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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讯员 高健 朱秀宇 报道）为
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
识，提高师生的避险自救能
力，近日，无棣县小泊头镇中
心小学开展了安全疏散消防
演练活动。

演练在急促的警报声中拉

开帷幕，之后老师们指导学生
快速有序疏散，到达学校操场
的安全地带。随即，各任课教
师清点人数。疏散完毕后，学
校安全办主任讲解了如何报火
警、火灾的预防、火场自救及
逃生方法等安全知识，让师生
获益匪浅。

小泊头镇中心小学
以练代战强化消防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讯员 张延军 王芳 报道）为
进一步增强广大家长和学生的
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
路安全事故发生，近日，无棣县
西小王镇王管小学组织开展了
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

在主题班会上，辅导员老师

从道路和车辆、交通信号等多方
面进行讲解，让学生们学习交通
安全知识。之后，组织学生们围
绕交通安全主题绘制手抄报，强
化对交通安全知识的掌握。通
过开展此次活动，丰富了学生们
的交通安全知识，有助于他们养
成文明安全出行的好习惯。

王管小学开展
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

温店镇中心幼儿园
加强火灾逃生安全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
（通讯员 刘玉堂 李希增 报道）
5月10日上午，阳信县温店镇
中心幼儿园组织开展了火灾逃
生安全教育活动。

活动中，老师通过视频、图

片等直观的方式，教育引导孩
子们学会火灾逃生的相关知识
和技能。其间，为使孩子们获
得火灾时的真实感受，老师使
用道具制造烟雾，与孩子们一
起进行了火灾逃生安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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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家课程是学生的成长
“主食”，那么校本课程就是“私人订
制”的“自助餐”“小锅菜”。在沾化
区下洼镇第二实验学校，有个很有
特色的校本课程——皮划艇。

近年来，该校学生佳绩连连。
如在2021年滨州市青少年皮划艇
赛艇比赛中，取得了15金22银2铜
的优异成绩，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
位列全市第一。

在很多人眼中，皮划艇是个时
髦、洋气的运动。那么，这个沾化的
乡村学校怎么会办起这个项目？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下洼镇
第二实验学校，了解农村娃的皮划
艇故事。

探索打造皮划艇校本课
程，以特色运动助力学生身
心健康，培养学生意志品质

下洼镇第二实验学校位于“中
国冬枣之乡”的原产地和主产区，靠
近省级美丽示范河湖——下洼镇枣
花湾。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冬枣，
因此这里的孩子个个都是“冬枣
娃”。那么，这些冬枣娃们是如何跟
皮划艇结缘的呢？

该校校长宋忠辉介绍，皮划艇
富有运动之美和韵律之美，包括皮
艇和划艇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都
是从独木舟演变而来的。在这一项
目上，沾化很有优势，向市体校输送
了不少运动员。2021年，皮划艇教
练胡璐莹的到来，为学校开启皮划
艇特色课程提供了保障。

宋忠辉认为，打造皮划艇校本
课程，是该校探索实践性、多样性和
层次性的校本课程的题中之义，是
贯彻落实“双减”政策，深入推进“五
项管理”的必要举措。具体来说，该
运动可以加速学生身体新陈代谢、
血液循环，刺激骨骼增长，有效避免
脊柱侧弯等一系列身体形态问题，
有利于促进中小学生的身体发育。
同时，该运动能改善学生情绪，帮助
学生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缓解
学生因学业压力过重带来的心理问
题。通过该运动，还能有效培养学
生的意志品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在最
初该校教授皮划艇时，也曾遭遇一些
教师、家长的质疑：学生学习皮划艇运
动是否安全，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
过了新鲜劲，孩子们还愿意学吗？

针对这些问题，该校让师生尽可
能地多观赏、接触皮划艇这项运动，
从而激发学生们的普遍兴趣。除了
选课、社团等方式，该校还在课程教
学中积极穿插比赛，让孩子们在竞争
中充分体会运动带来的精神享受。

该校皮划艇教师胡璐
莹曾在亚洲龙舟锦标赛上
与队友为中国队夺金

下洼镇第二实验学校的皮划艇
教学，得到了沾化区教体局和下洼
学区的大力支持。该校重视体育场
地与器材的建设，想方设法筹集体
育用品，保障了皮划艇专门训练的

器材和场地。在训练中，选择皮划
艇的孩子们兴趣高涨、特别刻苦，取
得了优异成绩。

在该校的皮划艇教学团队中，
有一名体育教师胡璐莹。她是个身
高1米 75的博兴姑娘，曾在2018
年第十三届亚洲龙舟锦标赛上与队
友为中国夺得混合组一金一银的好
成绩。胡璐莹曾在滨州市体校练习
皮划艇，后在聊城大学就读，屡获奖
学金。据胡璐莹的启蒙教练李霞
说，她在市体校训练了两年，平时训
练非常刻苦，曾取得省运会皮艇个
人第三名的好成绩。

带着竞技体育经验进入下洼二
实，胡璐莹在教学探索中，逐渐将自
身专业成绩转化为教学优势。胡璐
莹说：“现代皮划艇教学讲究科学。
比如，我们要对学生的身体素质进
行科学测试，然后有针对性地将学
生分配到皮艇测功仪、划艇测功仪
跟赛艇测功仪等不同比赛中。”

在实际教学中，胡璐莹不断根
据学生情况、场地情况、环境情况等
因素进行课程教案的调整，并将自
己编创的教案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逐渐形成了适合于学生的休闲皮划
艇运动完整课程体系。

下洼二实皮划艇校本
课程的成功，是整个沾化
教体融合成绩的缩影

不到两年时间，下洼镇第二实
验学校的皮划艇项目已经收获了诸
多冠军。

2021年，该校代表沾化区参加
2021年滨州市青少年皮划艇比赛，
取得了优异成绩。当时，滨州市共
七支队伍参加比赛，该校收获了15
枚金牌、22枚银牌、2枚铜牌，金牌数
和奖牌总数均位列滨州市第一。

比获得金牌更重要的，是这项
运动对学生意志品质的锤炼。学生
齐凯旋说：“通过一次次比赛，我学
习到了很多，首先是一定要坚持，不
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放弃。另外，
要加强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不
断地超越自我。”

胡璐莹说，通过参与皮划艇运
动，很多孩子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
不断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并从中
获得了自信，继而增强了学习的自
信，最终提升了学习成绩。另外，这
还是一些孩子走上专业竞技道路的
渠道。目前，该校已有两名皮划艇
运动员进入市体校就读。

站在更高层面来看，下洼镇第
二实验学校皮划艇校本课程的成
功，是整个沾化教体融合成绩的缩
影。近年来，沾化区的传统体育进
校园、学校体育品牌创建等工作成
果丰硕。该区按照“一校一品”“一校
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整合原体育
传统项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积极
完善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竞赛、师资
培训等工作，布局了体操、皮划艇、武
术、游泳、射击、射箭等10多个特色
体育项目，同时依托30多家青少年
体育运动俱乐部进校园活动，为特色
体育进校园创造了良好氛围。

“冬枣娃”练起皮划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郭向春 通讯员 李婷

“学校有特色，教
师有专长，学生有特
长”——这是中小学

追求的理想办学境界。其中，校本课程是个关
键支撑。

近年来，滨州市各学校立足教学实际、提炼
校园个性，全市特色校本课程建设呈现出“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如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二中的莲花落、中海小学的扎染、沾化下洼二
实的皮划艇、滨城区逸夫小学的摄影作文等校
本课程，已成为彰显校园特色的窗口，屡获省市
乃至国家级奖项。

显而易见，众多校本课程的打造，是基于
对滨州人文的理解和传承，而这正是“在滨州、

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主题实践活动的题中
之义，也是落实“双减”政策、激发学生热爱家
乡情感的有效支撑。

即日起，本报在教育专版推出《在滨州知
滨州爱滨州建滨州·滨州校本课程》专栏，聚焦
全市各校富有特色的典型校本课程，讲述鲜活
的校园故事，分享各校的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 开栏的话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杨江元 方秀岭 报道) 为促
进学生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
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近日，无
棣县西小王镇中心小学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网络教育活
动。

其中，学校组织传统艺术剪
纸小组的同学们将国家安全知识
融入剪纸艺术，赋予国家安全知
识宣传新形式；要求学生们将制
作手抄报与宣传国家安全知识相
结合，让学生们在动手动脑中树
牢国家安全理念。

西小王镇中心小学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

浅析课感生成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王洪芳

向电子烟说“不”

为助力文明校园建设，增强青
少年识别抵制电子烟的意识和能
力，日前，滨州实验学校2018级11
班组织开展了“自强不‘吸’你我
共行”健康科普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邀请烟草专卖执法人员

走进课堂，为同学们科普了吸食
电子烟的危害性，教育学生不猎
奇、不跟风、不沾染，坚决向电子
烟说“不”，共同营造绿色校园环
境，实现健康成长。（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刘晓霞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玲燕 报道）随着天气逐
渐转热，防溺水已成为幼儿园和
家长关注的焦点。为提高全体
师生的防溺水意识，近日，沾化
区冯家镇南赵幼儿园组织开展

了一场逼真的“防溺水演练”活
动。

本次演练，有效增强了师生
的防溺水意识，提高了教职工及
幼儿的防溺水能力，切实做到了
防患于未然。

冯家镇南赵幼儿园
教会幼儿防溺水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洪新 赵聪 报道）为引导学
生养成良好劳动习惯，培养勤劳、
善良、孝亲、敬长的优秀品质，近
日，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开展了

“五个一”主题教育活动。
“五个一”，即做一次饭、刷一

次碗、洗一次衣服、叠一次被子、

观看一部爱国主义影片，以此激
励学生争做“劳动小能手”，增强

“劳动最光荣”的意识。
此外，该校还组织学生观看

爱国主义影片——《童年周恩
来》，鼓励学生学习和传承“周恩
来精神”，增强爱国、爱党的热
情。

北城英才学校开展
“五个一”主题教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洪新 宋佳 王红喜 报道）
为帮助学生体验生活，磨砺性格、
增强自信，5月6日，滨城区北城
受田小学对四到六年级学生开展
了“蜕变·成长”特训活动。

开营仪式上，教官为各队授

营旗，之后让队员们自行设计营
旗，确定口号。随后，教官带领学
员依次进行了行为规范训练等六
项训练。通过一系列的训练活
动，培养了学生不畏困难、刻苦顽
强的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小学生
的良好精神风貌。

北城受田小学开展
“蜕变·成长”特训活动

近日，滨州市流动少年宫暨阳
信县社科普及“十进”活动走进阳
信县第五实验小学，来自滨州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红星书院”的老师
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书法课。

现场，老师通过讲述一幅幅描
述红色革命故事的书法作品，回顾
了新中国走过的光辉历程。老师
还与学生们互动，教授书法写作，
让学生体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林世军 张秀勤 卢立维 摄影）

毛笔书写
红色故事

课感，是指教师对课堂运作的
直接感知能力和相应处理能力，是
教师在课堂运作过程中凭借感性、
理性生成的悟性、灵性，这种能力只
有在课堂教学的不断实践和反思中
才会形成。

任教30多年来，我起初的课感
生成大多是无心插柳，很少去有意
分析总结。但随着参加一些专题讲
座、听取名师授课，我对课堂运作的
认识更加深入，课感也慢慢变强。
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中，我认识到
想达成一堂成功的课堂教学，不仅
要通过课前分析学生情况、分析教
材来备好课，还要靠预想来完成课
堂环节设计，更要注重课堂的气氛
营造，重视课堂生成的学情，并努力
在不间断的实践尝试中进行经验积
累，提升教学能力。

课感生成有利于引导学生加深
理解。作为老师，在教学中要努力
捕捉课感，实践、反思、再实践。

比如在阅读《鸟的天堂》这一节
课上，一名学生在读文章时，把“茂
盛”读成“繁盛”，我没有直接说他读

错了。当他说出自己的感受——
“我感觉榕树长得很茂盛，枝叶茂
密，没有一点空隙”时，我便问他“是
不是觉得‘茂盛’和‘繁盛’是一个意
思”，他回答说“是”。这时，班里有
的同学就说“不是”，于是，我就借此
向同学们解释了“茂盛”和“繁盛”的
不同含义，既纠正了这名学生的理
解错误，又加深了全班同学对两个
词组的认识，并且起到了活跃课堂
氛围的效果，可谓一举三得。

再如学习《再见了，亲人》这篇
课文时，由于课文描述的是1958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官兵离朝
回国时与朝鲜人民依依惜别时的情
景，学生们无法感同身受，所以课文
读得干巴巴的，就像读陌生的传说
故事一样，体现不出一点真情实
感。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暂时把课
文放一放，指导学生们搜集资料，拓
展了一节“志愿军在朝鲜”的故事
会 。故事会上，有的同学讲“堵枪
眼的黄继光”，有的同学讲“雪中送
炭的朝鲜阿妈妮”，有的同学讲“朝
鲜万人护兵车”……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形象以及惨烈的战争场面，就
这样通过学生们自己的讲解展现在
眼前。故事会之后，我再引导他们
回读《再见了，亲人》这篇课文，能明
显感觉出学生们对文中描述的真挚
情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课感生成有利于激励学生学
习，让学生更好地享受学习的乐

趣。教学的艺术不单在于教会知
识，还在于不失时机地激励、唤醒、
鼓舞学生乐于学习。如在教“入”字
时，有一名同学说“入”就是“进”，但
有其他同学反对。这名同学坚持自
己的观点，又重复了一遍：“入就是
进，进就是入。”我被她的认真感动，
表扬了她，朝她竖了竖大拇指，并当
场给了她一朵小红花。她笑得甜甜
的，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在我看来，
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善于组织课堂
教学，让每一个孩子的思维都活跃
起来非常重要。教师的一朵小红
花、一个微笑、一句“你真聪明”，足
以唤起学生的学习的乐趣与自信。

课感生成有利于开放语文课程
的活力。新课标要求，努力建设开
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在语文教
学中，课感生成会给我一些灵感。
比如，在学习张志和的词《渔歌子》
时，我引导学生拓展欣赏另外四首

《渔歌子》——伴着美妙的音乐，同
学们轻声吟诵，沉浸在秀丽宜人的
水乡风光里。下课铃响，有些学生
意犹未尽，还要吟诵自己知道的描
写江南美丽风光的诗词。看他们兴
趣很浓，我就此又拓展了一节江南
风光诗词欣赏会。同学们都踊跃参
与，有的配乐朗诵诗词，有的展示诗
词配画，有的讲述诗人的故事。“日
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露卧一丛莲叶畔，芙蓉香细水风
凉。”“万柳堤边行处乐，百花洲上醉

时吟。”……活动中，一句句美妙的
诗词在师生心中定格，呈现了语文
课堂的活力，丰富了学生们的阅读
实践。

课感生成更有利于提高教师素
养。作为闻道在先的教师，确实应
当具有比学生范围更广、层次更深
的学科知识。教师的学科素养之所
以影响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立体剪
裁，是因为较高的学科素养能够帮
助教师看出学生的反应与本学科知
识之间的联系，能够给教师提供判
断学生发展水平的依据，也能够给
教师指明启发学生发展的方向和路
径。教师走进生活世界的目的是了
解当前的社会生活，熟悉学生文化，
谋求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继而真正理解学生课堂生成资料的
深层含义和思想脉络。

总的说来，新课程的语文教学
要求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去
体验、去积累、去生成，强调让学生
在自我体验中学语文。这种体验是

《语文课程标准》重要的教学理念之
一。课感生成来源于学生感悟，作
为教师，应该努力引导学生在自我
体验中解决、生成资料，与文本进行
自由对话，在语文学习中感知自己、
发现自己、提升自己。形成自己的
课感。只有这样，语文教学才具有
意义和价值，语文课堂也才能变得
生动。

（作者单位：滨城区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