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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洪泽生）近日，古雷港区
杜浔镇过洋村教育发展促进基金会成
立。杜浔镇党委负责人、杜浔中心学
校及过洋村乡贤等理事会成员参加会
议。会议成立过洋村教育发展促进基
金会第一届理事会。教育发展促进基
金会促进会向在过洋小学从教40年的
退休教师洪德国、洪海澄等乡村教师

代表颁发“终身教育贡献奖”荣誉证
书，感谢他们对使命与责任的坚持、对
教书育人的不断精进，无私奉献，用一
生心血坚守着乡村教育。

据悉，过洋村教育发展促进基金
会所接受的捐款主要用于过洋村奖教
奖学，奖励各年龄段过洋籍品学兼优
的学生和坚守在农村学校无私奉献的

老师，通过激励机制来促进乡村教育水
平的提升，推动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希望过洋学子学成归来时，能够感恩
学校和社会，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伴随着拉丁舞欢快的旋律，漳州
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滨学校二年

（2）班石静唯同学，在舞台上随意切换
不同的舞姿，时而伦巴，时而恰恰，时
而牛仔……自由潇洒的表演，引得台
下小朋友们发出阵阵掌声。

原来，这是南滨学校新学期的一项新举措。为了有
效落实“双减”政策，学校开辟课间“小舞台”活动，让同学
们走上舞台展示才艺，秀出自己的风采。“学生们热情高
涨，‘闪亮小舞台’的节目单，已经排到好几周以后了。”校
长周永春说。

校园里这一个别致的小舞台深受孩子们的喜欢。周
永春介绍，之所以把“闪亮小舞台”设置在课间活动区域，
源于一位学生偶然的即兴表演。“上学期，三年（3）班的何
城安同学课间在走廊进行吉他表演，引得不少同学围
观。联想到小朋友有才艺展示的兴趣与需求，所以就设
置这样一个舞台，孩子们能更好地展现自己。”

据了解，南滨学校是 2020 年新开办的一所“九年一
贯制”公办学校，学校秉承“办孩子喜欢的学校”“让孩
子拥有幸福完整的童年校园生活”办学理念，实施“五
育并举”，结合“双减”开设了拉丁舞、街舞、舞龙舞狮、
武术、人工智能机器人、足球、篮球、毛笔书法、围棋、跆
拳道、诵读社、吉他、口风琴、科学实验等 20 多个社团。

“把快乐留给童年”，是南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宗
旨。课后服务开展以来，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学校为孩
子们添设了“跳房子游戏区”“足球运动区”“篮球运动
区”“乒乓球活动区”“棋类游戏室”“锄禾种植园”等区
域。此次新设置的“闪亮小舞台”，同样是为了丰富学
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快乐。

校园文化建设的宗旨——“把快乐留给童年”

课间小舞台课间小舞台 才艺秀起来才艺秀起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苏水梅苏水梅 文文//供图供图

古雷港区杜浔镇过洋村成立教育发展促进基金会

南滨学校闪亮小舞台上，石静唯正在表演舞蹈。

“亲爱的孩子们，听，这是什么声
音？让我们一起走进池塘里去看看
吧，这只小青蛙经常呱呱地放声歌
唱，听说它还会写诗呢！”2月 18日上
午第二节课，在芗城实验小学一年

（8）班教室，林丽珊老师现场展示了
《青蛙写诗》的微课片段，生动有趣的
讲解，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在“情景激趣、识记生字”教学环
节，林丽珊老师出示了一个顺口溜：

“秃宝盖，与字底，上下结合就是写，
写 词 写 句 和 写 诗 ，认 真 书 写 不 能
离。”请学生们边读边记，读完顺口
溜，林丽珊老师在“写”下面写了一个

“它”字，请同学们区别这两个字。有
一同学举手回答：“它们两个字，上面
都有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盖。”林丽珊
老师表扬孩子观察得真仔细，并强调

“秃宝盖”与“宝盖头”的区别。
“小蝌蚪游过来说：‘我要给你当

个小逗号’。”“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我能当个小句号’。”在“读文梳理，
初识标点”教学环节，林丽珊老师注
重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青蛙写诗
的时候，请了哪些好朋友来帮忙？”林
丽珊老师一边问学生，一边板贴“小
蝌蚪”“水泡泡”和“一串水珠”。学生
们认真看，仔细听。接着，林丽珊老
师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来说清楚青蛙
写诗，谁和谁来帮忙”。一个同学回
答说：“青蛙写诗，小蝌蚪、水泡泡、一
串水珠来帮忙。”另一个女同学举手
后回答：“青蛙写诗，来帮忙的朋友有
小蝌蚪，有水泡，还有一串水珠。”林
丽珊老师亲切地引导学生：“表达同
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字理识字，指导书写”教学环
节，林丽珊老师提问：“有什么东西是
一串一串的呢？”学生们踊跃举手回
答：“一串香蕉，一串葡萄，一串糖葫
芦，一串灯笼，一串鞭炮。”接着，林丽
珊老师播放《写字歌》视频，视频中一
个同学做示范：“小朋友，拿起笔，我
们要做到‘老大、老二要对齐，老二微
微拱起来，老三后面来帮忙，老四老
五藏起来’。”同学们跟着视频做手指
操。林丽珊老师提醒学生注意“一看
二写三对照”的书写“三个一”姿势，
同学们认真地练习写生字“雨”。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 ，呱
呱 ……’”课后，林丽珊老师接受记
者采访时介绍，《青蛙写诗》是一首轻
快、活泼的儿童诗。作者用丰富而又
合理的想象，把池塘里的美丽景物

“蝌蚪、水泡泡、水珠”拟人化，并把它
们生动准确地想象成逗号、句号和省
略号，从而组合成了一首生动有趣的
小诗。借这样生动、具体的事物来认
识标点，富有情趣，适合儿童学习。
本课提供了小蝌蚪、水泡泡和一串水
珠的插图，有助于学生找到它们与 3
种标点符号的相似之处。

“认识逗号、句号等标点符号”是
课标对一年级阅读中标点符号的要
求，林丽珊老师清晰梳理语文知识
点：“借助蝌蚪、水泡泡、水珠等具体
事物引导学生借助插图、展开想象，
联系生活实际等方式认识逗号和句
号，形象生动，学生兴趣盎然。”

谈及精品课《青蛙写诗》的亮点，
林丽珊认为，主题、语文知识、插图、
课后练习、识字写字、拓展阅读等环

节，都是这堂微课在设计之初重点关
注的内容。以“关注主题”为例，由于
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想象”，所以这
节课就把生活中青蛙在池塘里的场
景想象成与标点符号有关的活动，这
样创设情境不仅激发了学生的丰富
想象，更保护了学生热爱想象的天
性。此外，这节课注重对学生进行阅
读方法的指导，“根据文本内容的特
点，将课内阅读方法的指导以及课外
阅读的拓展相结合，从而把学生的阅
读由课内引向课外，以达到丰富学生

的语言积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的
目的。”林丽珊说。

微课片段教学结束后，上午第三
节课的铃声响了，林丽珊老师回到目
前任教的二年（8）班给同学们上《古
诗两首》。“同学们，请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有哪些学习古诗的方法？”“对
了，除了展开想象，还可以借助插图、
借助注释和工具书，遇到不懂的字，
可以请教字典……”清秀的板书、殷
殷的鼓励，教室里是孩子们孜孜以求
的身影。

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范”
陈书萱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说：“林老师从一年级开始就教我们语文，林

老师让我们平时要大声朗读，注重积累。我很喜欢她，因为她的语文课很有
趣，她的字很漂亮，她的语音很标准，我感觉学习语文挺轻松的。”

孩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以看出她对老师的喜爱。结束采访时，记
者刷了一下手机，几分钟之前发在朋友圈里关于“青蛙写诗”的图片下方有
不少的点赞和评论。“那是我儿子的班级！”“青蛙的诗写成了……”朋友圈里
的大家，隔屏分享着这堂语文精品课。

林丽珊老师能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在黑板上寥寥几笔勾勒出青蛙、池
塘、水草等场景，扎实的基本功为课堂增色，也成为学生心中的榜样。从
选送参赛的微课视频，到现场的语文课堂，除了执教老师扎实的基本功
外，离不开精心的准备和落实。“备课的智力成果就是形成一定的课程教
学方案或者课程实施方案，并能最终贯彻于课堂，落实到学生学习的实际
效果上来。”不难看出，林丽珊老师举手投足之间都成了孩子们认真学习
的榜样。

坚守三尺讲台的老师们，面对琐碎和繁杂默默耕耘，在工作中不断提升
自己，让光照进孩子们的世界，引领孩子们抵达“诗和远方”，也收获“桃李满

天下”的淡定与从容。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怎么教孩子们读懂《青蛙写诗》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林丽珊 高级教师，芗城

实验小学副校长，全国优秀辅
导员，福建省“十三五”第二批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漳州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兰臻名
师工作室成员、福建少先队名
师林丽珊先锋工作室领衔人；
芗城区小学语文林丽珊名师工
作室领衔人；执教的公开课及
书画作品在省市区比赛中多次
获奖，多次组织参与送教下乡
活动，指导多位教师在省市级
教学大赛中获奖；主持、参与多
项省、市级课题研究。撰写多
篇论文在《福建教育》等 CN 刊
物上发表。近日，林丽珊执教
的《青蛙写诗》上榜 2021 年“基
础教育部级精品课”。

课堂上，林老师拿出三种标点符号，展示给同学们看。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一、努力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进一步扩大
公办幼儿园办学容量，落实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管理办法，分批开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达标县区
督导评估，整体提升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均衡发展。将着手
实施乡村教育振兴工程，计划三年内创建百所

“老百姓家门口优质初中学校”、百所乡村温馨校
园；并继续实施优质小学教育资源“孵化工程”，
深化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和城乡紧密型教
育共同体建设，持续改善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
平。

推进普通高中提质特色发展。实施高中教
育质量提升计划，完善“以市为主、市县联动”的
高中教学管理机制，构建多样化特色高中课程体
系；实施“县（区）一中振兴工程”，加大对“县中”
高中办学的支持帮扶力度；培育和扩大优质高
中，漳州一中、漳浦一中要认真做好省示范性高
中建设工作，漳州开发区海滨学校、漳州艺术实
验学校等要积极创建省三级达标高中；扎实抓好
2022 年高三毕业班复习备考和服务保障工作，让
考生可以心无旁骛、全力冲刺，力争高考再创佳
绩；推进集团化办学模式，办好 14 个优质中学教
育集团，继续推行“优校、名校办分校、办校区”。

二、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全面助力我市经济建设

助力专科院校升本。全力以赴支持漳州职
业技术学院、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创建本科院校，
主动协调做好扩大办学用地、办证、资产收购等
工作，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继续支持 2 所
民办高职院校创建本科院校。

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争取
早日出台《漳州市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促进人力、智力、资本、技
术、管理等资源要素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方向
聚集，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工匠。推动各职
业院校主动争取国有企业、龙头企业或行业协
会联合办学、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或成立产业学
院、共建实训基地等，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在职
业院校办学中的积极作用。要健全校企协同育
人机制，推行“校企联合招生、共同育人”的现代
学徒制，扩大“二元制”和企业“订单式”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规模，抓好学生职业技能教学，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依据政策环境，推进学科建设。紧紧围绕我
市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
服务业，围绕区域产业发展紧缺人才需求，调整
优化相关专业群，确保学科专业建设与我市产业
转型升级相适应。支持纳入国家、省级“双高计
划”建设的各相关职业院校，围绕产业发展需要
加强学科建设和内涵建设，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
用，引领我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抓好职业
教育的同时，加强终身教育、社区教育、老人教育
工作，协调推动各县（区）电视大学转型发展。

三、全力抓好教育项目建设，
努力补齐教育发展短板

推进教育项目建设。以优化中心城区教育
布局为重点，加快推进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漳
州三中龙文校区、漳州一中古雷港分校、漳州高
新区一中新校区等 26 个项目建设。做好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对全市中小学 2624间教室照
明进行改造。

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要针对三孩政策实施，提前谋划解决托幼机
构不足的问题，已向省里申报将计划新建、配建的 14 所公办幼儿园纳入
全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可新增学位 4935 个，将为今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提高到 60%的目标打好基础。

四、树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
发展教育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严格落实“双减”工作和中
小学生“五项管理”要求，巩固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成果，在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暑假开展常态巡查，加大对隐形变异培训的查处力度，落实高中
阶段学科类培训严格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执行的政策要求；同时，进一步提
高学校作业设计水平、课后服务水平和课堂教学水平，健全课后服务经费
保障机制，拓宽课后服务资源渠道。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将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领导小组和
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遴选建立一批市级以上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和中小学
劳动教育实践特色项目，开展漳州市第二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
创建工作。

推进学校体育、艺术工作。举办好 2022 年全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
田径运动会、文艺调演等文体活动，抓好国防教育、语言文字等工作。

加强德育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在课堂、支撑在课程，加强课
程课堂德育渗透教学研究，探索建设具有区域和校本特色的课程教学体
系，发挥课程课堂在育人方式变革中的核心作用。

五、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师管理
体制改革

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探索推行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改革，完善县
域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制度，加大紧缺急需教育人才、高层次
人才引进力度，着力化解教师结构性缺编矛盾。

抓好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实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攀升计划，持续开
展名优教师（校长）选拔培育工程，实施班主任队伍建设提升计划，加大乡
村学校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力度，适时举办高三毕业班学科教师培训和
班主任培训，深入开展名师送教送培下乡活动，整体提升全市教师队伍素
质。完善师德教育机制，健全师德考核机制，及时查处有偿家教等突出问
题，提升师德师风建设水平。

做好教师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和职
业院校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制度，着力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不断提高教师
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六、保障教育系统安全稳定，有效提高师生
安全意识

强化学校安全工作。坚决杜绝懈怠、放松、麻痹的心理，细化完善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不断织密织牢常态化防控网络，积极运
用信息化手段强化师生员工健康管理。逐校逐园督促落实安全设施设备
配备，抓好食品、校车、实验室危化品、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加强校园周
边护学岗建设和校内重点部位安全巡查检查，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和
安全教育，牢牢守住校园安全这一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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