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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

6 月 29 日，我来到了甘肃省
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位于兰州市
内，是一座值得一去的博物馆。
这里有好几件国家级文物。

走进博物馆，位于一楼的是
古生物展馆。这个展馆展出了许
多古代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多化
石都是在甘肃出土的。没想到现
在被群山峻岭环抱的甘肃在远古
时代却是汪洋一片，真是不可思
议啊！这个展馆有亚洲最大的蜥
脚类恐龙——马门溪龙，以及现
今世界保存最完整的黄河古象的
化石。除了这些著名的生物化
石，还有许多现在已经灭绝的古
动物、古植物的化石。

接着我参观了佛教艺术展。
这里展出了许多佛像、壁画和经
文。最有意思的是，这里有一条

仿麦积山石窟的走廊，走廊的两
边伫立着麦积山的佛像。佛教艺
术展的佛像大多数来源于麦积山
石窟，还有部分来自莫高窟和天
梯山石窟。

接下来我到的是彩陶馆。这
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文物是一件
彩陶人形罐。顾名思义，这件宝
物整体是人体造型，罐口是一个
人头，罐身是人的身体，罐子上的
花纹是衣服。这里还有一件文物
——莲花形玻璃托盏。它的盏由
七瓣莲花组成，托盘是八瓣莲花，
通体为半透明蓝色，像一朵开得
正旺的蓝莲花。它是迄今为止出
土最完整的元代玻璃托盏，国家
级文物。可惜我参观的时候它被
借到了国家博物馆，只能看电子
资料过过眼瘾了。

古丝绸之路馆我放在了最后

参观。这里人头攒动，都是为了
另一件国家级文物——马踏飞燕
而来。马踏飞燕又名铜奔马，是
东汉时期的青铜器，全身为绿色，
但却是不同的绿，有深有浅。马
头是歪着的，身子直立，前腿弯
曲，呈奔跑状，而它脚下的飞禽则
是支点。马踏飞燕的工艺精湛，
古代人的智慧真是了不起！

这次甘肃省博物馆之旅让我
了解了地质变迁对环境的改变有
巨大的影响，理解了“沧海桑田”
的意思。也透过各个时期的展品
看到了古代文化交流的盛况。

最后，我还带回来一只毛绒
“绿马”做纪念，留下我对甘肃省
博物馆的回味与畅想。
⋯⋯⋯⋯⋯⋯⋯⋯⋯⋯⋯⋯⋯⋯

指导老师：阙蕾
短 评 ：小 作 者 善 于 观 察 生

活，能敏锐地捕捉一个个美好的
细节，文章节奏明快，语言清新、
结构合理，是一篇不错的“暑假
小记”。

甘肃省博物馆的奇妙之旅
天府新区第四小学2019级6班 冷蕊棠

今天，我和姐姐来到了心心
念念的乡村避暑，无意间发现了
一个小水塘，水面波光粼粼，清澈
见底。小手轻轻探进水里，凉丝
丝的，那感觉就好像从炎炎夏日
回到了寒冷的冬天，享受极了！

突然，我看到水面上有个小
黑点在移动，定睛一看，哇！原来
是一条小鱼苗呀！我兴奋地叫出
了声：“哇，有小鱼！”姐姐闻声赶
来，兴奋地说：“别动，别让小鱼跑
了，我去拿空瓶子。”我俩都跃跃欲
试，想来一场激烈的抓鱼大战。小
鱼在水中撒欢似的游来游去，还用
乌黑的“大眼睛”盯着我，满脸写着
不屑，好像在说：“盯着我干嘛，我

又没惹你。”我有点生气，想直接粗
鲁地把它抓住，但姐姐在旁边悄悄
提醒，我不敢轻举妄动。这小鱼越
发大胆，在水里转了个圈，用力甩
动尾巴，好像在说：“你来呀，咦，你
抓不到我！”并且挑衅地一摇尾巴，
不等我们伸出手，就优雅地游走
了，真是气死人了。

又过了一会儿，姐姐突然悄
悄地凑近我，给了我一个噤声的手
势。我顺着她的余光扫过去，咦，
只见一只胖乎乎绿油油的小虾正
用一双湿漉漉的眼睛胆怯地看着
我们。我兴奋极了，悄悄跑过去死
死地盯住这个来之不易的猎物。
我俩全神贯注，都把眼睛瞪得溜

圆，屏住呼吸，好像都听见自己突
突的心跳声了。那虾好像还没意
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终于我看准
时机，并用手慢慢靠近，我一合手，
哇！抓住了。我们心中一片欢喜，
高兴地欢呼着，乐此不疲地继续下
一场抓鱼战斗！最后我们把亲爱
的鱼儿、虾儿们放入瓶中，准备带
回家，永远做我们的好朋友！

今天抓鱼大战匆匆结束了，
但我们仍然意犹未尽。我和姐姐
给小鱼、小虾换了水，成就感满
满！吃完饭，我们便依依不舍地
告 别 ，并 约 好 明 天 一 起 再 去 抓
鱼。今天可真开心！
⋯⋯⋯⋯⋯⋯⋯⋯⋯⋯⋯⋯⋯⋯

指导老师：唐玲玲
短评：观察细致，生动有趣。

充满童真童趣的抓鱼活动在小作
者的笔下鲜活起来，乡村生活气
息浓郁，富有儿童情趣。

抓鱼
龙江路小学五年级一班 梁潇云

今年暑假刚开始
时，苗地向同学们发出
了暑期征文征集令，欢
迎同学们记录下暑期发
生的故事、获得的感想，
向我们投稿。今天就是
来检查同学们“暑假作
业”的时候啦！

这个题目可以怎么
写呢？在展示同学们的
作品前，我们先提供给
大家写作这类主题的三
个思路：

一 是“ 暑 期 某 事
件 + 新 鲜 感 受 或 感
悟”。这个暑假，不管你
是宅在家还是外出旅
游，总能遇见一件让自
己觉得很新鲜，或者很
感触，甚至很生气的
事。把这些事情记录下
来，并写下自己对这件
事的感受或感悟，一定
很有意思。

二是“读\观\听后
感+联想”。暑期没怎
么出门也没关系，看过
一部电影电视剧、听过
一首歌曲、读过一本书，
你一定会有一些联系或
者一些感想，写下来！
每一篇记录都能让暑假
生活充实而有成就感。

三是“复盘总结+
展望”。肯定有同学会
说：“我就没觉得有啥新
鲜事，也没看什么剧啥
的，怎么写呀？”其实不
难，只要想动笔总会有
思路。可以把自己这个

“无聊”“无所事事”的暑
假进行复盘总结，思考
对新学期或者下一个暑
期的展望，也可以哟。

好了，思路已给同
学们提供了，来看看大
家都怎么写的吧！当
然，苗地投稿渠道一直
畅通，欢迎同学们继续
投来作品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赵子君

“畅想科幻·走进未来成都”
青少年科幻画优秀作品展示
由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苗地）、成都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成都市青少年科

技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畅想科幻·走进未来成都”青少年科幻画征集活动日前完成终审，正式收官。全

市共有23个区（市）县292所中小学校参加本次活动，共征集到蓉城青少年近3000件呈现未来生产、生活

情景，展现未来科学发展、城市建设的科幻画作品。即日起，我们将选择部分获奖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奇思妙想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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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别样精彩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为推进
劳动教育更接地气，学校统筹家长资
源，创设了劳动技能家长课堂，邀请
不同职业的家长进校进班，发挥自己
特长、讲解劳动知识、传授劳动技能，
共同传播勤勉敬业的劳动精神，以此
形成新形势下家校合力开展劳动教
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共同呵护孩子
健康成长。

授课内容先从烹饪美食开始。
学校编制了相关实施方案和授课流
程，并根据一至六年级学生的认知规
律，从易到难确定 12 道特色菜谱。家
长们积极报名参与到美食课教学中，
纷纷在课堂上拿出“绝活儿”大显身
手，从食材挑选、制作过程以及饮食
健康等不同方面进行理论讲解和实
践操作。孩子们在互动学习中不仅
掌握了简单厨艺，还明白了“光盘行
动”的意义和餐饮礼仪的要求，成长
为会生活、讲文明的“小能手”。目
前，劳动技能家长课堂的内容已经拓
展到收纳整理、缝纫织补、家电维修、
花艺制作等方面，家校协同把劳动教
育落到实处。

农耕润心 助力成长

前不久，华严小学在校外劳动实
践基地“晓耕圃”开展了一次集体农耕
活动。田埂上，全校师生认真聆听农
业辅导员的插秧讲解，随后有序领取
秧苗，卷起衣袖、脱去鞋袜、挽起裤管，
下田体验分苗插秧的艰辛与快乐。师
生们还观看了插秧机作业，感受科技
带来的便利。望着水田里一排排嫩绿
的秧苗，同学们更觉得自己有责任、有
义务学好本领，将来投身乡村振兴的
大舞台。

“圃”指没有围墙的菜地，也寓意着
劳动教育不仅仅在学校，还有广阔的田
园。孩子们在“晓耕圃”和老师一起体
验整地作畦、松土播种、施肥浇水、病虫
害防治、丰收采摘等劳动过程，在天地
之间感受劳动之美、领悟勤劳致富的农
耕文化。学校还整合社会资源，与周边
的乡村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开展农业生
产劳动体验活动。课堂的边界被打开，
学生在更广阔的“土壤”里扎根、发芽、
成长，学习能力、态度情感与劳动价值
观都在实践中得到锻造和升华。

教室变身“大厨房”，全班孩
子兴奋地跟着家长志愿者学习
烹饪蛋炒饭、宫保鸡丁、麻婆豆
腐、酸菜鱼⋯⋯青白江区华严小
学的劳动技能家长课堂之美食
课成为同学们的最爱，大家一边
吃一边欢呼“自己做出来的饭菜
就是香”。

华严小学

多彩劳动育阳光少年

巨人树幼儿园

“一体+二维”开发资源

近年来，巨幼以课题研究为依
托，积极探索传统节庆文化与劳动教
育相互融合的有效途径。通过“一
体+二维”“横向+纵向”“维度+要素”

“先支持+全投入”等形式，建构起以
传统节庆文化教育为载体的劳动教
育模式，让劳动教育更有中国温度、
文化深度和育人效度。

依托“传统节庆文化”这一载体，
巨幼挖掘园内与园外两个维度的劳
动教育资源，依据“联结生活经验、注
重操作体验、涵盖五大领域”的原则，
将园内场所、设施、劳动工具等进行
重 新 规 划 ，创 设 了 自 然 生 态 的“ 三
园”、挑战童趣的“一院+N 个区”等劳
动实践场。对于幼儿园外部的自然
生态、人文环境、本土文化等资源，巨
幼也进行了认真整合，利用四季时序
的轮回巧接节庆文化，在春种、夏长、
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中助推幼儿劳
动经验、劳动品质交互递进，增强幼
儿对节日和生活的理解，感受中国独
有的文化情怀和核心意蕴。

“横向+纵向”架构目标

依照“自我服务、为他人服务、为集
体服务”三条劳动教育主线，巨幼根据
幼儿年龄纵向架构劳动教育目标，借助
幼儿园作息时间横向创设全息式活动
场景，培养幼儿“为己——为他——为
社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素养。在巨
幼，经常看到小班孩子锻炼自己吃饭、
穿衣脱袜，中班孩子学习整理玩具、清
洗杯盘，大班孩子轮流做“小小值日
生”⋯⋯在友爱互助的氛围中学会服务
自我、服务他人、服务集体。

劳动教育包括“劳动态度与情感、
劳动知识与技能、劳动智慧与创造”三
个维度。巨幼把传统节庆文化筛选过
滤、元素整合、综合审议，形成“节庆故
事、节庆饮食、童谣谚语、艺术体验活
动、民俗体验活动、农耕活动”六大要
素，与劳动教育“三维度”深度融合，建
构起由劳动教育“骨架”支撑、传统节庆

“血肉”填充的新时代劳动教育内容。
巨人树幼儿园以节庆文化为劳动赋能，
流动其间的是生活与智慧的相互成全，
指向未来的是能力与品格的生动诠释。

节庆文化为劳动赋能

打结、编花、系扣，孩子们灵
巧的小手上下翻转，不一会功
夫，一条条漂亮的五彩绳完成
啦，好看又吉祥。成都市青白江
区巨人树幼儿园（以下简称“巨
幼”）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劳动感
受中华传统节庆的芳香绵长，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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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第一天。青白江的孩子们带回校园的不仅是元气满满的精气神，一份份项目化、探究型、创新型暑期劳动作业更是精
彩十足：厨艺比拼、木工制作、植物养护、文创设计、公益服务⋯⋯孩子们在暑期里体验劳动之乐，发现生活之美，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近年来，青白江区深入领会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以顶层设计为引领，以全学段课程改革为支
撑，以家校社协同育人为抓手，固本强基、守正创新，绘制新时代劳动教育推进路线图。区域各个学校在按质按量开好劳动课程的同时，不断
发挥劳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典型案例。

勇担时代使命 谱写崭新篇章
青白江建设教育强区生动实践4

人和学校

创建基地“柚”爱心中

早在 2016 年，学校就结合山
区的地理特点和寄宿制学生的生
活规律，在校园中心地带打造了四
亩花园，创建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柚香园”，开展以沙田柚、蜜柚为
主的种植养护活动，让全校师生通
过劳动创造温情，馨香自己、芬芳
他人。

学校按标准配齐配足劳动工
具和种植材料，孩子们以班级为单
位在“柚香园”获得一块“责任地”，
统一悬挂标志牌，在老师带领下开
展柚子树的栽培养护活动。从幼
苗管理、中耕培土、合理追肥到整形
修剪、采摘果实、分拣装筐⋯⋯师
生们不断收获柚树成长的惊喜，也
时常发现新的问题。当察觉化学
肥料会降低柚树的开花结果率时，
大家不断反复实验，终于成功将易
腐落叶培育成为有机肥。如今，“柚
香园”种满了 100 多棵柚子树和 30
多棵桂花树，成为学生们最爱去的
地方，这里装满了他们成长的趣事。

特色课程“柚”伴成长

依托“柚香园”，学校构建起具有山区
校园特色的“1354 柚伴成长”劳动教育课
程——“1”是指每年新进教师和新生班级
都要到“柚香园”栽种一颗小苗，认养一棵
柚树；“3”是指搭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劳动教育格局；“5”是指“柚伴成长”
的五大子课程（柚子栽培课程、柚子学科
融合课程、柚茶烹饪文化课程、“飞针走
线、柚皮有画”社团课程、柚子采摘文化节
课程）；“4”是指四维度劳动课程评价体
系。“柚伴成长”劳动校本课程将知识与实
践紧密结合，让学生在活动中发现知识、
生成经验、提高素养，感受生命旺盛成长
的力量，领悟劳动创造美好的含义，实现
了新课标下的跨学科融合发展。

学校还注重强化科研引领，针对劳
动教育开展多项课题研究。目前，课题

《校园柚子文化特色课程设计与实践研
究》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立足课程标准、
聚焦课堂教学、突出课题研究，以“柚伴
成长”劳动课程带动其他劳动活动的开
展，人和学校构筑起劳动教育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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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要多精彩“柚”多精彩

青白江区人和学校“柚香
园”里，师生们栽种的柚子树结
果了。沉甸甸的柚子化身为孩
子们课堂上的好伙伴：语文课上
写它的生长、数学课上算它的重
量、美术课上画它的模样⋯⋯柚
子特有的香气合着劳动丰收的
喜悦，溢满整个校园。

青白江区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成效显著——

体验劳动之乐 发现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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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烹饪课堂家长烹饪课堂

校园柚子丰收了校园柚子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