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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磊）截至 5 月
底，石泉县江南中学 2025 年春季学期
教师全员参与的“大家访”活动圆满结
束。本次活动旨在深化家校联系，凝聚
共育合力，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家访期间， 教师们深入包联学生
家庭，开展细致工作：向学生家长（监
护人）介绍普通高中“一免一助”教育
惠民政策的最新调整， 交流学生的在
校表现并了解学生家庭基本情况；介
绍学校办学理念、 孝义文化特色及班

级建设工作； 认真听取家长对学校管
理、教师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
倡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 注重倾听与
鼓励，弘扬勤俭节约、勤劳自律等传统
美德，助力良好亲子关系形成。

本学期， 全校 55 名教师共包联
243 名学生，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87 人，重点管护学生 56 人。 学校通
过定期家访、学业帮扶、谈心谈话等多
种形式，持续关心学生成长，提供支持
引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刘琦琪） 汉阴县漩涡初级中学少年宫
自 2018 年成立以来， 在航模设计、奇
石彩绘、根雕泥塑、机器人编程、版画
艺术、器乐演奏、剪纸工艺、舞蹈表演
等特色项目中绽放异彩。 通过寓教于
乐的教学模式， 带领青少年在实践中
挖掘潜能、涵养审美，为乡村青少年的
全面发展搭建起充满活力的成长平
台，生动践行了“减负提质、赋能成长”
的教育理念。

走进奇石彩绘社团， 仿佛踏入一
个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在辅导老师
的带领下，孩子们深入自然，拾捡平凡
石头， 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画笔起落
间，憨态可掬的小动物、绚丽多彩的花
朵、 充满奇幻色彩的童话场景跃然石
上， 每一块石头都成为孩子们想象力
与创造力的独特载体。

“每周的根雕泥塑社团都是我
最期待的！ ”九一班杨子萱同学兴奋
地说，“它不仅让我学会了细致观察和
深入思考， 更让我深深感受到传统
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在这里，孩子们
化身“小小匠人”。 面对形态各异的树

根，他们仔细观察纹理与形状，巧妙构
思，用刻刀精心雕琢。泥塑创作同样乐
趣无穷，揉、捏、搓、压之间，从灵动的
小动物到复杂的人物形象逐渐成形，
展现出孩子们丰富的创意与日渐精湛
的技艺。

作为少年宫的一大亮点， 机器人
社团内科技与创新的火花持续迸发。
孩子们变身“小小工程师”，在辅导老
师指引下学习基础编程， 探索机械奥
秘。从搭建机械结构到编写控制程序，
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每当机器人精准
执行指令、完成任务时，教室里总是爆
发出热烈的欢呼。 通过参与比赛和项
目实践， 孩子们的逻辑思维与动手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

凭借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扎实
的实践教学体系以及富有创意的课程
设计， 漩涡初中少年宫已连续多年在
省级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 该校负责
人表示：“目前学校少年宫每学期开设
20 余类特色社团，每周开展 4 次主题
活动，由 20 多名专职与兼职教师协同
指导，每年吸引 1000 余名学生踊跃参
与。 ”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小斌）5 月 27
日至 29 日，陕西省科普讲解大赛预赛
陕南赛道在商洛市圆满举办， 充分展
现了科普队伍的专业实力与进取精
神。

本次竞赛汇聚三地市 90 多位专
业选手展开激烈角逐， 我市参赛队伍
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 鲜活的案例阐
释和饱满的精神风貌， 获得评审组充
分肯定。 在我市推选的 32 名选手中，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婷、 市中医
医院医务人员曹娇、 市农科院研究工

作者张文慧 3 人分别荣获二等奖，高
新一小教师何艳荣获三等奖， 并成功
入围决赛。在组织工作方面，安康市科
技局与安康市中心医院因筹备周密、
协调有力，被授予“优秀组织单位”荣
誉称号。

安康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 持续加
大科普人才培养力度， 创新科普内容
与形式， 激发全社会参与科普的积极
性，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 “科技
强市”建设贡献力量。

让山区儿童获得优质教育，不仅关系到每个孩子
的未来，更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宁陕县一所
普通小学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焕发新活力，为推进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提供了鲜活样本。

6 月 5 日，走进宁陕小学，校园里洋溢着浓厚的
学习氛围。 而每周的社团活动时间，是孩子们最期待
的时刻。古筝室里，悠扬的琴声不绝于耳。学生们正在
练习经典曲目《青城山下白素贞》。 宁陕小学副校长邵
发东介绍：“我们学校原来是没有古筝，现在教室里的
17 台古筝均由金坛对口帮扶捐赠。 自从有了这些古

筝之后，孩子们能够系统地学习古筝知识，多次在学
校的社团展示活动中亮相。 ”通过古筝课程的学习，学
生们在提升了艺术素养的同时，更感受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三年级学生胡雯莉从一年级入学就加入古筝社
团学习。 初识古筝声，她便被优雅、婉转的旋律吸引，
“自从我来到这个学校， 每当我听见老师弹古筝的时
候，就感觉这个声音十分好听，我十分喜欢。 然后就让
妈妈给我报了这个社团，我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在老
师的耐心教导下，我现在会了很多曲目。 比如《青城山

下白素贞》《大鱼》都是我最喜欢的曲目。 ”
与古筝社团室相邻的 “乐拼未来 ”乐高室里 ，学

生们正分组搭建自己喜欢的模型。 江苏金坛捐赠的
乐高设备，为学校开展科创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过
去，学校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现在孩子们可以通过
动手实践，将创意转化为现实。 学校依托这些资源，
成立了数学思维训练社团。 社团以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为核心目标， 着重培养学生专注力与沉稳耐心的
学习品质。训练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通过动手实践
与脑力思考开展科学探究， 还需在零件拼接的实践
活动中，以细致严谨的态度反复尝试，逐步探索出正
确的拼接方式， 在实践中深化对数学思维的理解与
运用。

加入乐高社团近一年的学生刘珺瑶说：“拼、摆的
时候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所以到
了乐高社团以后，让我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小孩变成了
一个沉静、沉稳的女孩。 所以我非常喜欢拼乐高，乐高
赋予了我欢乐，还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

据了解，自江苏金坛与陕西宁陕建立对口帮扶关
系以来，始终把教育帮扶作为工作重点，倾力支持宁
陕教育事业发展。 宁陕小学充分发挥苏陕协作援建的
这些功能室的作用， 构建起基础课程+社团活动+实
践拓展的素质教育体系，开设了舞蹈、科技、阅读等涵
盖艺术、科技、传统文化多个领域的社团课程，惠及全
校 600 余名学生。

教育帮扶不仅是物质的支持， 更是理念的更新。
两地通过开展教师互访、线上教研等活动，实现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 金坛的教育专家先后到宁陕各学校支
教，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宁陕教师也通
过线上平台，参与金坛的教研活动，不断提升教学水
平。 这种全方位、深层次的协作，促进了宁陕的教育教
学质量显著提升。

从一套乐高、一架古筝，到一系列特色课程、一支
专业教师队伍、一种全新的教育生态，这些跨越千里
的帮扶，正为山区孩子打开全面发展的新窗口，让教
育公平的阳光照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本报讯（通讯员 雷应坤）在陕西
省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学生信息素养提
升实践活动省级决赛里， 白河县麻虎
镇中心小学的两支队伍再次启程远
征。 这是该校继全市比赛荣获一等奖
后， 又一次在省级舞台上展现乡村教
育的信息化成果。

特色课程奠定基础。“抛硬币的单
次结果可能是正面或反面， 概率各为
50%，但若连续抛掷多次，结果又会如
何？”这一生动的问题来自该校特色编
程课堂。 通过已获得认证的柯昌军老
师的引导， 学生们运用 Kitten 编程语
言探索数学概率的奥秘。 每周一次的
编程课程将计算机基础操作与图形化
编程相结合， 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提供了常态化平台。

赛事体系助推成长。该校依托安
康市第七届中小学机器人大赛， 接受
2 个机器人学生社团的报名， 并按照

“Enjoy AI 普及赛”的规则进行训练。
最终，4 名学生脱颖而出，组成了 2 支
参赛队伍。 这些来自山区的孩子们凭
借扎实的训练和出色的表现， 均荣获
一等奖。 这段经历为他们日后的学习
筑牢了根基， 让他们怀揣着以科技改
变命运的理想， 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
前行。

课程助推智育普及。成立图形化
编程社团， 利用课后延时服务开设课
程， 成功吸引了 3-6 年级学生参与。
在麻虎镇文旅推介活动中， 机器人舞
蹈表演更是引发了当地的 “机器人
热”。为深化教育，学校构建起“国家信
息课+常规编程课+AI 特色课”的三级
课程体系，覆盖全校 586 名在校学生。
同时，在市县支持下，学校积极推进数
字化建设，创建了 AI 探索教室，并开
发了项目式学习课程， 为学生提供更
丰富的实践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朱倩）近日，紫阳
县红椿镇九年制学校师生走进焕古
镇，开展“沉浸非遗社火 对话百年会
馆”主题研学活动，在传统民俗与古建
筑中感受文化魅力。

清晨的焕古镇广场上， 铜锣声破
空而来，非遗社火体验正式拉开帷幕。
三十余名学生分组参与背社火、 划旱
船、舞雄狮等项目，沉浸式感受传统民
俗的魅力。

“我扮演的是社火中的烟斗媒婆
角色，特别有趣！ ”六年级学生唐艺豪
兴奋地分享道。 社火师傅一边示范甩
袖技巧， 一边叮嘱：“衣袂要像被风吹
起来一样。 ”只见他潇洒转身，引得现

场掌声不断。
午后，研学队伍来到北五省会馆。

清代砖雕前， 讲解员手持拓片耐心讲
解：“这组葡萄缠枝纹， 寓意商路绵延
不息。 ”学生们纷纷俯身，仔细观察砖
缝间的细节；有的还拿出放大镜，研究
壁画褪色处的矿物颜料痕迹。 研讨环
节，大家对照建筑纹样，深入分析地域
文化交融的印记。 四年级三班的学生
谢亦辰指着船型梁托感叹：“原来汉江
码头的商船，早被刻进了木头里。 ”

“当孩子们能说出‘砖雕蝙蝠翅膀
弧度蕴含不同吉祥寓意’时，传统文化
就不再是课本上的铅字了。”该校负责
人感慨道。

“我平时吃在学校、住在学校，有老师的关爱和同
学们的陪护，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孤单，反而感到非常
开心。 ”这是岚皋县滔河九年制学校困境儿童小俭（化
名）说出的心里话。

小俭是滔河镇双向村人，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孩
子。 早在他 8 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去世，因家庭变故，他
只能跟随改嫁的奶奶来到本镇漆扒村一起生活 。
依靠奶奶喂猪微薄的收入，供他到滔河九年制学校寄
宿上学。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小俭又不幸患上了骨癌。 滔
河九年制学校发动全校师生捐款 2 万余元，后又通过

他奶奶卖猪及水滴筹、民政救助等形式，共筹得了 16
万元，使他及时在西安西京医院进行了手术，康复后
重新回到了学校读书。

对于小俭的特殊情况，学校的老师同学都特别关
照他，使他感受到了阳光般的温暖，每天生活得开开
心心。 学校组织各种特色兴趣班，他积极报名参加，培
养出多样兴趣爱好，成为校园里一名阳光自信，爱劳
动、讲卫生、懂礼貌的好学生。

滔河九年制学校是一所边远的山区学校，现有学
生 212 名，其中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就有 35 名。 去年
以来，围绕全县“三类儿童·灿烂童年”关爱行动意见，

学校建立了关爱档案，制定出具体的帮扶方案，成立
了关爱领导小组，明确专人负责各项工作。 从心理疏
导、学习引导、精神慰藉、情感沟通、励志教育等多个
方面给予关怀，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同时，滔河九年制学校还加强与镇党委、镇政府
的紧密联系 ，按照留守儿童 “3+1”、困境儿童 “5+1”
的帮扶工作机制，为他们“量身定制”了结对帮扶责
任人 、爱心妈妈 、辅导教师 、政法干警 ，确保他们生
活有人照料、精神有人关爱、心灵有人抚慰、困难有
人帮助、权益有人维护，把各项关爱帮扶工作落到了
实处。

跨 越 千 里 的 帮 扶
通讯员 王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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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中学千余学子乐享特色社团

麻虎中心小学教育信息化结硕果

红椿九年制学校
户外研学“活”学传统文化

我市在陕西省科普讲解大赛
陕南赛道斩获佳绩

石泉江南中学“大家访”
搭建家校“连心桥”

“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孤单”
通讯员 张毕顺 张天兵

本报讯 （通讯员 年静）5 月 28 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西关小学拉开帷幕，这
标志着汉滨区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
动的正式启动。

在活动现场，58 块展示汉滨区非遗项目的图
文展板整齐排列，孩子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同时交
流着自己的感受。来自汉滨区 8 名非遗传承人为孩
子们展示了剪纸、面塑、皮影、书画、漆扇、铝编、针

织、缠花在内的各种技艺，并与孩子们进行了热情
互动。 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孩子们高兴地体验
了剪纸、面塑、铝编等传统技艺。 那些精美的剪纸，
五彩的面花， 生动的皮影……都让孩子们沉浸其
中，乐此不疲。 “今天的非遗展示和体验活动让我对
‘非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西关小
学四年级二班的王依依同学这样说道。

据悉，今年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定于 6 月
14 日举行，活动主题定为“融入现代生活———非遗
正青春”。汉滨区文化馆将举办一系列非遗展览、表
演和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保护和传
承的浓厚氛围。 “让‘非遗’走进校园，融入现代生
活。同时，注重青年传承人的培育，展现‘非遗’传承
实践活力，传播‘非遗’的时代价值。 ”汉滨区文化馆
非遗部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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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遗传承人为孩子们展示皮影。 ② 孩子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铝编”技艺。
③ 非遗传承人为孩子们介绍制作“花馍”所需食材。 ④ 孩子们通过动手操作剪纸，体验传统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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