
总要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有所

了解，岛礁刚好可以成为一个
认识家乡的渠道。”

成立至今，社团已经制作
了三十余个岛屿的岛礁模型。
这门课也因此获得了浙江省优
秀 steam 项目案例，还被立项
为浙江省规划课题。

每周二下午，第四小学的
实验室里，“小建造师”们就开
始忙活起来：图纸设计、比例规
划、山体搭建工程……

五年级学生陈骁尧和组员
各司其职，对照着照片，小心翼
翼地捏着山体形状。他们要完
成的是西福山岛礁模型。

制作山体的原材料是旧报
纸、水和乳白胶混合而成的纸
胶，捏起来柔软，又不容易变
干，方便后续对山体进行微调。
每次到了这个步骤，陈骁尧就
觉得又解压又好玩，“不过也很
难。”他说，要根据航拍图上的
岛形，捏出差不多的模样，难度
不小。手下的纸胶不怎么听
话，陈骁尧和组员们修补了好
几次，才勉强成型。

“现在还在制作山体。整
个岛礁模型全部完工，通常要
花上一学期的时间。”张玲燕介
绍起了岛礁的建造流程。

想要将小岛等比例缩成模

型，首先要计算比例，算出相应
数据，这也是整个制作过程中
难度最大的地方。“学生们需要
先学会看地图，了解比例尺。”
张玲燕说，在正式动手前，要先
教学生认识山脊、鞍部等地形
知识，学会比例尺，接着选择适
合的比例尺，计算出岛礁模型
的长宽等各方面数据。

有了相关数据后，小建造
师们就可以对照着地图，画出小
岛的轮廓线，然后根据卫星地图
和航拍图，找到模型里的山峰，
用牙签立好标杆，接着用纸胶堆
砌山体，捏出相应的山脊、山谷、
海岸线等，再布置上海水、植被、
船舶、灯塔，一个精致的岛礁模
型就渐渐显露出来。

在学校的一处走廊上，放
着几个岛礁模型。等比例缩小
的岛屿，孤悬于蔚蓝的海水上，绿
色的草粉为岛礁染上绿意，输电
塔竖立在山坡上与远处的灯塔遥
相呼应，一旁还备注了水平和竖
直比例尺。这就是岛礁社团的
作品。“一开始没有这么精细，后
来才加上了比例尺这些东西。”
张玲燕笑着说，现在呈现在大家
面前的是不断升级后的版本。

目前，社团主要面向四五
年级学生，限定 20 人左右。社

团一年更新一次成员，第一学
期做小型岛礁以及相关文创产
品，第二学期则解锁更高难度
的大型岛礁制作。

在同学们的奇思妙想下，
岛礁模型变成了让人惊叹的文
创作品：把香皂和虾峙岛结合
在一起，一个虾峙岛模样的岛
礁手工皂就完工了；有的学生
灵光一闪，利用岛礁本身的形
状，做成了岛礁手机支架；还有
的学生在旁边摆上了笔筒，一
个既实用又美观的岛礁笔筒就
完工了……

“选哪些岛做模型，都是学
生自己定的。”在动手制作前，
张玲燕会带着学生来一次群岛
之旅，认识舟山的各个小岛。

在小岛“云”旅行中，学生
们认识了许多听着就很有趣的
岛，例如大妹妹岛、小妹妹岛、
大馒头山岛、小馒头山岛。

张玲燕也会告诉学生岛名
的来历，例如上溜网重岛的来
历可能和渔民作业有关，过去
渔民作业的时候，拖网拖到这
里，鱼虾满舱，溜网重，就有了
这个名字。

“乌龟山因为长得像乌龟，
因此叫这个名字。”五年级的田
鑫辰是新舟山人，在学这些小

岛知识的时候，他和舟山的联
系也愈发紧密。

“未来我们不光可以做舟
山的岛礁模型，还可以了解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海岛。”脚下有
家乡，心中有国家，眼中有世
界，这是张玲燕希望这门课给
予学生的收获。

“凉潭岛隶属普陀区六横
镇，位于悬山岛西北，凉潭岛原
为大凉潭与小凉潭……”在一
次校园义卖上，岛礁社团的学生
们化身成为小岛推介官，向师生
们介绍起了自己制作的岛礁。

这也是社团的一项传统。
每次完成岛礁制作后，学生们还
要写一份关于小岛的说明书，介
绍小岛的特点、居住情况等。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推介，
让学生们更加知海、爱海、亲海、
护海。”张玲燕说，下一步，学校
将全面铺开岛礁课程，每一学期
设置 4—5 节课，让学生真正了
解自己的家乡。一二年级学生
认识小岛，通过跳岛游戏、童谣，
学习小岛知识；三四年级学生当
个小岛建设者，做一些关于小岛
的基建，例如灯塔、船、桥等，了
解舟山的小岛是怎么建设出来
的；五六年级学生着眼于小岛
的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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