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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1月10日下午，南通市海门区小

学骨干教师培训班一行近百人在海门
新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李兵的带领下，
来到我校进行了为期半天的考察交
流。区教育局初教科领导陈宽秀、朱群
峰，我校责任督学赵建昌参加了本次活
动。

周明亮校长热情洋溢致欢迎辞，简
要介绍了我校发展历史、校园文化、特
色课程等。周校长表示，我校始终致力
于把学校建设成为教育优质、科研领
先、师资精良、管理高效、设施先进、环
境和美、特色鲜明的示范学校。

我校榜样教师于正军、郜晓定、程
凤翥、佘珏、严玉婷从不同的侧重点在
活动中作报告。听完报告会，海门新教
育培训中心副主任李兵对我校办学特
色、师资培养、校园文化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现场报告的榜样老师作出的成绩
连连赞许。

榜样老师报告会后，海门区骨干教
师们观摩了我校部分学生社团活动。
厚重的校园文化赢得了来宾的赞誉，丰
富的“和实课程”更使得来宾们兴致盎
然，在一个个社团活动教室驻足不前。

考察团移步“创客中心”，参观作品
陈列室。近年来，我校自主开发了系列

“和实课程”，为师生搭建平台，师生在
各类科创比赛中屡获佳绩，二十多项学
生创新作品成功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社团是孩子们自由栖息、快乐驰骋
的舞台，是展示学校办学特色的闪亮名
片。纸语视界、木工坊、机器人、书法、
茶艺、古筝、围棋等社团活动精彩纷
呈。恰逢我校近期开展的创造节系列
活动之——环保服装秀。孩子们精致
的服装作品，入微的细致表演，蓬勃的
生长精神，得到了考察团老师们的高度
赞许。新校区劳动实践馆已投入使
用。孩子们用巧手制作美食，观摩老师
们边看边询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半天的教育考察中，老师们参观了
校园，聆听了报告，观摩了社团，对我校
的热情接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并表示
虽然时间短暂，但学校厚重的文化底
蕴、丰富的校本特色课程、先进的育人
理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互通有无齐奋进，博采众长求发
展。此次活动，加深了双方的友谊，促
进了先进教育理念的融合、共享和传
播。我校将借此契机，寻求内涵发展新
动力、特色发展新高度、品牌打造新亮
点，为江都教育贡献实小智慧和力量。

● 10月20日-21日，我校新校区举
行了2022年秋季运动会。

●10月27日，我校举行第二批新队
员入队仪式，为我校少先队组织注入了
新的血液。

●10月28日，我校英语教学组参加
了维州中心举办的“CLIL教学工作坊”线
上专题培训。

●11月9日，我校组织全体师生进行
消防疏散安全演练活动。

●11月10日-11日，“扬州市小学数
学优课比赛暨教学观摩活动”在江都隆
重举行，我校承办“中年段”的优课展示。

●11月18日下午，区小学英语名师
工作室开班仪式暨首次研修活动在我校
新校区举行。

交流共提升 携手向未来
——南通市海门区骨干教师培训班莅临我校考察

秋意浓、花香醉、人欢乐，11月4日我校四年级
（3）、（16）、（22）、（28）班娃们走出校园，与秋天撞了
个满怀，与田野许下了约定，与农家结下了情缘。
这一天的凤凰岛国家湿地公园留下了孩子们研学
的认真模样，荡起了田间拾趣的欢歌笑语！

01 初识
蓝天映着孩子们的小脸蛋，秋风吹拂着鲜红的

队旗，期待填满每个人的心田，凤凰岛，我们来了！
窗外阳光满地，车内一路欢歌：“红日升在东方，其
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
……”懵懂少年，情怀高远，好样的！对孩子们来
说，自然处处藏着神奇，清风明月、虫鸣鸟叫、花开
草长、雨雪霜露，在他们眼中，都是初相识，心中有
太多的为什么，哪怕一片草叶的摇动，一粒稻谷的
掉落，都会让他们兴趣盎然。闻闻花香，听听鸟语，
研学之路正式开启喽！

02 观摩
第一课，我们走进禾麦公司农机展厅观摩。高

大宽敞的展厅里陈列着一辆辆威猛的现代化农业
机械，它们可播种，可收割，可洒水，可施肥，无所不
能。老师耐心讲解各种机械的功能，时不时地抛出
问题，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答，俨然成为了这些“大
家伙”的崇拜者，偷偷地想摸一摸，又胆怯地缩回小

手，似乎怕被吃掉，可笑的样子着实可爱。可是孩
子们又想征服他们，可以呀，老师永远是善解人意
的。在老师一声声的叮嘱下，孩子们有条不紊地豪
气地登上了驾驶位置，有的小心谨慎地扶着方向
盘，摆着POSS，来一张照；有的高高站直，眺望今年
的收成，微微一笑，很满意；有的在不停地询问老
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小儿郎，很好学嘛……21
世纪，是呼风唤雨的世纪，这里，展示着农业的现代
化，孩子们见识到了，收获颇丰！

03 深入
孩子们牙牙学语时，就会背“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小小米粒，大大学问。一粒水稻种子怎
样走完自己的一生的呢？基地老师带领小学者们
走进游客中心二楼会议室，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农时演绎。孩子们认真聆听，用心记忆。原来水稻
的生长分为幼苗期、分蘖期、返青期和生长期，稻谷
生成后，则需收割、晾晒、加工、蒸煮，一碗诱人的米
饭才可呈现。一颗小种子，到餐桌上的一粒米饭，
何其不易！看着眼前几粒稻谷，孩子们多了一份敬
畏之心，小心剥开它们的外衣，细细观察它们的形
状。不时有孩子放一粒在嘴里，品味那份艰辛，似
乎对那首《悯农》有了更深的领悟，也知珍惜粮食的
真谛了！课毕，又见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包好

稻谷放进口袋，好温情的画面！
04 实践

带着满满的理论知识，孩子们又走进田间——
“七八大道”农业试验田，干起了农民伯伯的活儿。
这里的每一枝稻穗，都是金色的。稻穗们你挤我
挨，站满一田，再一田。稻浪翻滚，是一地的金子在
翻滚。“呼呼呼”，无人机开始在田间模拟喷洒农药
了，它来来回回飞旋，孩子们的惊呼声一浪高过一
浪，都在感叹现代农业的神奇，别样的课堂真是充
满了吸引力啊！

“突突……突突突”，割稻神器稳稳地吃进一把
把稻穗，速度之惊人，孩子们丢了一地的不可思议，
科技的力量好惊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孩子
们开始了割稻体验。他们一个个奔向田间，在老师
的指导下割起了人生的第一把稻穗。继而用古法
脱粒，一粒粒稻谷欢快地脱离秸秆，跳进了孩子们
的手心，跌落在了滑滑的雨布上，也有调皮的，飞回
到田里去了。

丰收啦，大家把自己的成果和汗水装进了心愿
瓶，并捡起一把稻穗，扎上粉粉的丝带，留做研学的
见证。看，那边的孩子在创意稻草人，麻雀们，你们
会恨我们的孩子吗？

“秋季里，稻上场，谷像黄金粒粒香。身体虽辛
苦，心里喜洋洋。”季节从来不空手而来，它给人的
礼物总是如此丰厚，秋尤其是。秋已深，物华忙，生
命不息，忙碌不止。在诗画的季节，我们的孩子收
获了一份厚厚的礼物，这样的研学记忆会永记心
间。期待与春，与夏，与冬的约定……

田间拾趣 别样课堂
——四年级凤凰岛研学记

提到“农民”，你想到了什么？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艰辛，还是挥汗如雨、喜获丰收的满足？而
我，有幸走进稻田，体验了一回当“农民”的乐趣。
记得那是个幸福的日子，我们一路欢歌笑语，来到
了凤凰岛。

农业机械储藏库里，形似钢铁侠的大家伙个个
本领了得，它们大小不一，形色各异。同学们都激
动地和它们合影。最吸引我们的是那片真正的稻
田，我们可以肆意撒欢。一阵秋风吹过，处处夹杂
着稻穗的香味，处处充溢着丰收的喜悦，加上满眼
此起彼伏的金色波浪，让我们的每根神经都瞬间兴

奋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钢铁水泥森林”中的
孩子来说，确实很少看见这样的情景。

为了让我们真正体会农民伯伯的不易，园方特
地让我们亲自体验割、捆、摔、搓稻子的整个过程。
别看这看似简单的活儿，不用点心思可真不行。同
学们忙得热火朝天、大汗淋漓，但劳动成果还是很
有限，让我不由得想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一名句。

傍晚，在回程的校车上，透过窗户，我看见晚霞
映衬着这金色的稻田，那真是一幅绝美的画作。大
自然真的是最美的课堂！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今天我们来到凤
凰岛开展了有趣的研学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首先参观了各式各样
的农业机械，然后了解了“水稻的一生”，我们深刻
地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道理。但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来到田间地头，真正体验了一
把当“农民”的感觉。

站在稻田边，满眼黄灿灿的稻谷在阳光的照耀
下金光闪闪，同学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一听说要跟
着农民伯伯学习收割稻子、古法脱粒，个个摩拳擦

掌、欲欲跃试。我们手拿一把稻穗往木板上使劲一
摔，一颗颗稻谷犹如金色的雨点“哗啦啦”地掉落下
来。接着第二把，第三把……没一会儿，同学们就
叫苦不迭，我也热得满脸通红，累得满头大汗。回
头再看看一望无际的稻田，我不禁感叹：这么多的
稻子，农民伯伯们得多辛苦才能收获完啊!想到这
里，我不由自主地对农民伯伯心生敬畏。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你满不在乎地
倒掉剩饭时，浪费的可是农民伯伯的汗水和心血
啊！所以，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走进稻田，我也做回小农民
四年级16班 王淑萌

凤凰岛研学有感
四年级28班 宋雨沫

毕昇和活字印刷术

毕昇生活在北宋庆历年间，是印刷铺里的
一名工人，常年从事雕版印刷工作。毕昇是个
有心人，非常善于观察和总结。他发现雕版印
刷术存在很大的弊端：在雕版的时候需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材料，每印一本书，就要重
新雕一次版；大量的书版积累起来，保存起来
要占用很大的空间；而且书版雕成以后，若发
现其中存在错字，要想再改正就难了。

在发现了这些情况以后，毕昇便开始思索
解决的办法。后来，他从自己的两个儿子那里
得到了启发。有一年临近清明节时，毕昇带着
妻子和孩子回到家乡，为祖先扫墓。他的两个
儿子年纪尚小，觉得很无聊，便玩起了泥巴。
两个孩子用泥捏成了小人、小猪、桌椅等小玩
意儿，然后将它们排列起来，并不断调换它们
的位置。

这一幕落到了毕昇眼中，他豁然开朗，心
想，若是将每个字都刻成一个印章，书中写到
哪个字，就将哪个字的印章排列进去，这样一
来，不就可以排成完整的一页书吗？这一页印
刷完毕，还可以用这些印章再排成下一页；这
一本书印刷完毕，还可以用这些印章再排成下
一本书。如此印刷，岂不比现有的雕版印刷要
简单方便得多？

毕昇回去之后，马上着手研究这种新型的
活字印刷术。开始的时候，他用来制作活字的
材料是木头。不过，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木
材遇水之后容易膨胀变形，操作起来很是麻
烦，最终改成用胶泥来制作活字。大约在
1040年，毕昇终于发明出了胶泥活字印刷术，
毕昇的发明，比欧洲早400多年。他成了活字
印刷的“祖师爷”，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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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名人·小小故事会百本名著·尚读之星

百幅名画·我与大师比一比

百本名著·亲子共读

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
于我而言，书像一位无言的老
师，更像是我的知识宝库。置
身于书海中，我的思想穿越了
时间和空间，无比自由。阅读，
让我在知识的蓝天中翱翔；阅

读，令我的生活充
满趣味和美好；阅
读，滋润了我的心
灵，丰盈了我的精
神世界。

以前，我做事
总是半途而废，做
什么事情都不细
心，为此我曾吃过
大亏。自从看了

《名人故事》中爱迪生的故事，
我被他坚持不懈的精神感染
了。我开始坚持认真做好每一
件事，不再轻言放弃，后来我发
现自己有了很大的转变，做作

业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学习
到越来越丰富的知识，同时也
节省出时间来阅读。

一张椅，一本书，一盏灯，
是我家中最常见的风景。当我
徜徉于书海里，不知不觉中一
个下午就过去了。我的奶奶甚
至都被我感染了，也在沙发上
捧起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名著。阅读，已然成为我生活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读十分
钟，是惬意；读一小时，是回味；
读一下午乃至一整天，那便是
痛快。

每当我迷茫时，我总爱翻

开一本本喜爱的书籍，感受它
犹如灯塔般带给我宁静与方
向；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更爱
去书中找寻方向，它会为我排
忧解难，增强我的勇气和自信
心；每当我痛苦悲伤时，书更像
一位温柔的母亲，抚摸着我的
额头，告诉我悲伤只是暂时的，
要勇敢地去走自己的路，快乐
就在我的眼前。

书是通向成功的阶梯，打
开智慧大门的钥匙。而阅读是
一种良好习惯，会让人终生受
益，在它的陪伴引导下，我慢慢
长大成人。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
进先读书”。在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坚持每晚陪我读书，即使
上一秒还在为我的淘气大发雷
霆，下一秒给我读书时就会变得
非常温柔。因此在我的眼里，和
妈妈一起读书就是最好的亲子
时光，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长大以后，我依旧喜欢跟
妈妈一起读书，妈妈为了能让我
有书读、读到书，家里大大小小
的书架有四五个，摆满了妈妈和

我一起挑选的书籍，但是沙
发上、床头柜上、飘窗上，仍
到处都有我们的书，书没有
固定的家，随时都在搬家。
妈妈说，所谓“读到书”就是
让好书能随时看到，并且反
复阅读，而不是整齐地码在
书柜里。

我和妈妈最喜欢阅读
美国当代作家海伦·凯勒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通过
阅读，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了海伦·凯勒的痛苦，同时也为她惊
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所感
动。我认为，作为一个健康的人，遇
到困难，不能退缩，而要想方设法地
将困难克服，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正
是自己进步的过程。

在温馨的亲子共读时光里，妈
妈翻我看，我读妈妈听，我们共同感
受文字之美，享受读书之乐。我们
浸润在书香之中，享受美好的阅读
时光。

书 香 润 心 灵 阅 读 伴 成 长
六年级24班 张予馨

阅 读 伴 我 成 长
六年级23班 李敬

《村庄》
德国 霍尔勒

五年级24班 朱彦纲 五年级26班 刘梓萱 五年级27班 史焌辰

梅兰芳的爱国故事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京剧又是
我国戏曲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种。梅兰芳
从小学戏，靠勤学苦练和勇于实践，很早就成
了名，被评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他不但艺
术精湛，而且有爱国思想，立志要把京剧介绍
给外国，在世界上宣传中国传统艺术。

1919年以后，梅兰芳先后到日本、美国、
苏联等国家访问并演出。他以精彩的表演和
东方人的气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受到热烈欢
迎。许多外国人见到中国戏曲的表演，非常新
奇。著名电影大师卓别林，戏剧大师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都和梅兰芳会面，结成好友，对中国
戏曲给予很高评价。国外有些人还把中国戏
曲艺术和欧洲戏剧两个流派称为世界戏剧三
大体系。梅兰芳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做出了
杰出贡献。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梅兰芳受
到了日本人的监视。日本人要求这位世界驰
名的中国演员出来演出，好美化他们的侵略行
为。梅兰芳拒绝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
留起了胡须。因为他是旦角演员，留胡子意味
着将不再登台表演。为了祖国的荣誉，他宁愿
割舍了艺术生命。这一爱国行为，受到了普遍
赞扬，为中国人争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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