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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利县第三幼儿园的小班教
室里 ，一个由孩子们用树枝 、松果和
废旧纸盒搭建的 “迷你社区 ”正在悄
然 “生长”。 这个看似寻常的环境布
置，实则是该园以生活化课程理念打
造的环境创设“隐性课堂”。

“再见 ，幼儿园 ”主题墙上 ，贴满
了孩子们用稚嫩笔触绘制的图画和
文字记录 。 有的画着和好朋友的合
影，有的画出 “毕业前想和老师再玩
一次滑梯 ”等心愿 ，还有的用黏土捏
出了心目中小学的样子。 这是该园六
月份课程的重要载体，通过环境引发
幼儿对成长话题的思考。

“我们反对把环境当作静态装
饰，而是要让每一面墙 、每一个角落
都会说话 ， 成为幼儿探索世界的窗
口。 ”园长吴云兰介绍 ，幼儿园采用
“儿童问题导向、核心经验落地、班本
特色生长 、生活能力赋能 ”的递进式
设计， 将课程目标转化为可触摸、可
操作的环境元素。

在语言区，能看到用矮书架隔出

的半封闭空间里，墙面挂着可更换的
“故事主题布景”， 几个孩子正用手偶
演绎自编的故事。 教师石晓雪说：“我
们撤掉了传统的固定书架，换成可以
灵活组合的矮柜，孩子们能根据当天
活动需要自主调整空间布局。 ”

在美工区，大班幼儿正在用草绳、
布条进行编织创作。 这是课程《“编”
化无穷》的延伸活动，所有材料都来自
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包装绳、旧毛线、
树枝等 。 教师王媛媛说 ：“我们坚持
‘低成本、高参与’的原则，90%的操作
材料都来自自然收集或废旧物品改
造。 ”

这种理念在科学区体现得尤为明
显。 在开展《大玩家》主题时，教师们
投放了手电筒、纸杯、食用油等家常物
品，孩子们通过自主探索发现了光影
变化的奥秘。 “材料越简单，孩子们的
创意越丰富。 ”科学区指导教师明小
平说，“有一次，一个孩子用放大镜和
树叶的组合，‘发明’了观察叶脉的方
法。 ”

在该幼儿园，教室里的各个区域
都留有明显的“儿童痕迹”。 建构区的
墙面上贴着孩子们自己绘制的搭建计
划图；生活区的“值日生分工图”是用
幼儿理解的符号记录的；就连班级公
约也是通过幼儿讨论后，用图文并茂
的方式呈现。

“环境创设不是教师的独角戏。 ”
吴云兰说，“小班开学初，我们会保留
30%的空白区域，随着课程推进，逐步
填充幼儿的作品和记录。 ”她指着墙
面上一处由彩色胶带标记的区域解
释，这里原本是教师设计的主题墙，现
在变成了孩子们的“问题口袋”，他们
可以把想知道的问题投进去，老师们
再把问题转化成课程内容。

在储物区，每个格子都贴着幼儿
自选的标识 ：有的用照片 ，有的画图
案，还有的贴着最喜欢的贴纸。 “从选
择标识到整理物品，都是孩子自己做
主。 ”生活教师丁月说，“我们的用心
不仅体现在精心的设计上，更在于敢
于放手的勇气，这些细节都在培养孩

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在“情绪角”，一
面贴满表情符号的镜子格外醒目。 孩
子们可以在这里观察自己的情绪变
化，教师则会通过绘本、游戏等方式引
导他们学会情绪管理。

户外部落自主游戏区， 中班幼儿
正在用木板、轮胎等材料搭建“冒险乐
园”。 教师只提供基础材料，由孩子们
自主设计、合作完成。户外活动指导教
师吴小慧说：“有一次下小雨， 孩子们
想到用树叶铺在独木桥上防滑， 这种
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我们期待的。 ”

离园时， 笔者在走廊上看到一幅
由幼儿集体创作的“成长树”，每一片
叶子都记录着一个成长故事。 正如吴
云兰所说：“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漂亮的
环境， 而是能伴随孩子一起成长的教
育空间。 好环境会说话， 好课程促成
长！当孩子们多年后回首，仍能记得在
这个环境中的探索与发现， 这就是环
境育人的真正价值。 ”

本报讯（通讯员 王庭德 张俊松）
7 月 8 日，旬阳市金寨初中教师马静
带着家人， 从百里之外的金寨镇专程
赶赴安康市图书馆， 开启了全家的暑
期书香生活。

“虽然家在乡镇，但我们早就办理
了市图书馆的读者证。这里藏书丰富，
每次来都能找到全家人需要的书。 ”
马静一边整理借阅的书籍， 一边向工
作人员道谢。这个暑假，她特意带着两
个孩子提前规划借阅清单， 把图书馆
之旅列为暑期 “必修课”。在安康市图
书馆，像马静这样的“跨区读者”并不
少见， 他们的身影印证着公共图书馆
服务的辐射力与吸引力。

作为城市重要的文化地标， 安康
市图书馆始终以优质服务搭建全民阅
读平台。 2025 年上半年数据显示，该

馆累计接待读者 30 万人次，图书借阅
量达 6 万册次。此外，图书馆精心打造
多元化文化矩阵：“安康讲书人大赛”
以声传情， 让书籍走进生活；“暑期公
益课堂” 邀请专业教师开设 8 大 类
趣味课程 ，吸引少年儿童沉浸式阅
读 ；“四季童读 ”分级书单精准匹配
不同年龄段需求 ，成为家庭阅读的
“导航图”。 这些活动的开展， 形成了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的文化服
务格局。

马静一家的书香之旅折射出全民
阅读的蓬勃活力。 它不仅展现了普通
家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追求，更
彰显了公共图书馆在打破地域壁垒、
均衡文化资源、 涵养城市气质中的核
心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金娥 谢盛玲 ） 7 月
10 日晚，一场以 “村光大道 快乐陕耀———奋
进新时代 展现新风采” 为主题的教共体专场
文艺展演，在宁陕县滨河公园精彩上演。 2100
余名群众和游客欢聚于此，共赴这场彰显教育
活力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的夏日盛宴。

19 时 30 分，欢快的开场舞 《山里娃娃上
村晚》点燃了现场气氛。来自全县 33 所城乡学
校的师生们齐聚舞台，以艺术为媒，生动诠释
了“把课堂搬进秦岭，让文化融入成长”的育人
理念， 共同奏响宁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强
音。

在情景剧《农耕时代》里，师生们用锄头、
簸箕作道具， 一招一式复刻田间劳作场景，唤
醒观众对乡土的集体记忆；幼儿园的孩子们围
着漆艺工作台，现场进行漆器制作，身后《唐宫
奇遇、扇舞丹青》的水袖与漆器交相辉映，千年
非遗与盛唐风华在舞台上完成一场跨越时空
的对话。

随后篮球操 《中国威武》、 街舞 《舞动飞
扬》、体操表演《时光里的广播操》、舞蹈《童梦》
《课间欢乐多》、群口快板《宁陕教体绽荣光》等
节目轮番上演，不仅展现了全县师生的精彩才
艺， 更是宁陕县深化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推
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的一次生动展示。

“从构思到打磨， 师生同心投入的这段经
历弥足珍贵。 ”江口小学校长谢力在参演后感
慨，“它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沉下心钻研，再难
的事也能做好。 这份执着与认真，也将融入日
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 ”

活动巧妙穿插的研学推介环节《丈量秦岭
之心：宁陕研学全域实鉴》，向观众揭示了宁陕
更深层次的美。蓬勃发展的研学游，已成为“绿
都宁陕”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群舞《灯火里的中国》旋律漫过山谷，荧光
棒星光闪烁，与秦岭的轮廓融成一片；当《我和
我的祖国》大合唱响起时，宁陕县教共体专场
表演缓缓落下帷幕。

此次村光大道教共体专场的圆满落幕，是
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成果的生动展现，宁陕教育
的未来，正在课堂与山水的对话中拔节生长！

好环境成为会“说话”的课堂
通讯员 罗梦瑶 李梦羽

安康市图书馆
持续提升文化服务辐射力

宁陕教共体专场展演添彩“村光大道”

活动现场 杨稳 摄

舞蹈表演《唐宫奇遇、扇舞丹青》 谢盛玲 摄研学推介《丈量秦岭之心：宁陕研学全域实鉴》 胡晓雪 摄

幼儿们集体绘制彩画

大班孩子展示厨艺

户外部落自主游戏区

中班幼儿用木板、轮胎等材料搭建“冒险乐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磊 ）7 月 10
日， 石泉县江南中学开展了本学期线
上休业式与暑期安全教育活动。 该活
动通过学业指导、 安全警示和政策解
读，指导学生科学安排假期生活，同时
敦促家长履行安全监护责任， 确保学
生度过一个安全、充实且愉快的假期。

本次休业式分为学业指导、 安全
提醒和政策宣传三大模块。活动中，学
校向全体师生及家长汇报了本学期的
办学成果和学生发展状况，依据“劳逸
结合、张弛有度”的原则，提供暑期学
习建议，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多读书、勤

锻炼、参与社会实践，提升综合素质。
同时，活动强调了校外安全事项，包括
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电信
诈骗、防汛防滑、防暑降温及心理调适
等，并重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还详细
解读了普通高中“一免一助”教育惠民
政策。

考虑到高温天气和出行风险，本
次活动采用线上直播形式， 主会场设
于学校录播教室， 高一和高二年级共
400 余名家长及学生通过各自班级钉
钉群在线收看。

石泉江南中学线上休业式
为暑期安全成长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 苏凌云 杨宝杰）汉
阴县中医医院微信服务号 “汉阴中医
智慧医院”近日完成更新升级，推出分
时段挂号、 体检预约及报告查询等便
民功能。

新上线的分时段挂号功能打破传
统排队模式， 患者通过微信服务号可
精准选择就诊时段， 系统自动匹配医
生排班信息，实现“分分钟”预约。升级
后的平台新增“体检预约”模块，用户
可根据需求在线选择套餐、预约时间，
体检完成后电子报告即时推送， 免去
往返医院取报告的奔波。 针对老年群
体，服务号优化界面布局，功能图标放

大、分类更清晰，操作流程人文化精简
化。 医院还在门诊大厅增设志愿者导
医服务， 手把手指导老年人使用线上
功能，让智慧医疗惠及全龄段患者。此
次升级同步开通电子票据功能， 患者
缴费后可通过服务号直接下载发票，
减少纸质单据的使用与遗失风险，推
动绿色医院建设。

据介绍，医院还计划增加云影像、
智能问诊等智能模块， 融合特色中医
诊疗服务，打造“线上+线下 ”一体化
智慧医疗生态， 让智慧医疗服务更加
高效便捷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汉阴县中医医院智慧医疗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