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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甬上云读’共成长”
征文落幕
21篇文章获奖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
育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金琦）

“夜深，当我舒适安逸地刷微信、
看视频时，‘甬上云读’钉钉群里
传来的‘叮咚、叮咚’打卡阅读声，
像是阅读的集结号，催促我放下
手机。”近日，宁波大学园区图书
馆推出了面向教师的“我与甬上
云读共成长”征文活动，镇海区中
心学校体育老师韩庆敏在征文中
写下的感受，很有代表性。

“甬上云读”是大学园区图书
馆主办的教育专业阅读系列品牌
活动之一。“这个活动已开展了两
年，我们想知道哪些内容受欢迎？
哪些需要调整？这有利用于提升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大学园区图
书馆工作人员应红丽介绍，征文
活动收到了来自宁波各区（县、
市）教师的百余篇文章，经评审，
共有21篇文章获奖。在这些文章
中，老师们说：

“参加‘甬上云读’这一年，是
我阅读专业书籍最多的一年。这
促使我在日常忙碌的工作中挤出
零星时间，哪怕只是每次阅读2-
3页，连续一年也是不小的成绩。
因为这里有很多比我更认真更优
秀的同行和前辈。”

“‘甬上云读’让我发现了备
忘录与语音输入功能的便利。每
阅读一本书，我都增添一个备忘
录，把每天的阅读感悟记录下来，
成了我的一个新的阅读习惯。”

……
“甬上云读”一月读一本书，

把教师专业阅读贯穿全年，让
教师专业阅读“常态化”。通过
结伴阅读、线上打卡、专家导
读、阅读分享等活动，老师们获
益匪浅。

惠风书院校长陈舒恩说：“一
年来，参加‘甬上云读’立下的
Flag没有倒，且圆满完成，收获
颇丰。同时，渐渐养成了一种阅
读习惯：有计划地阅读，挤出零
碎时间阅读，边读边思考，边读
边研究……受《未来阅读》的启
发，结合自己已有的研究，申报
了课题《云端读写：儿童创意读写
的实践与研究》，一项课题成果获
2022年浙江省教师教育规划课
题二等奖。”

语文课
到5A景区赏梅，将课堂延伸至课外

美术课品茶，语文课赏梅……

美育融入日常课堂 学生直呼“爱了”
美术课上品茶，语文

课去5A景区赏梅……海曙

区镇明中心小学的老师

们，把这些奇思妙想都变

成了现实。近日，趁着“流

浪太阳”的回归，有的班

级在教室外晒着太阳品

茶闻香，有的班级则来到

了学校附近的月湖景区，

欣赏梅花怒放的好风光，

实实在在地把美育融入

到了日常教学中，学生直

呼“爱了”。

海曙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胡苗坤

美术课
从品茶鉴茶到制作奶茶
感受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是绿茶，好香啊！”“红
茶里好像有花香的味道！”2月
17日，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实
验校区403班的孩子们在暖阳
下品着茶，其他班的同学们下
课路过时，不免露出羡慕的神
色。

四年级下的美术教材有一
堂《茶香四溢》的课，怎么让学
生们感受到品茶之美、茶具之
美，潜移默化中提升孩子们的
核心素养，该校美术老师孙洁
在上这堂课前思考了很久。

“我提前布置了绘制以茶文
化为主题的简易绘本作业，让
学生们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
围绕茶的品类、茶具特点、品茶
方式、泡茶方法等与茶文化相
关的内容进行创作，当然也可
以用书签、制作茶盒包装等形
式来呈现。在制作的过程中，他
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领略了茶文
化。”孙洁说。

课堂上，孙洁介绍了茶文化
的渊源、历史，让学生初步感知
中国茶艺。之后，孩子们兴致勃
勃地交流绘本的内容。“我们在
完成作业的过程中，了解了茶
的文化内涵，制作成了这本小
册子，我们对自己的作品很满
意。”403班的赵欣怡兴致勃勃
地介绍他们小组完成的图册。

“我们设置了目录，里面有茶文
化、茶历史、茶具等相关介绍。”

接着，鉴茶品茶会开始了。
同学们拿出自己家中的茶叶、
茶具，与大家一同品尝分享。伴
着悠扬乐曲，师生一起观茶
色、闻茶香、品茶味。冯子轩是
赵欣怡同组的成员，他觉得这
样的美术课太有意思了。“我
们边晒太阳边喝茶，太舒服
了，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多
人爱喝茶了。”

还有的同学自创了奶茶，不
经意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
融合了起来。“纸上得来终觉
浅，与其灌输茶文化的知识，不
如调动他们的感官，去亲身体
验。”孙洁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孩子们埋下爱茶的种子，
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扬。

2022 年 4 月 ，教 育 部 发 布
了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新课标以核心素养为
导向，标志着课堂教学从关注学
科知能（知识与技能）到关注育
人的根本性转变。要落实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课程目标，既要加
强课程综合，注重关联，更要变
革育人方式，突出实践，即学
科实践。

镇明中心小学的老师们充
分利用教学资源而建构真实教
育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通过真实
情境中的“做中学”“学中做”，
完成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全过程课堂教学，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丰富了学习知识
的途径。通过表现性评价促进学

生对学习活动、学习结果的理解
与问题分析，进而改进学习行
为，实现了学科核心素养的真实
落地。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
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中
获得的。”要落实新课标，需要
建立新的课堂生态，调动学生更
多感官参与新知的学习与构建。
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在前期认
真学习悟透新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学校靠
近月湖的地理优势，精心设计，
尝试把美术和语文的课堂教学
移到景区这一真实的情境开展，
可以说是在落实新课程理念上
跨出了重要一步，作了有益的探
索，值得鼓励和推广。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徐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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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海曙区镇明中心小
学云石校区的语文老师毛亚红，
为上好一堂关于梅花的欣赏课，
特地带学生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
5A景区——月湖公园。在明媚的
阳光下，学生们以古诗为媒介，观
赏梅花绽放的姿态美。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
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看
着眼前的红梅、腊梅挂满枝头，俏
丽的花蕾在阳光下美不胜收，暗
香幽幽，孩子们不禁吟起了耳熟
能详的诗词。

301班的丁铂洋说，月湖公园
是他们学校另外一个课堂。“我们
既可以欣赏平静的湖面，也可以领
略古桥的魅力，如今梅花初绽，令
人赏心悦目。我希望每个月、每个
季节都能上这样的语文课。”

毛亚红表示，以后会多引入
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月湖
是我们宁波本地最美的风景
区之一，一年四季都有别样的
风景。现在正是梅花盛开的时
候，我结合语文教材，把课堂
搬到了月湖，这样的课堂对学
生们来说更加具有趣味性、生
动性，也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

化。”
其实像这样的课堂在海曙区

镇明中心小学不少见。老师们将
表现性评价融入课堂教学，将课
堂延伸至课外，让学生在真实的
情境中感受生活，体悟生活。

“寻找春寒料峭下的梅花，品
味阳光香茗，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
样轻松的课堂中调动自己的感官，
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同时，
在这样的课堂中，对学生的评价维
度不再是仅局限于对某一个技巧
的掌握，更多的是让学生们表达对
生命的感悟，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之情。这便是我们表现性评价所倡
导的。”该校副校长杨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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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共同品茶。 通讯员供图

在月湖赏梅花在月湖赏梅花。。

老师们参加“甬上云读”阅
读分享会。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