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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具有
魔力的气球，我们要把这个气球粘在
黑板上……”3 月 26 日上午，龙文一
中物理老师林保凤在学校图书馆的
录播室展示《观察摩擦起电现象》的
精彩教学片段。林保凤基于课标和
教材，设计的充满趣味性的物理实
验，让同学们观察气球、梳子、乒乓球
等物品的摩擦起电现象，体会物理从
课堂走向生活的乐趣。

林保凤老师先是给气球“施加了
魔力”，让气球成功地粘在了黑板上；
接着，她又成功地给空的矿泉水瓶“赋
予了能量”，让乒乓球跟着矿泉水瓶

“走”。教室里一片“哇——哇——”的
感叹之声。讲解告一段落后，林老师
请同学们分小组进行实验探究。大家
兴趣盎然地做着实验，并开心地与大
家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课堂气
氛十分活跃且充满趣味性。

“本节课结合生活实际加以拓展

和创新，实现对课本的二次开发。”课
后，林保凤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本节
课需要向学生讲授摩擦起电的物理
学史和正负电荷的命名来源。所用
的实验器材是梳子、毛皮、丝绸、吸
管、塑料绳、水管等学生生活中常见
物品。课堂前期，让学生亲子动手做

“矿泉水瓶吸乒乓球”“黑板吸气球”
等有趣的小实验吸引学生注意力；课
堂中期，用“魔法章鱼”，让学生了解
摩擦起电并不是任何情况都相互吸
引，从而引出正负电荷；课堂后期，学
生学完本节课，领会实验成果的具体
体现——验电器的制作，让学生充分
感受知识的创造力。

龙文一中九年级学生曾柏豪告
诉记者，自己很喜欢林保凤老师的
课，因为林老师总能不经意地让探究
始于惊奇。“物理学科是一门以实验
为基础的学科，实验不仅是物理教学
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也是物理教学的

重要基础和内容。”黄予涵同学说，每
次林老师设计的实验都会让同学们
在课堂上跃跃欲试，大家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把知识点都记牢了。

谈及本节课的设计，林保凤认
为，一是学生动手实验较多，课堂能
让学生充分融入，体现课堂学生的
主体地位；二是向学生介绍静电现
象在生活中运用，在实际操作中培
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三是
让学生体验摩擦起电的探究过程，
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物理，并用本
节知识自制验电器，感受物理知识
的力量，充分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探究热情。

“参加精品课比拼的过程是辛苦
的，但磨炼的过程中也总结出了一些
心得。”林保凤说，首先好的教学设计
是成功的一半，多借鉴别人的成功课
例获取经验，合理吸收为自己教学设
计，是成长的有效路径。精品课比赛

的过程最终的成果是用视频的方式
呈现，所以细节尤为重要，要注意课
堂上实验的可视化；其次要重视课堂
资源生成的合理利用。“实际上，一堂
课下来，不同的学生会提出不同问
题，也会出现实验失败情况，这些都
是非常好的课堂资源生成，合理利用
引导，可以有效转化为课堂亮点。”第
三要尤其注重在课堂中渗透物理文
化，以教学传递自然科学中蕴藏的

“真善美”，培育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林保凤引用物理学家费曼在其
著作《物理学讲义》中的一段话表达
自己的体会：“我讲授的主要目的，不
是为你们参加考试做准备——甚至
不是为你们服务于工业或军事做准
备，我最想做的是给出对于这个奇妙
世界的一些欣赏，以及物理学家看待
这个世界的方式，我相信这是现今时
代里真正文化的主要部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自己设计汤勺的款式，画图、凿出雏形、打磨、
修整……”3月24日上午，龙文区蓝田街道中骏社区
木工亲子课如期举行。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
下，完成了一把勺子的设计和制作。参加活动的家
长们纷纷感叹，“小木童”们有模有样，传统文化和劳
动课堂的有机结合，小伙伴变身“小木匠”，体验劳动
之美，趣味无穷。

活动现场，负责指导的杨琬愉老师首先向同学
们讲述了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学当木匠的有趣故事，
并分享了传承父亲手艺心路历程；随后，杨老师进行
现场教学示范，向亲子家庭讲解了传统木艺发展历
史、工艺流程及相关工具的使用方法，并介绍了榫卯
结构原理及其在生活中的广泛用途。

“哇，这么有趣的工具尺！”当杨老师把铅笔、工具
尺、刨刀等材料发放到大家手中时，教室里响起了一
片低低的讨论声，大家既紧张又兴奋。画设计稿可是
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要先在木料上画出一个圆，再
把勺子的柄画出来，然后设计出自己喜欢的图案。何
佳纾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她告诉记者，自己很喜
欢小兔子，所以就设计了兔子形状的勺子。

开工之前，细心的宝爸、宝妈们给孩子戴上手
套，防止孩子受伤。小朋友们分别与自己的爸爸妈
妈一同合作，小心翼翼地拿起槽刀和木槌，叮叮当当
有板有眼地一点点凿出勺子的形状；个别胆大的孩
子，先是观察父母切割木板的动作，随后就动手模仿
起来，他们一手拿着锯子，手腕用力，另一手固定着
木板，动作有力，俨然成了一名“小木匠”。

市二实小迎宾分校二年（12）班的蔡昊铭和好朋友唐灵珺一起来参加
活动。他们在家长的陪伴下，一阵忙碌之后，两把小木勺先后“新鲜出炉”
啦，孩子们在DIY的过程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蔡昊明说，当木匠太好
玩了，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又能完成属于自己的木艺作品，他下次还想
参加。“孩子在这次活动中掌握了传统木艺的相关知识，领悟了工匠精神，
希望她能养成热爱劳动、耐心做事的好习惯。”家长唐先生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张小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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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凤，漳州市龙
文区第一中学物理老
师。曾获“2022 年漳州
市义务教育作业设计”
市级二等奖，“2018 年
毕业班微课比赛”市级
二等奖，2017 优质课市
级二等奖。执教的《观
察 摩 擦 起 电 现 象》获
2023“基础教育精品课”
部级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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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物理实验趣味物理实验
让探究始于惊奇让探究始于惊奇

三月沐阳，春暖花开，当剪纸“邂逅”唐诗，将演绎出
怎样的一番奇趣景象呢？一把剪刀，一张纸，千剪不断，
线线相连，3月25日,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剪唐
诗社团的同学们，意境在心、灵手巧剪，将非遗和唐诗结
合，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之旅。

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
春涧中。”三年（2）班的吕诗蒽同学的作品《鸟鸣涧》，带
领同学们领略飘落的桂花、惊动的栖鸟和幽静的山涧；

“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春风且莫定，吹向玉阶飞。”
四年（1）班的张可欣同学对唐代诗人丘为的《左掖梨花》
有自己的见解，她的剪唐诗作品里：梨花比白雪艳丽，清
冷的样子也赛过雪花，散发出的香气仿佛浸润入衣裳，
春风轻拂花瓣，为大家带来美不胜收的春日景象。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
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社团活动中，该校剪唐诗社团负责
老师俞美凤带领同学们诵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
花》，读书声声声入耳，句句清脆。“四月，正是平地上春归
芳菲落尽的时候，高山古寺之中的桃花竟才刚刚盛放，我
常常为春天的逝去，为其无处寻觅而伤感，此时重新遇到
春景后，喜出望外，猛然醒悟：没想到春天反倒在这深山寺

庙之中了。”一番解读过后，同学们脑中的“桃花盛开图”变得更加具象，
认真的脸庞，灵巧的小手，同学们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与白居易相
遇，为其剪刻下桃花盛放图。

“一剪之趣奇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
学校本课程《剪唐诗》，将剪纸与唐诗这两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
并以创新形式走入课堂，深受学生和家长们喜欢。“‘春日之旅’让孩子
们用心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用小小的手，为非遗添上一份新的生命
力，也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提升孩子们的艺术涵养。”家长吕女士
表示，每一次剪纸，都是一次与唐代诗人的对话，这样有趣的非遗活动，
让孩子们懂得了耐心、专注和坚持。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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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4日，漳浦县第五实验幼儿园中三班
的卢祎在家人的带领下前往天福石雕园园区赏
春踏青。

清风碧水，天福石雕园的杜鹃花漫山遍
野开放，竞相争艳。园区里有布袋木偶戏、茶
会品茗等活动，好不热闹。卢祎的妈妈黄小
容女士说，杜鹃花的花语代表爱的喜悦，趁着
大好春光带上老人孩子出游最合适不过，欣
赏美景的同时还能感受非遗，赏花品茗感受
花中景，景中花。“卢祎和弟弟一路忙个不停，
走着、唱着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我一边见缝
插针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两岸一家亲和唐山
过台湾的故事。”在孩子们的眼里，漫山遍野
的美景是春天送给人们最好的礼物。黄小容

和孩子们真想把春天的美好通通“打包回
家”，她和孩子们一起感受着一份童心未泯的
快乐和喜悦。

“我教两个小孩编织草戒指，然后在园区
里拍了许多好看的照片。”黄小容说，石雕园以

“唐山过台湾”为主题，讲述台湾人的祖辈从大
陆移居台湾，艰苦奋斗，创造辉煌，再回到大陆
来投资兴业，回馈桑梓的故事，体现海峡两岸
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春日
里带着孩子参观石雕园可以进一步了解两岸
的渊源，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感受春天的
气息。同时也增进了家人之间的感情，享受美
好的亲子时光。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编织草戒寻春景

3 月 25 日下午，龙海区程溪人
家小学少先队员为校园里的近 20
种花木果树挂上植物名片。同学们
上网查找了关于福建山樱花、紫花
风铃木、菠萝蜜等植物的习性和生
长特点等材料，制作成小卡片，为校
园里各种大大小小的植物挂上“身
份证”。

“乔木，高 3-8米，树皮灰褐色或

灰黑色。小枝灰白色或淡褐色，冬芽
卵圆形，无叶片卵状椭圆形或倒卵椭
圆形，上面深绿色，下面淡绿色。花
序伞房总状或近伞形,有花 3-4朵。”
六年级的许博涵同学给福建山樱花
植物挂上名片，他在名片上写上了山
樱花的详细资料。许博涵说，他通过
这次活动，认识了很多种植物，不仅
做好了自己负责的山樱花的植物名

片制作，还做了许多笔记；一年级的
许清珲同学说，她最喜欢校园里的黄
花风铃木和桃花，因为它们颜色非常
鲜艳，看起来非常漂亮。通过欣赏同
学们挂上去的卡片，她收获了许多知
识。同时十分期待丰收的季节，可以
品尝校园里各种水果的美味。

今年的植树节，该校师生在校园
里新种了一批树，在春天里，请同学

们给各种植物挂上名片，目的是让孩
子们了解更多植物信息，更好地爱护
植物。该校校长许海明表示，开展丰
富多彩的校本活动，注重学生的生活
体验和学习经验，关注每一个学生发
展的差异性，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与
众不同的主体，为学生多样化发展提
供更自由更广阔的空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为校园植物制“身份证”

生性清野的艾草是漳州人三四月的眷
恋。3月23日上午，市三实小四年（2）班王
昱泠的妈妈陈女士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
了。她先和孩子的外婆一起去伯母家的菜
园里剪来一大摞艾草；然后把新鲜的艾草
反复漂洗去除苦水，再入开水熬煮，捞起后
捶打成汁，再将艾草汁倒入糯米粉中反复
搅拌，再放入一点小麦淀粉，制作青团的面
皮就做好了。

王昱泠和王陈霈姐弟戴上一次性手套，
从圆桶里掰出一小块面皮，在手里反复揉
搓。“感觉这个面皮软得差不多了，就可以把
它压成薄薄的圆形，然后拿一个馅料往上
放。”王昱泠动作娴熟，她告诉记者，去年她
就和她的妈妈学过做青团，它还有另外一个

名字叫“艾草粿”，感觉最难的步骤是用外面
的青皮包圆里面的馅料，要先捏紧团圆，放
在左右手里不停地“团”，才不会“露馅”。

经过一番忙碌，一个个青团被做了出
来。王昱泠和弟弟王陈霈包了很多肉松馅
的青团，陈女士包的则是芋泥奶酪馅和芝
麻馅的青团。他们把青团一个个摆放进蒸
笼里，把时间调到10分钟，不一会儿，蒸笼
里盈满了水蒸气，一个个青团也悄然发生
着变化，颜色由原来的青绿变成了墨绿。

“哇，真好吃！”待青团蒸熟稍凉之际，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品尝开来，“外面的皮有
一股淡淡的艾草的味道，很美味！”大家品
尝着来自田野的“碧玉团”，赞不绝口。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团”满春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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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泠和弟弟王陈霈包了很多肉松馅的青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