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导报讯 近日，太原市小店区光明小学如期

举办了“光明小农场”土地竞标活动。活动特别邀请山

西农业大学副教授赵丽、万科城社区书记梁晓琴、学生

家长代表及学校各位领导作为特邀嘉宾全程参与。

活动以热情洋溢的腰鼓表演拉开序幕。首先，大队

委吴佳希、黄佳瑞宣读《竞标公约》和《评分细则》。宣读

结束后，评标环节正式开始。各竞标中队按照之前抽签

的顺序依次上场，讲述着班级的独特优势和亮点，其他

参与竞标的同学们在台下专注聆听，评委们根据评分

细则进行打分。

当所有中队竞标展示结束后，统计员们开启统计

工作。与此同时，特邀顾问赵丽教授以专业的视角肯定

了本次小农场竞标活动的成功举办，并对各班递交的

投标方案加以赞许，更强调了小农场对于劳动教育实

践方面的积极意义。随后监督员王瑞梓向全体参会人

员宣读了各竞标中队的最终分数及排名情况。随着中

标结果公布，中标中队的学生代表根据排名依次挑选

心仪的地块，赵丽、梁晓琴、副校长郭建军、副书记王美

荣、主任张琴共同为中标班级颁发光明小农场土地使

用证书。未中标的班级获得了“竞地未来之星”称号。

紧接着，副校长郭建军为特邀顾问赵丽颁发聘书，

正式聘任为光明小学劳动教育指导顾问。活动最后，郭

建军对活动进行了总结，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通讯员 张琴）

太原市小店区光明小学

竞逐农场地 耕耘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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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太原市万柏林区外国语

小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

5月 28日上午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容融共进

智美同行”校园科技节活动。

首先，由校长郝润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致辞，她鼓励同学们要向无数科学家们学

习，在日常的学习和有趣的科技活动中，具

有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热情，养成学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掌握科学的方法，培

养自己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意识，争做既具有科学理念，又具有科学

实践能力的新人。

接着，精彩纷呈的科学秀开始了。两位

动画里的机器人大明星“擎天柱”“大黄蜂”

登场起舞，小机器人同步表演，点燃全场热

情；科学老师们登台亮相，带来泡泡秀、火焰

掌、干冰秀等神奇科学秀，令大家目不暇接。

两只机器狗闲庭信步来到了师生们中间，师

生们纷纷观察讨论，呈现出对于科技的极大

兴趣。在科学秀展示过程中，主持人进行穿

插揭秘，科普科学知识和学生们进行互动，

激发了学生对于科学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惊心动魄的科技竞赛嘉年华拉开帷

幕了。低年级趣味竞技。一年级“吹乒乓球

接力”，15 分钟内传递乒乓球数量最多的

班级获胜；二年级“环保垃圾分类”，扔垃

圾卡片并正确分类，15 分钟内完成量最高

者胜出。

中高年级创意挑战。三年级“蔬果搭

塔”，用牙签和胡萝卜搭建高塔，20分钟内最

高最稳的队伍获胜（场地不整洁扣 0.1米）；四

年级“气球大转环”，制作气球环并通过鼓风

机使其旋转 15秒，最先完成者夺冠；五年级

“激光寻址”，利用平面镜反射在地图上找地

址，用时最短班级胜出；六年级“水火箭制

作”，用塑料瓶设计火箭，飞行距离最远的小

组获胜。

本次科技节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

知识”为目标，通过趣味实验、机器人互动及

团队竞技，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

学校表示将持续推动科学教育，助力学生科

学素质全面提升，让校园始终洋溢崇尚科学

的风尚。

（通讯员 刘薇）

太原市万柏林区外国语小学

学生精彩科学秀 素质教育结硕果

科学导报讯 5月 28日，太原市杏花

岭区外国语小学为期一个月的“与 AI共赴

科技梦”第二十二届科技节迎来嘉年华展

示活动，为这场科技盛宴画上句号。此次科

技节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和产业创

新、科技人才培养的指示，坚持教育、科技、

人才协同发展，以丰富形式向学生普及人

工智能知识。

活动当日，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改

玲发表讲话，对科技节成果予以肯定，赞扬

了同学们的表现。她强调科技对社会进步

的推动作用，鼓励学生借科技节契机，保持

对科技的热爱与好奇，努力学习知识，探索

未知，培养创新与实践能力，为未来投身科

技领域筑牢基础。同时，赵校长也对老师和

家长的付出表示感谢，期望家校继续携手，

助力学生成长。

活动中，学校与山西航空产业综合馆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授牌仪式。双方

将围绕“资源共享、协同育人”目标，开展航

天主题研学、航空模型制作、科普讲座进校

园、职业体验等活动，构建知识普及、实践

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校馆合作新模

式。山西航空产业综合馆梁经理表示，希望

通过合作，为师生搭建接触前沿科技、探索

宇宙的实践平台，借助馆藏资源课程化、航

天专家进课堂等方式，培育具有“航天精

神”的创新人才，为航天强国战略贡献教育

力量。

本届科技节内容丰富，涵盖项目式学

习、亲子创作、现场实验等。在“AI未来家

园科技创意制作”项目中，学生小组合作，

融合人工智能与未来家园设想，创作出智

能垃圾分类系统、未来乡村智慧设施等作

品，提升了科技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科技

小制作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参与，利用废旧

材料制作的机器人、太阳能小台灯等作品，

充满创意，增进了亲子感情，激发了学生对

科技的兴趣。科学小实验展示环节同样精

彩，在老师指导下，学生操作器材，观察会

跳舞的盐、神奇静电现象、多彩化学实验

等，在探索科学原理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

求知欲。

嘉年华展示活动集中呈现了科技节成

果。科学老师带领学生布置展示区，学生热

情介绍作品创意与原理。现场还设有无人

机和 VR体验活动，以及互动体验区，让学

生亲身感受科技乐趣，赢得家长和老师的

好评，成为学生交流学习的平台。

此次科技节虽已结束，但激发的科技

热情将持续影响学生。未来，学校将举办更

多科技活动，助力学生追逐科技梦想，用科

技创造美好未来。

（黄晶 /文·图）

太原市杏花岭区外国语小学

科技节落幕 校馆合作开启科技教育新篇

科学导报讯 “腹有诗书气自华”，当童

声遇见千年诗韵，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在太

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的校园里悄然绽放。校

园里，一场跨越千年的经典诗词盛宴———“传

承经典，润泽童心”古诗词诵读大赛，于 6月

4日隆重拉开帷幕。

为了让经典诗词如春雨般浸润童心，激

发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

承，该校精心筹备了此次活动。孩子们以诗为

媒，以声传情，在抑扬顿挫的诵读中感受先贤

智慧，汲取文化力量。

此次比赛精选《经典诵读》18首必背古

诗词，篇篇珠玑，字字生辉。每班随机抽取 10

名“诗词小达人”，两两成组（共 5组），同台竞

技，展现班级凝聚力。

选手现场随机抽取 3首诗词进行背诵，

既考验底蕴，更挑战临场风采。评委根据“熟

练 3 分、较熟练 2 分、不完整 1 分、不会背

诵 0分”标准公正打分，见证每一份努力。

舞台上，孩子们或昂首挺胸，或微微颔

首，用稚嫩却饱含情感的童声，将一首首沉睡

在书本中的诗词唤醒。千年经典在清澈的童

音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诗词的韵律美、意境

美、情感美，浸润着每一位听众的心田。

比赛虽已落幕，但诗词的余韵仍在校园

里回荡。那些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诗词小达

人”们，那些被深情吟诵的千古名句，都将成

为这个夏天最珍贵的校园记忆。愿这“传承经

典，润泽童心”的种子，在黄陵小学的沃土中

深深扎根，枝繁叶茂，陪伴孩子们走向更加诗

意盎然的未来。 （黄晶）

科学导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激发少年儿童科技创新兴趣，太原市晋

源区第三实验小学于 5月 30日举办了首届

“牢记党的教导 争做强国少年”科技节展

演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树

立强国志向。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展示的“烟雾幕墙”

效果神奇，形状不断变化，引导学生们课后

探索背后的流体力学原理。科学社团带来的

水火箭表演同样精彩，同学们从零件组装到

参数调试、模拟发射，每个环节都认真专注，

在舞台上揭示了“火箭升空”的科学奥秘。

科学与艺术在活动中巧妙融合。科学相

声将科学知识与诙谐幽默相结合，演员通过

夸张的肢体动作和有趣的包袱，让同学们在

欢笑中理解了光的折射、重力等知识。而川

剧变脸表演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演员迅速

变换十余张脸谱，在欣赏非遗艺术魅力的同

时，老师引导学生了解变脸技艺中“磁扣”

“机关服饰”等设计背后的物理原理，感受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随后的科学表演秀也让大家深入探索

了科学的无限魅力，奇妙的化学反应和神奇

的物理现象，让同学们沉浸其中。

展演活动结束后，各班学生在老师带领

下参观了学校精心准备的科技展台，好玩的

实验装置、有趣的科技模型、美术社团的创

意设计，让人目不暇接。共青团晋源区委副

书记郭茸在校领导陪同下，也参观了各特色

展台，对该校首届科技节“以科技育人，以实

践促成长”的教育成果表示肯定。

此次科技节还设置了糖画、伯努利原理

实验、魔法变色龙、非牛顿流体等六大项目

展台，体现科技与传统的融合。在糖画体验

环节，孩子们用小勺子绘制图案，直观感受

“温度对物体状态的影响”。紫甘蓝的酸碱变

色秀也让同学们兴趣十足，老师将紫甘蓝汁

分别倒入白醋、小苏打水、清水中，液体瞬间

变色，学生们分组用柠檬汁、肥皂水等进行

实验，记录颜色变化。

（通讯员 梁颖 /文·图）
科学导报讯 近日，太原市杏花岭区迎

春街小学第二届“校园科技节”拉开帷幕，以

“研学 +艺术 +实践”多元形式，带领学生沉

浸式感受科技魅力。活动围绕四大主题展

开，让校园变身科学探索的欢乐海洋。

“品千年醋香，探科技之秘”东湖醋园研

学中，学生通过观察紫甘蓝水酸碱变色实

验，发现科学原理与生活的紧密联结。一缸

一瓮的传统酿醋工艺与现代化学知识碰撞，

让学生理解“科学既藏于理论，更源于生活”

的探索真谛。

“科技之光，照亮梦想”美术作品展在冰

壶馆亮相。火箭划破天际的科幻画、宇航员漫

步宇宙的创意作，以及百米画布上机器人与

童话城堡共舞的现场绘画，将童真想象与科

技憧憬融为一体。艺术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让

学生用色彩描绘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

“科学领先，百花齐放”精品作业展设置

六大展台，数学的严谨推导、语文的科学小

品文、科学课的创意实验报告有序陈列。跨

学科作业不仅展现学生知识整合能力，更成

为师生探讨科学思维的互动平台。

“科技达人，秀出本领”校园超级实验室

中，百组实验同步开展。学生手持“打卡任务

单”，在家长志愿者指导下完成淀粉遇碘变

蓝、气球静电吸附等经典实验。火山模型演

示、泡泡化学原理揭秘等现场互动，让孩子们

在滴管与试剂的操作中，感受科学现象的神

奇魅力。

本届科技节以“人人参与、多元体验”为

特色，从生活场景研学到艺术化科学表达，

再到沉浸式实验操作，构建起“观察—想

象—实践”的完整科学启蒙链条。校方表示，

活动旨在通过趣味形式激发学生对科学的

持久热忱，让探索未来的种子在童年时光中

生根发芽。 （黄晶）

科学导报讯 为提升校园广播质量，太

原市迎泽区文新小学红领巾广播站于近日开

展业务考核，以五大维度对播音员综合能力

进行全面检验，各栏目主播以专业表现展现

校园媒体风采。

此次考核以 100分制为标准，涵盖播音基

础、稿件处理、临场表现等核心板块。在 30分

的播音基础考核中，评委重点关注普通话标准

度、发音清晰度及语调流畅性，要求主播无卡

顿错读；20分的稿件处理环节，需体现对“新

闻回顾”“心灵向阳”等栏目的内容理解，通

过精准断句与重音处理传递情感；临场表现

部分占 20分，考验直播时的情绪感染力、与

听众互动能力及突发情况应变力。此外，纪

律规范（15分）与创新能力（15分）考核，同步

检验主播的职业素养与节目创意能力。

考核现场，各栏目主播各展所长。“文学

天地”主播以细腻的情感处理诗词朗诵，“生

活百科”主播则凭借流畅的科普表达展现扎

实功底。考核采用自评、互评、师评的方式综

合打分，此次考核不仅是能力检验，更为优化

校园广播内容提供方向，后续将结合创新建

议推动“心灵向阳”等栏目形式升级，持续打

造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的校园媒体平台。

（通讯员 王泷）

太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

童声诵读经典 邂逅诗意童年

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春街小学

校园科技节四大主题活动点亮科学童心

太原迎泽区文新小学红领巾广播站

多维标准检验主播综合实力

太原市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

开展首届科技节展演活动

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改玲发表讲话

教 研

把爱揣满胸怀
阴 太原市小店区第三中学校 王忠杰

育人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教育者用爱

和智慧去引导和启发学生。在这个时代，教育的核心不

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爱

揣满胸怀，用心去感悟、理解、关怀和激发学生的成长。

本文以“育人把爱揣满胸怀”为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爱的内涵及作用

1.爱的内涵

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之一，它既是一种情

感体验，也是一种行动表达。在教育领域中，爱不仅包

括对教育事业、学生和同事的热爱，还表现为关心、尊

重、理解和支持等情感。这种爱是真诚的、无私的、持久

的，它能够激发教育者的热情和创造力，使教育者更加

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2.爱的育人作用

（1）增强教育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者把爱揣

满胸怀，会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更加关注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2）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教育者以爱为纽

带，与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能够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

求和想法，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成长。

（3）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教育者把爱传递

给学生，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其更加自

信、勇敢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

二、如何将爱融入教育实践

1.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教育者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认识到教育的本

质是培养人、塑造人。在教育中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和个性差异。

2.热爱教育事业和学生

教育者要热爱教育事业和学生，用自己的热情和智

慧去影响和启迪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与学生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

3.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是育人把爱揣满胸怀的重要

途径之一。教育者要关注校园文化建设、班级氛围营造

等方面的工作，为学生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积极向上

的学习环境。

4.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教学

个性化和差异化教学是现代教育的趋势之一。教

育者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需求，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同

时，要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给予学生充分

的关爱和支持。

三、以爱育人的实践效果及未来展望

1.实践效果

以爱育人的实践效果显著。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

育者通过把爱揣满胸怀，能够更好地关注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同时，这种教育方

式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自信

心和勇气。在实践中，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都采用了以

爱育人的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果。

2.未来展望

未来教育中，以爱育人的理念将更加得到重视和

推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和

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育者需要更加关注学生的

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

时，以爱育人的方式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教学，

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此外，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应用，教育方式也将不断创新和改进，为以爱育人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四、结论

育人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需要教育者用爱

和智慧去引导和启发学生。以爱育人的方式能够增强

教育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我们应该把爱揣满

胸怀，用心去感悟、理解、关怀和激发学生的成长。未来

教育中，以爱育人的理念将得到更加广泛的推广和应

用，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做出

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