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10日 星期五

校园内外6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晓云 冯思佳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jyb@163.com

M暖心故事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乙烯的性质。”5月
6日下午，漳州五中莫亚楠老师在《石油炼制 乙烯》
第一课时开始时，以一则新闻开启高一年（7）班的
一场别样的化学课学习之旅。“近日，中国福建漳州
的古雷石化基地，总投资约 448亿元人民币的中沙
古雷乙烯项目主体工程全面动工。”莫亚楠老师由
新闻引入，请同学们思考“国家为什么投入巨资生
产乙烯？”和“乙烯有哪些用途？”两个问题。

在初识乙烯教学环节，莫老师利用图文结合的
方式，生动地讲解了乙烯的用途与物理性质；在再
识乙烯教学环节，莫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分子的组成
与结构：首先通过设计有趣的动手环节，请同学类
比乙烯的结构（如图），尝试搭建乙烯分子的球棍模
型，接着通过类比乙烷的性质，预测出乙烯的化学
性质；在深识乙烯环节中，通过实践探究活动，将乙
烯气体分别通入酸性KMnO4溶液和溴的四氯化碳
溶液中，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

“哇，溶液真的褪色了，真神奇！”同学们在课
程中，认真观看实验，纷纷发出啧啧称赞。针对以
上实验现象，首先莫老师请同学们继续探究乙烯
与酸性 KMnO4 溶液的反应机理。并讲述实践中
人们如何利用乙烯的这一化学性质进行水果销
售，以获取更高经济效益。接着莫老师设计了“结
合搭建的球棍模型推测反应类型”“设计实验方案
验证反应机理”和“类比推理书写反应方程式”三
个环节，引导学生探究乙烯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
褪色的机理。

课后，莫亚楠老师接受采访时说，化学是一门
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近几年化学的高考中十分凸
显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如实验试剂的选取、方案
的设计以及实验结果真伪的验证等。为培养学生
的实验探究能力，本节精品课的设计囊括以上几个
环节，以探究的方式学习乙烯的性质与用途，既能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发展学生科学探究思维。

谈及本节精品课的亮点，听课老师认为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将真实的生活情景融入课堂。结
合漳州总投资 420.7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如
此庞大的数字引发学生思考“乙烯是什么？为什么
要斥巨资生产乙烯？”以此情景贯穿本节课，让学生
感受到化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进一步提升学
生对化学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水平；二是对于乙
烯性质探究实验的创新，对于课本实验的结果，学
生存在理解的盲区，结合学生的困惑点，进行实验
改进与创新，引导学生在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
操作的过程中，建立“预测-方案-验证-结论”的一
般科学探究思路模型，突破对反应机理的理解盲
区，实现知识的深度学习。

漳州五中高二（7）班刘清鹏同学认为，这节课
老师通过类比乙烷推测乙烯的结构与性质，利用
球棍模型能够很直观地理解乙烯的结构，特别是
在实验探究环节，经历小组方案设计、实验操作、
反思评价等环节，体会到实验过程中还需考虑绿
色环保的实验装置，整节课的参与度都很高，不

仅能够培养合作探究能力，还能够培养科学探究
精神。

“基础教育精品课”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一项活动，作为一名
新教师，莫亚楠老师本着提高自身素质、锻炼自我
能力的原则参加了精品课的录制。在她看来，“精
品课”和其他公开课的打磨一样，是一个折磨与痛
苦的过程，更是一种化茧成蝶的过程。“从选定课
题、设计教学思路、制定学生任务单、制作课件、讲
课录制、视频编辑到上传全部资料，前后经历近半
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众多的忙碌，有
教学设计了半天又被自己推翻的茫然，也有学习的
惊喜，更有被同伴帮助的感动和对自身不足的认
识，总之没有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一堂精品课是
不会成形的。”莫亚楠告诉记者，为了制作好精美的
课件，她去向前辈老师咨询，一字一字地斟酌修改；
为了准备好比赛，她去知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
料；为了提炼化学教学的新思想，她观看了历届精
品课大赛的优秀成果、优质课视频。“高中化学与绿
色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具备高度的相似性和可融合
性。化学知识是绿色经济、绿色制造和绿色技术的
主要基础，化学的研究和实践也是推动绿色发展的
重要手段和途径。通过本次精品课，我深刻地体会
了‘学习+经历+反思=成长’的意义，在今后的教学
中，我会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生态环保意识和绿色可
持续发展观念。”莫亚楠老师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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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亚楠，漳州五
中 高 中 化 学 教 师 。
曾在 2023 年度福建
省中小学实验说课
活动中获省二等奖；
在 2023 年漳州市中
小学（幼儿园）新任
教师教学大赛中获
一等奖；执教的《石
油 炼 制 乙 烯 》获
2023 年度“基础教育
精品课”部级优课。

教师名片

“叮铃铃——”上课啦！日前，闽南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一年级教室，来了一群“小客人”。他们是龙
文区碧湖中心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他们走进教
室，和哥哥姐姐一起上课，模仿哥哥姐姐，端正坐
姿，认真听讲，举手发言。

开启小学初体验，关于小学的一切，孩子们都
很好奇：“小学生的书包很重，桌椅是塑料的，黑板
可以推开。”他们也成为“问题大王”，化身“小记
者”，向哥哥姐姐们不停发问：“小学有什么好玩
的？怎么样才能得到红领巾？”……

有入校前新奇探园，也有入校后游戏拓展。在
漳州市实验小学松柏分校，开辟有一片儿童拓展区，
设有滑滑梯、平衡木、儿童攀岩等设备。“幼儿园和小
学的环境差异较大，我们学校设立了儿童拓展区。
当一年级新生入校，为了让孩子们适应学校的上课
氛围，我们会通过创设游戏化教学方式和活动，促进
新同学适应小学模式。在这个区域，孩子们可以尽
情玩耍，让孩子逐步适应小学校园环境。”漳州市实
验小学松柏分校教师杨雪娜说，儿童拓展区是学校
实施素质教育，推动幼小衔接的创新教育方式之一，

“儿童拓展区可以让学生在自立、自由的探索活动中
学习成长，培养学生积极主动、活泼开朗的个性。”

园、校深度共研，推进幼小衔接创新探索。此
前，龙师附小和漳州市机关幼儿园签订协议，建立
了共建关系，校、园之间互动密切。每年上半年，漳
州市机关幼儿园的大班小朋友都会到龙师附小参
观校园。龙师附小副校长王琼说：“我们也会给校、
园之间的小朋友更多交流机会，通过组织户外活
动，让一年级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团结协
作，完成挑战活动。”

园、校深度共研，开展联合教研活动。王琼副
校长说，龙师附小的科学老师会到幼儿园给小朋友
上实验课，一年级的班主任还会给幼儿园的家长开
家长会，教家长如何让小朋友幼小衔接平稳过渡。
通过多年实践探索，已形成不少好经验、好做法。

怎么怎么““接接””？？

共上一堂课

走走！！““趣趣””当小学生当小学生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幼小衔接

是幼儿园和小学两个教育阶段平稳过
渡的过程。为了满足孩子对小学生活
的探知愿望，近日，我市不少学校相继
开展了幼小衔接活动。

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以“幼小双
向科学衔接”为抓手，进一步深化“双
向衔接、协同共育”的全环境育人工作
思路，把促进儿童可持续发展作为“幼
小双向科学衔接”的目标追求，持续深
入进行探索实践。

“家校共育”，关键在“共”。学校和家庭互相
配合，激发大班幼儿的自主性，让“要我准备”变成

“我要准备”。
“家长应该观察和了解孩子的兴趣、性格和需

求，与教师保持沟通，共同制定适合孩子的教育计
划。”杨雪娜老师认为，家长要积极参与孩子的学
习和活动，如家庭作业辅导、学校活动等，增进亲
子关系。用积极的态度鼓励孩子，避免过度压力，
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同时，在家中也要坚持培养
孩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给予孩子情感上的
支持，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感。

在漳州城市职业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辅导员
叶一宁老师看来，幼小衔接阶段，孩子的身心准备
尤为重要。“幼儿园到小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
段，需要儿童身心调整来适应。要引导幼儿对小
学生活产生向往，积极主动适应班集体生活，注重
培养较好的情绪自控能力，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等。生活中，养成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生活
自理能力、安全防护能力等。在交往方面，引导孩
子交往合作、诚实守规、有任务意识。在学习方
面，要培养孩子注意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供图

““接接””什么什么？？

身心调整

5 月 7 日晚上八时许，经过
一番努力，长泰区实验小学四年
（5）班林柏涛同学的创意乐高电
子花终于新鲜出炉了。这是他
为妈妈准备的一份特殊的母亲
节礼物，配上背景音乐，乐高电
子花能上下伸缩，灵活转动，像
一只调皮的小动物，很是讨人喜
欢。

“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零花
钱，才买了乐高和电子零件。”
林柏涛告诉记者，拼装乐高是
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首先要
画草图，进行设计，做到心中有
数；然后根据图纸插上电子零
件，接着下载程序、编程、试验，
再装上真花，经过反复调试才
能收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柏涛的想法很有趣，很独
特。”班主任连跃华老师说，自

制礼物献礼母亲节，可以看出
柏涛为了准备母亲节礼物是认
真下了一番工夫的。想表达对
母亲的感恩之心，可以是通过
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提炼来完成
一幅画，也可以是根据所学知
识进行各种创意设计。相对于
送鲜花、贺卡礼物等传统做法，
这个做法比较有新意和诚意，
把传统的乐高玩具与现代电子
零件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充满
活力。“亲手制作的过程，既启
发孩子去思考和探索，又锻炼
孩子的动手能力。动手自制礼
物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那么容
易成功，但孩子愿意动手动脑，
敢于试错，不怕挫折，精心制作
礼物表达对母亲绵绵爱意，值得
点赞。”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母亲节
为妈妈花心思

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时，林冬
玉年近四十了，在家人们的鼓励
下，她勇敢地生下二宝。转眼
间，她家的二宝也上了幼儿园，
也报了几个兴趣班：书法、绘画、
声乐、舞蹈。“按我的本意，其实
是不赞成孩子上这么多的兴趣
班。无奈孩子自己喜欢，看到小
伙伴去了，自己吵着也要上。”林
冬玉说，总想着孩子的艺术细胞
应该不多，学一段后就会自动放
弃。没想到小朋友倒也坚持，而
且还蛮有兴趣，学得有滋有味。

林冬玉介绍，她家的大宝去
年参加高考，顺利地被一所重点
大学录取，学的也是家长所喜爱
的专业。大宝求学的整个过程，
作为父母，他们只是不断地鼓鼓
劲，加加油，一切由她自己决
定。“亲朋好友都戏称，你这个大
宝是省心省力又省钱。大宝上
大学，二宝也开始上小学。”林冬
玉说自己秉持顺其自然的心态，
心想着大宝的学习生涯“不费
妈”，二宝应该也差不多。没想
到，现实给她当头一棒。学校的
功课对于其他孩子来说也许不
难，但对于她家二宝来说，显得
难度太大，完全没有办法像大宝
一样游刃有余。

所幸二宝心态好，每天总是
期待早点上学，总是期待着学校

的各科课程。即使是学起来比
较吃力的语文、数学课，也兴致
勃勃，从不哭闹。对于二宝那不
上不下的成绩，林冬玉心里着
急、焦虑，但转念一想，孩子高高
兴兴上学，慢慢地释怀了。“我们
都是普通人，我们的孩子大概率
也是普通人，没什么可遗憾，没
什么可痛惜。”林冬玉说，作为父
母，要坦然地接受孩子的普通，
不要一味地和别人家的孩子
比。即使是自己家的孩子，也不
能用大宝的表现来衡量二宝。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
特质，就像每朵花都有属于自己
的花期一样，作为家长要发现和
尊重孩子的特质，让花草自由生
长，不要拔苗助长。“只要孩子健
康快乐成长，不就是我们为人父
母所期望的吗？”林冬玉想明白
了这些道理，就开始有意识地鼓
励二宝，帮她树立学习的信心，
引导她做最好的自己。

林冬玉说，在人生的两个不
同阶段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成长
的不仅是孩子，家长也在其中。
接纳孩子的普通，发现和尊重孩
子，引导孩子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身心健康、快乐地成长，是她
陪伴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最大
的收获。

⊙本报记者 苏水梅

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本报讯（记者 黄舒哲 文 通
讯员 江亚 图）“在准备录节目的
时候，我重温了一些资料，发现老
祖宗流传下来的闽南方言谚语，集
聚了一个族群的生活经验智慧，它
们虽然句子简短，却常常能反映出
一些人生道理。更主要的是，很多
谚语同时在海峡两岸广为流传，印
证了史料所载台湾‘俗同内地’的
说法。”5月 6日，闽南师范大学闽
南文化研究院教授施沛琳接受采
访时说，闽南节气谚语反映出包括
两岸同胞在内的闽南族群的民族
精神与文化特色，是海峡两岸一家
亲的有力侧证。

今年来，闽南师大推出的视频
栏目《最闽南之节气谚语》深受广
大师生欢迎。通过短短数分钟的
视频，不仅能了解传统节气的相关
知识、欣赏闽南非遗漳浦剪纸作品
和芗剧曲调，还能在嘉宾的带领下
学说闽南节气谚语。此前，作为首
邀嘉宾的张嘉星教授已主讲了春
季六个节气的谚语。闽南师大图
书馆馆长陈添源表示，学校充分发

挥对台地域优势,积极推进闽南文
化与两岸交流研究。“闽南节气谚
语泽被两岸，理应邀请学校里的台
湾老师加盟进来。”于是，从第七期
开始，特别邀请在漳州从教生活了
十余年的闽南师大台湾教师施沛
琳“出镜”，由她主讲夏季六个节气
的闽南谚语。

施沛琳是在台湾出生和长大
的，对台湾当地流传的谚语比较了
解，她在讲解的时候，除了突出闽
南节气谚语在两岸流传中的一致
性外，也会关注到在流传过程中出
现的一些发展变化，比如在字词、
读音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一些台湾
地区所特有的节气谚语等等。同
时，她时常也会在讲解中穿插一些
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最闽南之节气谚语》接
下来还将邀请闽南师范大学台湾老
师李姿莹加盟。陈添源表示，通过邀
请台湾老师释读闽南节气谚语，既能
生动展现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
同胞情缘，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习俗相通 文化相承
台湾教师加盟《最闽南之节气谚语》

施沛琳老师正在录制节目

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和一年级学生共同上课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和一年级学生共同上课

大班小朋友化身“小记者”采访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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