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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校园里的灭火实操的灭火实操
本报讯（陈潘婷 柯智勇 文/

图）演练模拟教室起火，楼道里弥漫
着烟气，随着校园响起消防警报，师
生们有序地从教学楼向操场空旷地
方紧急避险——近日，漳浦县消防
救援大队在漳州科技学院举行消防
安全逃生演练和消防安全知识讲
座，对师生消防安全教育进行强化
培训。

随后，消防队员还以理论讲解

和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系
统全面地讲解了预防火灾的重要
性、灭火的基本方法、灭火器材的种
类及工作原理、火灾发生后如何报
警、如何逃生自救等防火灭火安全
知识，以及学校如何做好日常的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消防队员详细讲
解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及扑救
要领，通过灭火实操，让师生们进一
步掌握灭火知识。

“同学们，哲人曾经说过‘如果说音乐是流动的
建筑，那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这不免让我们感
到困惑，建筑怎么是音乐呢？如果建筑是音乐，那
它的节奏和韵律又在哪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问
题来开始今天课程的学习。”3月 14日，在漳州五中
三楼录播室中，周彦老师给高一（1）班的同学们抛
去了这样一个问题，并为同学们带来了《实体与虚
空——凝固的音乐》这门课程。

周彦老师的《实体与虚空——凝固的音乐》课
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中外建筑用材有何不
同、中西建筑如何经营空间、传统建筑的序列与群
组有何特征以及雕梁与画栋也是中国建筑之美的
精髓所在。在每个部分的讲解中，周彦老师多次用
到了比较的方法，通过中西方建筑的对比、中国历
史名建筑的对比等，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课程内
容。

“同学们，你们看这四张图片，它们分别是湘西
吊脚楼、福建客家土楼、希腊帕特农神庙和埃及金
字塔，现在请同学们对比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特色
建筑和外国的历史建筑，看看他们的建筑材料有何
不同？”周彦老师话音未落，台下的同学们纷纷开始
作答。“我们用的都是木头，他们用的都是石头！”听
到了答案后，周彦老师立马又抛出了一个问题：“那
为什么中国传统建筑用材主要是土和木，而西方用
的是石头呢？”同学们思考片刻，部分同学也开始抢
答。“两边气候植被情况不同”“中西方历史环境不
同”“两边的审美观念不同”。一时间，周彦老师两
个短短的问题，就激起了同学们阵阵的回答。

除了中西方建筑用材的对比外，周彦老师还在
课堂上做了个简单的“卸妆”小游戏。在课程第四
部分“雕梁与画栋也是中国建筑之美的精髓所在”
内容中，周彦老师拿出了两组对比图，其中一组是

雕刻着精美木雕的柱子和门窗，另一组则是把精美
木雕都用图像软件“卸妆”了。“同学们，对比一下，
看看‘卸妆’后的柱子和门窗还美不美？”周老师拿
着这幅对比图，问同学们。“不美！”一个女同学举手
回答道，“少了木雕的柱子与门窗虽然看上去更加
简约大方了，但是没有木雕，显得空荡荡的，没有了
灵魂。”简单几句话，这位女同学的发言得到了周彦
老师的赞赏，周彦老师随后补充道：“古人在建筑构
件上进行艺术和技术的处理，在上面做上雕梁与画
栋，而这也正是中国建筑之美的精髓所在。”

在精品课堂上，记者注意到周彦老师多次使用
福建客家土楼作为例子，而且还向同学们介绍了福
建土楼的客家文化，包括客家人的礼仪制度、精神
文化内涵等内容。在课程结束后，记者向周彦老师
问及为何多次使用福建土楼作为例子，周彦老师回
答道：“福建土楼历史悠久，2008 年已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在全世界都是极具特色的建筑群落。
我希望能够通过微课的方式，向更多的人介绍家乡
的独特建筑，也能够做一次福建土楼文化推广。”

漳州五中高一（1）班的童天琪同学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对于这节课我最有印象的是老师给我们
介绍的朗香教堂，它的设计复杂巧妙，给人一种不

一样的感觉。”另外对于周彦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
童天琪同学表示课后一定会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快
递纸箱尝试着做一个简单的中国传统建筑。而对
于热爱美术的戴涵铎同学来说，周彦老师为了引出
福建土楼而播放的歌曲《大鱼》便让她对这堂课感
到新颖。“我既是《大鱼海棠》的影迷，也是周深的歌
迷。我觉得老师用这样的形式来引出课程的内容，
可以调动我们的兴趣，不少学生在歌曲播放的时候
还偷偷地跟着唱呢。”戴涵铎同学告诉记者。此外，
戴涵铎同学还表示，对老师课程中提到的中国传统
的抬梁式框架、穿斗式框架和斗拱等内容都非常感
兴趣，他准备课后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深入了解。

当谈及精品课获奖后的心情，周彦老师坦言自
己应该感谢学校给予自己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学
校的‘老带新’活动和青年教师比武等教研活动，都
促进了我们这代青年教师的成长，我也很荣幸能为
五中带来这份荣誉。”周彦老师还感谢了学校不少
有经验的前辈教师，包括学校音乐学科的杨桂兰老
师。“在交流中，杨老师教会了我许多音乐学科的知
识点，还为我找来了许多文献资料作为理论依据，
使我的课程更贴近主题，也更丰满。”周彦老师告诉
记者。

问：孩子长大之后，有时候家长跟他问点问题，
他会觉得不耐烦，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跟他沟通？

闽南师大附中（漳州二中）党委副书记罗文旺
回复：要解决这些问题，父母与孩子就要建立有效
的沟通，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尊重彼此，平等相待，保持“心同轨”
进行有效的沟通，父母和孩子在心理上要处

于同一轨道，保持同一高度，彼此尊重对方，父母
要认识到孩子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不是父母的附
庸，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他（她）可以有自己的
不同思想和不同看法，并且允许其表达出来，避
免在这特殊的人际关系中权力的不平衡和权力
方面的冲突，因为父母在权力方面的优势，给沟
通带来障碍。

二、感同身受，真情接纳，与娃“情同频”
父母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问题，理

解孩子的想法和做法，不管这些想法和做法有多么
幼稚好笑、多么离谱和离经叛道，父母与孩子在情
感上都要处于同一频道，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沟通
才能够起到共振的效果，让孩子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培养出“愿意倾诉”的孩子。

三、放下包袱，神情专注，做好“用心听”
父母与孩子都要放下手机，放下手中的事，暂

时搁置生活和学习中的焦虑，静下心，不带负面情
绪，神情专注地注视着对方，不轻易打断对方说话，
传递“我正在关注你”的信息，体现你认真倾听他

（她），重视他（她）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能全身心地
看，全身心地听，听清其语音语调，更看清其眼神、
表情、手势、身体姿势，最大限度最完整地理解其所
表达的意思。

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多说“说得好”
用心听为“说得好”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必须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所说的话
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多理解孩子的思想
状态和处境，多照顾孩子的自尊心，多给孩子以肯
定，表达内容时多正面少负面。对孩子的话要给予
准确积极的回应，做到润物无声。

五、见缝插针，寻觅良机，做到“除防备”
在谈论一些严肃问题或棘手问题时，可以在闲

暇散步时说，可以在接送孩子的路途中聊，抑或在
身心放松度假的时光里叙，没有正襟危坐造成严肃
气氛，不会让孩子早早“预判”你要说的内容，这样
可以免去让孩子马上想到你又要给他上“政治课”，
免得激发孩子的防御机制，让你还没说出口，他

（她）就嫌你烦。
问：我的小孩现在很沉迷于卡牌类游戏，一种

类似于奥特曼卡牌的游戏，我是应该直接将孩子所
有卡牌没收不让他玩，还是应当怎么做？

芗城实验小学梁美玲老师回复：每一个爱玩游
戏的孩子，都拥有一颗好奇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卡牌类游戏可以让孩子在逻辑思维、反应速度、专
注力、抗挫折能力等方面得到潜移默化的锻炼，只
是“游戏”是把双刃剑，如果过于沉迷，也会影响孩
子的学习和生活，不利于他们成长。当然，我们也
不能因噎废食，只要注重疏导，浊水也会成清渠。

第一、家长正视现实，积极引导。主要是两方
面，首先要做的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承认“玩”在孩
子生活中的重要性，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的这种爱玩天性。或者换句话来说，学是孩子的主
业，玩是孩子的副业，分好主次即可。其次是要让

孩子除了玩卡片类游戏以外还要有别的爱好，吸引
其注意力。

第二、在允许可控的条件下适当地引导给予
玩游戏的时间。比如，他要玩卡牌类游戏，你就在
他玩游戏之前提出一些条件。严格把控时间，尊
重孩子的同时要求孩子尊重约定，一种约定俗成
的契约模式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家长不妨尝试
和孩子约定玩卡片类游戏时间，给予他们起码的
尊重，而受到尊重的孩子则会将这份尊重返还给
你，同时，这也是一种处理家长孩子关系的好办法。

第三、陪伴是最好的管理，何不把卡牌类游戏
作为亲子共娱的活动，如果他同学在玩，那么很难
保证他不玩。如果家长倾听孩子对游戏的表达，可
能他们的话语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在家长看
来可笑，但是对孩子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不仅
仅是表达的内容重要，还有和父母倾诉这个过程也
很重要。孩子经常和家长倾诉可以使孩子更依赖
家长，对亲子之间增进感情很有帮助，在倾诉这个
过程中，孩子会潜意识把家长代入与自己平等的地
位，这样家长也可以多方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也
更有利于家长为孩子提供帮助，尽可能引导他玩一
些益智的、有助于心理健康的游戏。这样，“玩卡牌
游戏”就变成既是很好的亲子项目，又可以在与孩
子的玩乐中了解孩子的兴趣、交友、情绪等问题，从
而引导孩子合理娱乐。

家长应抱以宽容之心，我们可以是孩子的良师
益友，用平衡宽广的耐心，以一个平等与尊重的态
度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沉着冷静地去对待孩子做的
事情,给予他们建议而不是控制，相信他们会愿意
接受建议，健康成长。

如何和孩子沟通
⊙本报记者 刘健宁

周彦老师的精品课虽然是高中美术课
《实体与虚空——凝固的音乐》，但其中包含
的内容不仅仅只有美术一门课。

在讲到“中外建筑用材有何不同”这一部
分时，周彦老师抛出“中国为什么主要建材是
木头，而西方是石头呢？”这里同学们的回答
涵盖了其他高中课程的知识点。“两边气候植

被情况不同”这一答案是地理的知识，因为中
西方的气候差异导致的植被情况不同。“中西
方历史环境不同”这一答案涵盖了历史的知
识，也是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用材习惯
和审美观念。

看起来这只是一门简简单单的高中美术
课，但其中涵盖的知识可不止高中美术的内

容。在每个人的学习生涯中，不少知识都是
互通的，例如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也会
影响不同地区的历史。同学们在进行学习的
时候，要懂得将这些知识点融会贯通，不要将
每科所学到的知识停留在当前科目中，更要
用发散的思维方式和系统的知识框架将知识

“装订”起来。 ⊙本报记者 刘健宁

这不仅仅是一节高中美术课

周彦 漳州市第五中学美术老师，中学
一级教师，任教以来参与多个省市级课题研
究，多次获得校优秀课外辅导员、优秀党员、
先进党务工作者等，指导学生参加中小学生
艺术节、“研究性学习”、师生书画展等市级比
赛并获奖，2017 年所授课例《各异的风土人
情》被评为 2016—2017 年度“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教育部级“优课”，课例《实体
与虚空——凝固的音乐》获 2021 年度“基础
教育部级精品课”。

通过对比，
让同学们领略“凝固的音乐”

⊙本报记者 刘健宁

名片名片人 物

周彦老师在精品课上生动讲解，为了引出福建土楼而播放《大鱼》歌曲。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关爱有约 爱心传递”捐赠
助学助教助抗疫

本报讯（陈芳清）近日，华丰中
学举办“关爱有约 爱心传递”捐
赠仪式，活动由华安县教育局和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县支
公司联合主办。

捐赠仪式上，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华安县支公司为全县公
办在校学生群体免费赠送新冠保障
责任险，并为 3 名公办在校困难学

生捐赠每人 2000 元关爱助学金，以
实际行动关心支持教育，助力校园
疫情防控工作，彰显企业的社会责
任和担当。

仪 式 上 ，县 教 育 局 长 郑 超 斌
代表教育系统与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华安县支公司签订捐
赠协议 ，并对华安人寿表示诚挚
的谢意。

种下毕业树种下毕业树 满满师生情满满师生情
匆匆六年，曾经的一棵棵“小树

苗”，在老师们六年的精心培育呵护
下，茁壮成长。又逢植树节，为了感
谢老师们的教育之恩、学校的培养
之情，漳州市长泰区山重小学的六
年级师生开展了种植纪念树活动。

植树活动开始啦！六年级师生
在校园开始种植毕业纪念树——老
师和孩子们拿起锄头、铲子、洒水壶

为小树培土、浇水，灿烂的笑容洋溢
在孩子们脸上。

同学们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绿
植，心里美滋滋的。又给学校添加
了一抹绿色，将感恩的心化作汗水，
把一棵棵树苗栽种在母校的怀抱
里，多年后再回母校看看自己种下
的那棵树，将会是永远美好的期望
和回忆！ 薛丁兴 摄影报道

“用爱意唤醒生命，用情感与自
然对话，用行动为环境添绿，用劳动
践行责任……”近日，龙师附小的红
领巾志愿者们翻地松土、浇水施肥，
在“龙娃责任田”里忙着种小葱。这
里有水灵灵的油麦菜、番薯叶、蒜
苗，红彤彤的西红柿、辣椒，还有丰
收在望的芹菜、荷兰豆，大家脸上写
满了笑容。

春天里，学校开展“拥抱春天
播种绿色”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包括

“话绿”“知绿”“绘绿”“爱绿”“助绿”
“创绿”“植绿”等。在“线上升旗仪
式”上，校长助理黄琼华老师向全体
师生介绍了植树的重要意义。各中
队还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少先队活
动课，宣传名人故事以及植树模范
的感人事迹，弘扬他们为了实现“绿
色中国”无私奉献、持之以恒的“植
树精神”；在科学课上，老师为同学
们开展“步步为赢 绿色知识大赛”，
设置“绿色知识问题库”，学生们踊
跃抢答，掀起了学习绿色环保知识
的热潮；在课余时间里，少先队员们

通过绘制主题手抄报、撰写书法作
品，将绿色铺在春天的画卷里，也在
心中种下一颗绿色环保的“种子”；
在家中，同学们在窗台、阳台、庭院
等处培植花卉、绿植，设计一个“绿
色角”，并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美好
的画面。同时，同学们和家长开展

“制作创意小盆栽，争做护绿小天
使”活动，利用废弃物品制作创意盆
栽，在心灵的沃土上植下梦想的幼
苗；在日常生活中，同学们尽可能选
择步行或公共交通工具，一起节约
资源，以实际行动倡导低碳生活，助
力绿色环保；在学校里，队员们成立

“护绿志愿小分队”，开展“小小责任
田，绿色满校园”植“绿”活动。

据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张小
莹老师介绍，同学们积极参与到争
取“劳动章”活动中，大家通过参与
种植和日常的维护采摘，体会到尊
重劳动、珍惜粮食的意义，同时也向
身边的家人朋友发出“共创城市美
好环境”的倡议。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拥抱春天 播种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