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下午，河南省少年科学院专题学
习班来我校考察。

4月22日下午，我校三个校区同时召开了
春学期家长会暨家长学校授课活动。

4月28 日上午，伴你“童”行，区青少年交
通安全法治教育基地在我校建乐校区揭牌仪
式。

5 月 11 日下午，2023 年江都区第三届“育
花讲坛”于正军名师工作室分会场活动在我校
新校区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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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共奋进 砥砺前行再扬帆
——我校第38届“教学之春”教学观摩活动成功举行

春之美，在于希望与勃发；
教之美，在于研讨与提升。逢
春之美好，我校第 38届“教学
之春”教学观摩活动如期而至。

“教学之春”是我校传统的
教学盛事，也是区内高品质的

教研品牌。30多年来，从“教
学之春”的舞台上走出了众多
的实小名师，形成了具有实小
特色的课堂教学新主张、新模
式，全面促进了教师理念转变
与教学质量提升，在区内产生

了良好的辐射作用。为落实新
课标，进一步推动“双减”背景
下课堂教学的实践与研究，提
升教师的业务素养和教学水
平，建设深度教研环境，发挥名
师引领作用，自4月25日开始，
历时四天，“教学之春”教学观
摩活动先后进行了语文学科、
英语学科、数学学科、美术学科
的教学展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成员校和区内其他学校相关
老师齐聚我校新校区，共研共
学共促，共话专业成长。

三尺讲台展风采，同台竞

技共提升。此次活动，为教师
搭建了交流平台，激发了教师
研究课堂、改革教学的积极
性。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教
师对教学能力的自我审视与提
升，对守好课堂阵地有了更深
的共鸣和展望。交流促提升，
行稳向未来。本次观摩活动圆
满结束了，但我们继续研究、继
续实践的脚步永远不会结束。
相信在奋起追寻的过程中，我
们将遇见更美的教育风景，为
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实小
智慧和力量。

5月 18至 19日，2023年江
苏省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成
果交流研讨活动在扬州市江都
区实验小学成功举行。江苏省
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主任、省教
育学会副会长董洪亮；全国小
数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
省小数会理事长、苏教版小学
数学教材主编王林；江苏省教
研室小学数学教研员郭庆松；
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卢
廷顺；扬州市江都区委教育工

委书记、教育局局长高小兵；扬
州市江都区委教育工委委员、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邓长朋；扬
州市江都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朱爱军；江都区教师发展中心
副主任吴军；江苏省各大市小
学数学教研员，以及来自全省
的 400多位小学数学优秀教师
齐聚一堂，共享新课标背景下
小学数学课堂改革成果的展示
交流盛会。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中小学

教学研究室和江苏省教育学会
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也
是全省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系
列培训活动之一。活动展示扬
州、南通、泰州代表性课程改革
成果，各团队结合课例表达其
成果内涵，还就研究项目如何
体现新课程理念介绍其探索的
做法和实践。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
进和不断深化，新一轮课程改
革的理念和精神更加符合社会

发展，更加顺应人的成长，但是
对教材、教师及教学提出了更
高要求。此次活动是全省汇聚
各方教研力量进行的集体研
讨、展示和交流，多方面呈现了
全省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的新探
索、新面貌、新办法。活动宗旨
是希望全省小学数学老师们进
一步认真研读新课程标准，进
一步凸显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进一步加强课堂实践研究。

今天是5月12日，我们学校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读书艺术节。

我们实验小学每个年级都要
表演节目，我有幸被选送参加表
演。通过层层预选，最终我的节目
进入学校举行的集中汇演。

随着音乐响起，主持人优雅地
登上舞台，读书艺术节的表演便在
实小新校区的礼堂隆重开幕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心里像揣着一
只小兔子，止不住地砰砰跳。校长
亲自坐阵，老师们笑吟吟、满怀期
待地看着我们，怎能不让人紧张
呢？不过没关系，我对我表演的节
目早已胸有成竹。

当主持人说到“下面有请老校
区五（19)班的尤梓炫同学和她的
妈妈表演‘亲子阅读《红色传奇》’”
时，随着台下的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面带微笑地走上舞台。当悲壮
的音乐响起，我和妈妈以朗诵的方
式讲述着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我
仿佛看见了曾经浴血奋战、奋勇杀
敌的红军战士们，他们的勇敢、他
们的不屈、他们的百折不挠、他们
的精神在那个充满战火的年代熠
熠生辉，红军战士最终渡过湘江，
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接着，我和妈
妈还一起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颂我国共产党对人民的爱与关

怀。随着热烈的掌声，我们顺利完
成了表演，受到了校长和老师的一
致好评，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
兴。

本次读书艺术节活动以一种
新颖别致的方式弘扬了中国传统
文化，歌唱了中华文明，讴歌了新
时代风彩，对我们全体师生进行一
次思想洗礼。没有革命先辈的浴
血奋战，就没有今天的繁华盛世，
我作为学生，当务之急便是要好好
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不负革
命先辈的努力与期望，把祖国建设
得更加繁荣昌盛！

今天，我们班去引江参观啦！
我很高兴，因为可以学到知识，但
最高兴的还是我可以扛队旗！

一进引江北大门，我们就看见
了许多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首先映入我眼帘的
是碧绿的柳树，细细的像小姑娘的
辫子。在柳树旁边有两排银杏树，
它们整齐地站在那儿，就像两排迎
宾。一阵风吹过，树叶摇来摇去，
就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南水北调
调度中心展览馆。到了里面，我们
进了一座房间，一关上房间的灯，
我们惊讶极了，份佛置身于星辰大
海之中。大屏上放了一段记录片，
讲的大概是关于南水北调这项工
程的重要性和作用。因为南方水
很多，但北方水却很少，所以我们
要把南方的一部分水调到北方去，

这就叫南水北调。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四站（江都

第四抽水站），那儿有许多机器，巨
大的轰鸣声仿佛在诉说着我们一
定要践行嘱托，把一江清水源源不
断地向北方送去。

最后我们来到了节水展厅，讲
解员叔叔给我们生动有趣地讲了
节水小知识，还给我们发了一些小
礼品，在这次讲解中，我不仅收获
了奖品，也知道了我们在生活中一
定要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

沿着习爷爷走过的路，我们慢
慢地探索着源头的精神，知道了十
六字治水方针：“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我们要
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且 行 且 思 ，让 课 堂 更 精 彩
——江苏省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成果交流研讨活动在江都实小顺利举行

阅 读 无 限 共 享 未 来
——我校第12届“三叶草”读书节阅读展示活动掠影

春日融融，和风阵阵，正是阅读
好时节。

为促进扬州市“五个一百”工程
的深入展开，建设书香校园，进一步
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围，3月份，
我校以“阅读无限·共享未来”为主
题的第 12届“三叶草”读书节活动
顺利拉开序幕。5月 12日，三校区
共同参与的校级阅读展示活动在新
校区报告厅成功举行。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活动前，各年级全体语文教师精心

“雕琢”，从节目编排、选定人员、编
辑音乐、制作课件，到每一幕、每一
场的细节排演，无不浸透着每位教

师的心血。排练中，孩子们不厌其
烦，一遍遍练习，一次次揣摩角色，

从不会到熟练，最终达成默契，为
我们献上了这场阅读分享盛宴。

亲子共读，弘扬文化 五年级19班 尤梓炫

我校二年级校外实践活动开
展如火如荼，从田间地头到舌尖美
味；走进果蔬园研学实践；沿着习
爷爷走过的路探寻源头精神 ......

中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校外实践活动是综合实践课
程的形式之一，是坚持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一项实践举
措。我校致力于校外实践活动课
程化建设，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拓
展视野、增长见识，在学习探究中
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实践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增进学生对自我和
自然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激发
了爱国热情。

实践锻炼促成长

研学实践助我成长
二年级23班 周宸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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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非遗】

扬州金银细工制作技艺
扬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有着悠久的岁月沉淀，自
古集聚富商颇为繁华，金银
制品作为财富与繁荣象征，
在扬州金银细工的繁盛也是
不无道理。扬州传统金银细
工工艺如今已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唐代是我国金银器制作
的繁荣时期，而当时的扬州，
则已成为金银器的贸易中

心。明清两代，江都传统金
银饰品工艺有了较快发展，
清宫内廷居室中的陈设、装
饰，和为数众多的桌灯、天
球、瓶、尊等掐丝珐琅器物，
均为扬州艺人所制。清末民
初，扬州的这项手工技艺发
展到达顶峰，5平方公里左右
的老城区聚集了近百家的银
楼，各种装饰物件制作精美
而华丽。

操作时，匠人们一般是
用左手捏錾子，右手操作小
锤并用敲、点、打、錾等招式，
轻重有序。在老艺人的手

中，一块金、银，经过构思，先
用豆油灯淬火，然后用小锤
反复敲打，最终创作为令人
惊叹的艺术品。

【
纸
艺
活
动
】

江都人，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自幼受父亲方伯雅金
石篆刻艺术的熏陶，初
从名师沈培方、杜芳，
在金属工艺的创作设
计、制作技艺方面有了
全面的掌握，并达很高

的艺术水平。作品首
次参加中国工艺美术
展便一炮打响，并在日
本、科威特参加精品巡
展 ，在 海 内 外 引 起 轰
动。多次获得国内工
艺美术最高奖项的“百
花奖”和国内外其他各
种奖项。

【
纸
艺
学
坊
】

我们学校有许多有趣
的社团——篮球社团、橡
皮泥社团和机器人社团等
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
我上的纸艺社团。

你们肯定很好奇纸艺
社团到底学什么？就让我
给你们介绍介绍吧！我们
学习用废旧的瓦楞纸，通
过剪、刻、粘等方法，把它
们制作成各种立体的生动
有趣的东西，比如可爱的
小动物、漂亮的帽子、高大
的树木……

纸艺社团的地点在美

术室，教室里摆放着同学
们制作的各种有趣的纸艺
作品，有栩栩如生的小狗，
有威风凛凛的大侠，有憨
态可掬的小乌龟，其中最
有趣的作品就是鞋子。为
什么说它有趣呢?因为每个
同学制作的鞋子都各具特
色，大小不一。在老师教
的方法的基础上，我增加
了自己的“小心思”，在鞋
子上粘贴了很多小装饰，
让鞋子变得与众不同。鞋
子的足码都是按照我的脚
量身定做的呢，我悄悄地
试穿了一下，挺合脚的，你
们说有趣吗?

这就是我的纸艺社
团。在这个社团里，我既
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学到
了很多有趣的知识。同学
们，你们想加入我们纸艺
社团吗？

（指导老师：管复云）

最近我们纸艺社团的主
题是千纸鹤，不但要制作出千
纸鹤，还要在千纸鹤的翅膀上
雕刻出精美的花纹。老师给
我们欣赏了一件件精美绝伦
的作品，引导我们思考千纸鹤
的外形怎么制作，花纹图案如
何设计，用笔用刀要注意什么
……我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
暗自担心：“这些线条细如发
丝，我能做到吗？”

果然，手中的刻刀很快给
出了答案——这些线条太细
了，又弯弯曲曲的，要么刻出
来显得僵硬，要么直接就刻断
了！我尝试了很多回都失败

了。向困难低头吗啊？这不是
纸雕社团的风格，也不是我的风
格！

老师看到了我的难处，耐心
地攥着我的手镌刻起来，边刻边
讲解雕刻要领：“不要心急，慢慢
来，刀一定不能钝，刻的时候要
细心，刻出的线条要流畅……”

于是，我不再急于求成，慢
慢地练习起来。渐渐的，我感觉
到了自己的手腕、手指变得更加
灵活，刀刃也准确地前行了！我
迫不及待地在千纸鹤上实验起
来。

在三四只千纸鹤上实验之
后，我终于雕好了细腻美好的图
案：薄薄的纸上，那些雕刻出的
蝴蝶和花好像活过来一样，让人
仿佛看到轻盈的蝴蝶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

当拥有镂空翅膀的千纸鹤
在风中自由地飞翔，我的心也随
之翱翔……

（指导老师：吕菊兰）

扬州金银细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

方学斌

说它是虎它不象，
金钱印在黄袄上。
站在山上吼一声，
吓跑猴子吓跑狼。

花豹

剪·纸上溜冰

刻·专心致志

折·想象空间

粘·慢工细活

组·满心期待

研·互学互助

【纸言纸语】

我的纸艺社团
三年级1班 陈安琪

我与千纸鹤
四年级3班 王欣沐

唐《伎乐飞天》金栉抓周（清 江都银楼制作）

大隋龙舟大隋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