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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科 普

札记教 育

学生在进行“礼乐弦歌”课程教学成果展示。章贡区第二小学被人民音乐出版社等

单位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示范校”，依托赣南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

地方特色的校园美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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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于

1887年首次发现光电效应，爱因斯坦在

1905年解释了这一现象。1954年，美国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研制出首个实用的

太阳能电池，可将6％的入射太阳能转换

为电能。随着研发不断取得进展，光伏

装置的转换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正是利用半导

体材料的光电效应，直接将太阳能转换

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简称“光

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主要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分布式屋顶光伏，如工商企

业厂房、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近年

来，一些建筑物表面也使用了光伏板组

件。另一种是集中式地面光伏，一般称为

光伏发电站。此外，光伏还可应用于多种

多样的场景，如农业、渔业、景观建设，以

及游牧家庭、孤岛居民、航海灯塔供电等。

作为“向阳而生”的光伏发电，它运

行可靠、无噪声污染、寿命长、维护费用

低，特别是在海拔高、日照强的地区，更

能增加系统的输出功率。而一些对空间

高效集约利用的复合模式和跨界模式，

有助于新能源开发项目获得建设所需的

土地资源，又使光伏建设项目在发电的

同时能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需求不断增

加，光伏产业正在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全球

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10余年，

中国光伏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完

整的产业链，并在各环节上保持全球领先。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实现

新突破，截至今年 6月底已达 13.22亿千

瓦，约占总装机 48.8%，历史性地超过煤

电，其中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7
亿千瓦。 （来源：科普时报）

“向阳而生”的光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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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贡区第二小学在第四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集体展示活动中展演曲目《琴声悠悠唱采茶》，生动展示赣南客家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也是幼儿今

后学习和教育的奠基阶段，其中家园配合是教育中的

关键部分。然而，部分幼儿家长认识不到家园共育的

重要性，认为小学阶段才是教育的开始，在此之前打

好相应基础，尽可能地让幼儿学习文化知识和学习技

巧，在无形之中增大了幼儿的学习压力。同时，部分

家长只重视孩子的智力发展和身体机能发展，忽视了

心理建设的需要，以及良好的性格、品德及行为习惯

的培养。

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幼儿教育是一种

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

不是幼儿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必须两方面结合

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父母要对幼儿园的教育予以

大力支持，加强沟通协调，推进家园共育，这样才能使

我们的教育取得更大的成效。

拓宽家长与教师的沟通渠道。家园共育工作需

要家长与教师进行有效配合，共同承担幼儿教育的责

任。首先，教师应摒弃落后的教育理念，不断更新自

身的知识储备，从而形成对家园共育的正确认识。与

此同时，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做好家长

的沟通工作，帮助家长树立起正确的幼儿教育观。家

长也应明确家庭教育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意义，每日抽

出一些时间陪孩子看图书、讲故事，帮助幼儿识别各

类小动物以及简单的数字、文字，以提高其理解认知

能力。同时参考幼儿园的布置，摆设符合幼儿年龄特

点的居家环境，让幼儿有温馨感。幼儿园可积极组织

多种形式的亲子活动，鼓励家长参与到幼儿教育中，

在进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共同探讨教育经验，以提

高幼儿教育水平。教师也可以将活动交给家长组织，定期开展形

式多样的亲子游，以帮助家长认识到自身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作为家长，应明确教育目标，注重运用各种手段，有系统、有计

划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并积极引导孩子学会关心他人、乐于分享、

积极向上。

幼儿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

进的过程，只有幼儿园、家庭、社会一起努力，为幼儿创设一个良好

的学习生活环境，才能使幼儿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

为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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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庆元 通讯员宋嘉华 王光维）上公开课、心得

交流……近日，在于都县贡江镇中心小学，由于都县段爱华小学语

文名师工作室组织的送教活动精彩纷呈，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在《夸父逐日》公开课上，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罗梓语从了解

主要内容、感受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入浅出地引导

学生养成循序渐进阅读的习惯。教学环节层层递进，课堂气氛活

跃热烈。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在教育教学中，要特别

注意引领角色的作用。”在随后的交流会上，段爱华深有感触地

说，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既要放手让学生参与其中，还

要注重词汇积累、语法表达，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

特点，学习阅读的基本方法，激发阅读兴趣。“听了名师的点评，收

获颇丰，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我将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罗梓语说。

“名师送教促成长，携手同行谋发展。”贡江镇中心小学负责人

肖九生说，此次活动不仅让老师们领略了名师风采，更让老师们对

自身有了新的认识。学校将依托名师送教等学习交流平台，搭设

校际间的沟通成长桥梁，实现先进理念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以

“由点及面”的方式，把先进、高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向全镇17所村小

延伸，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花开满园”。

于都县贡江镇中心小学：

名师送教促成长

近年来，章贡区第二小学发挥优势，践

行美育，围绕“向阳而生，向爱而行”的校

风，秉承“心向党、德向善、学向勤、品向美、

行向远”的教育理念，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

全过程，育美于心，让芬芳之气香满校园。

打造特色课程，营造校园美育氛围

为更好地培育学生对美的感受，学校

在常态化音体美课程中增加了红色课程

（地域历史）、金色课程（非遗传承）、绿色

课程（劳动教育）、蓝色课程（科技课程）以

及橙色课程（体育特色）等内容，大力推进

赣南采茶戏、礼乐弦歌等非遗课程进校

园，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童心。

绿色劳动课程是章贡区第二小学的

一张特色名片，学校坚持以劳育美，通过

开辟菜园、创办膳食堂的方式提供平台。

劳动课中学生们不仅学习各项劳动技能，

还在菜园和膳食堂中进行独特的课程体

验，进而更加热爱生活。

学校还努力构建家校协同育人下的

体育发展模式，使校园体育兴趣化、多样

化。坚持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以体健美，

形成以网球、篮球、跳绳、啦啦操等课程内

容的体育课后服务体系，以此培育学生健

全人格与优良品格。

学科多元融合，激发校园美育创新

学校美育课程的发展，不仅致力于各

学科的多元融合，还从“古色”“红色”“绿

色”三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师资培养、资

源共享、评价多元等方面做好文章，让美

育课程推陈出新。

师资培养方面，学校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的方式提升教师专业理论水平；资源共享

方面，学校结合赣州本地的古色文化名篇、

绿色自然风光转换学习情境，从而达到“合”

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目标；评价多元化方面，

学校以学期为单位，设立学科综合评价体

系，教师基于学生在学习探索过程中的意

识、参与形式、展现形式和个人品质等多方

面开展过程性评价及结果评价。教师评价

学生参与活动并不局限于最终的结果呈现，

而是将活动过程中的学生表现纳入其中。

在丰富的互动中，红色文化教育、历史文化

教育、科学教育、艺术制作等都涉及多学科

知识，让学生更有学习的兴趣，并学会融会

贯通，大大提升了学生的美育素养。

传承地域文化，践行校园美美与共

章贡区第二小学依托位于中心城区

的地域优势，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将构建充满人文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

美的整体性大美育系统融入社会实践中，

拓展实践活动形态，引导学生认识到丰富

的社会生活是艺术表达与创造的源泉，从

而培养正确的社会观、文化观和艺术观。

在节假日，学校鼓励学生走进社会，积极

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探访身

边的红色文化基地，走进赣南博物馆、文

化馆、纪念馆等地。今年，世界客属第 32
届恳亲大会也吸引了大批学生的眼球，他

们在假期打卡客家景点，了解客家文化，

体验客家手工技艺，品尝客家美食。假期

结束后，学生们通过视频、照片、海报、感

言等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进一步让赣

南地域美育得以传承与发展。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变化，美的创造

和美的接受有了新的时代特征。章贡区

第二小学将遵循美育特点，不断拓宽美育

路径，在美中不断求“新”，让“新”更加完

美，让每个学生向阳向上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