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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授说：“学生的
大脑不是空荡荡的容器，而是
一口蕴藏着丰富水源的深井，
教师的使命正是要引导学生
挖掘这口井，让每一个学生都
成为一口知识的泉水喷涌而
出的井。”

但如何挖掘学生的这口
井呢？

一、把教室缔造成启智的
大观园

教室是我和孩子们每天
坚守的地方，如果能让我们的
教室变成五彩缤纷的大观园，
我们这群小黄鹂不就多了一
个幸福的家园了吗？

那如何把枯燥单一的教
室，变成孩子们向往的知识大
观园呢？为此，我和我的同事
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环境创设
方案。

我们找来了玉米粒、西瓜
籽、开心果壳、松子壳等等，把
它 们 做 成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标
本。我们用彩色的画纸粘贴
成各种小动物的形象，用鸡蛋
壳制作的风铃，用礼品盒制作
的灯笼，用奶粉罐、牙膏盒制
作的小汽车等用作吊饰或摆
件，把落叶加工成标本，或拼
剪成各种图案。用废纸皮做
重阳的菊花，或做各式各样的
蔬菜与水果的造型。

在我们辛苦的劳碌之下，
教室里有了一个个鲜活的“动
物”，有了五颜六色的“花”，有
了绿色的“树”，有了茂盛的

“草”，有了飞翔的“鸟”，有了
孩子们喜爱的各种各样的“水
果”……

但凡孩子们喜欢的和我
们能够想到的，我们会根据主
题内容，有计划地把它们置入
到教室里来。或让它们“站在
墙壁”，或让它们飞在天花板
上，或让它们成为孩子们手中
的玩具。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
过，用儿童的双手和思想布置
的环境，会使他们更加深刻地
理解环境中的事物，也会使他
们更加爱护环境。

在进行班级布置时，我设
计了好多专栏。我让班里的
孩子们都参与进来，让孩子们
自己搓柳条儿，剪柳叶等。我
把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小燕
子”“小熊猫”“小花朵”都贴在
《春天》的专栏里。

《童星控奇》专栏里摆放
着孩子们的折纸作品，有各种
各样的小动物、小花朵。《星河
灿烂》专栏里展示着孩子们制
作的“红太阳”“小星星”“小月
亮”，还展示着孩子画的“飞
船”“飞艇”等等。《美好童心》
栏目里有孩子们的小手印，也
有宝爸宝妈参与制作的绘画、
书法和美术作品。

凡是孩子们喜爱的，它一
定表达着孩子们对美好的向
往。出自童心的创意，最率
性，也最有趣。凡是家长参与
的，它一定表达着对孩子未来
的愿景，最真诚，也最美好。

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动
脑，在亲自参与环境布置的教
育过程中，获取了新的知识经
验，也得到了能力上的培养。
另外，孩子们对自己布置的环
境，也有一种特殊的钟爱与亲
切感，这样还会激发他们的求
知欲和创知感。

每天，我和孩子们如同在
春天的大花园里，我们一起
玩，一起唱，一起学习。我们
聆听春天的鸟鸣，我们欣赏春
天的花开，我们的游戏也如同
在春天的草坪上……

我的辛苦换来了孩子们
对幼儿园和老师的热
爱。孩子们有了爱，也
就有了更大的学习兴
趣。看着孩子们在
教室里那么快乐，我
也同样快乐着，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受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这正是

我所践行的。
“以一颗快乐的心对待
别人的人，通常也会得到
同样的快乐。”教育就是
如此。

二、设计游戏启发
孩子们的求智欲

幼儿园教育不同
于小学。幼儿教育是

孩子一生学习的奠基，
兴趣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
说，是最宝贵的，孩子们最喜
爱游戏，兴趣也最浓厚。陪着

孩子们玩，引导着他们玩，让
他们玩中生乐，玩中受益，玩
中启智，是幼儿园老师最难
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春天到了，于是我与孩子
们共同寻找春天，设计一些关
于春天的课程。幼儿园里的
花草树木长出了鲜嫩的叶子，
迎 春 花 开 出 了 金 黄 色 的 花
朵。孩子们对树枝上的绿叶、
草丛中的花朵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孩子们有的把它摘下来
当小扇子，有的在自己手里折
一些小玩意儿，有的甚至把树
叶当成宝贝放在自己的口袋
里。

我想，对成年人来说，自
然规律中的季节变化也许没
什么，但在孩子的眼中可就大
不一样了。他们这个年龄，对
什么都充满了好奇。于是，我
拍摄了好多春天的图片和小
视频，我把它们带到了课堂
上，孩子们通过观察，寻找春
天，讲述美丽的春天场景，然
后再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发
挥想象力动手画出来。那些
有趣的春天景色，一页页地走
进了孩子的心田里，使他们沉
浸在春天的美好里。

春天是养蚕的季节，孩子
们对软体的动物都特别感兴
趣。追随孩子的兴趣脚步，我
们设计了一节有趣的科学课
——《可爱的蚕宝宝》。在课
堂上，我通过自己设计、制作
的教学视频，让孩子们知道

“蚕”不只是一只可爱的“小宝
宝”。它一生经历了卵、幼虫
（蚕）、蛹、成虫（蛾）四个阶
段。它的每一成长阶段，都需
要精心饲养，都需要悉心照
料。

在课堂上，我让孩子们扮
成蚕宝宝，想象着照料他们的
爸爸妈妈。在观看和学习中，
孩子们既感知了生命的艰辛
和伟大，也清晰地明确了蚕的
生命过程，同时懂得了对父母
的感恩。

夏天，孩子们喜欢在沙池
里玩，我就充分利用幼儿园现
有的资源，带着孩子们在校园
活动区域亲身感受。孩子们
看到沙池，就迫不及待地用手
抓一抓。孩子们对我说：“老
师，这个沙子好软呀。”“老师，
春天的沙子和冬天的沙子里
怎么不一样啊？”“老师，我在
沙子里面发现了宝石。”“老
师，沙子进我的鞋子里啦。”

“老师，沙子好好玩呀。”“老
师，我还会用沙子堆一座城堡
呢”……他们总是有太多的兴
趣。

玩沙对于幼儿园的孩子
来说，就是在接触自然，亲近
自然。同样，可以增长他们对
自然事物的感知能力，锻炼他
们的大脑思维，满足他们的探
索欲。

在沙池活动时，孩子们围
绕着游戏“魔法城堡”堆砌了
一个个小“城堡”。娜娜小同
学拿着一个小房子的模具和
一把小耙子，正在一点一点地
用耙子往模具里装沙子。耙
子每一次扒沙都只能耙很少
的沙子到模具里。刚开始她
十分的自信，可是耙了很久，
她的“小房子”里还没有装满
沙子。这时候她有些急了，于
是放下手中的耙子，改用小手
捧沙放在模具里。不一会儿，

“小房子”里的沙子就已经装
得满满的了。她轻轻地在模
具上按压了几下，然后小心地
把模具扣在平平的沙地上。
这样，一个“沙房子”诞生了。

其他的小朋友也堆砌了
一些小房子，有的小朋友还用
小草、小花，给沙房子做了一
个简单的装饰。他们三五成
群，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发挥着
自己的想象力，都尽可能地让
自己的“城堡”坚固和威武。

一沙一世界，在这一刻，
孩子们的快乐感体现得淋漓
尽致。

朱永新教授说：“教育没
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
没有水一样。”没有情感就没
有爱，也就没有教育。我爱孩
子们，我也更爱我所从事的这
份幼教工作。为此，在教学工
作中，我尽可能地充分挖掘孩
子们的兴趣，把游戏与课程结
合在一起，让他们在校园里学
习的每一分钟都幸福快乐，让
幸福的阳光沐浴每一个孩子。

每次过新年，我们小孩子
总是会收到一些压岁钱。但
周围小朋友们对压岁钱的使
用方法让我惊讶不已。他们
有的买口袋大小的漫画书，有
的买精致的游戏机，还有的买
一张张卡通游戏牌，趴在地上

“战斗”。
我觉得他们这样使用压

岁钱不恰当。要知道压岁钱
可是蕴含着长辈对我们的美
好祝愿啊！听奶奶说，长辈给
小孩子发压岁钱，既是为了让
小孩把钱压在枕头下面辟邪，
也是为了保佑小孩新的一年
平平安安。

所以每年过完年，我就把

100 元和 50 元的大额金钱交
给爸爸，让他存进银行里，作
为我的学费和家庭理财，其他
的钱由我自己支配。今年，我
在奶奶过生日时，用积攒的压
岁钱给奶奶买了一本关于健
康方面的书和一对银耳坠，奶
奶高兴得合不拢口，连连夸赞
道：“我的好孙女长大了！”那
本书现在已经泛黄了，可奶奶
还一直翻阅着。看到妹妹十
分爱惜笔，我还给妹妹买了一
个笔袋，妹妹到现在还非常爱
惜地使用着。当我看到爸爸
使用一支很旧的钢笔办公时，
我 又 给 爸 爸 买 了 一 支 派 克
笔。我还在家人的陪同下，把

我的压岁钱捐给了慈善机构，
用来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买学习用具。我不光给别人
买东西，也会满足自己的小心
愿，比如我常常给自己买一些
课外书和文具用品。

压岁钱的用处很多，我们
要把它用在正当的地方上，多
多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只
顾着买玩具，自我享受。

教师评语：作者通过列举
周围小伙伴如何使用压岁钱，
来说明压岁钱使用不合理的
现象，非常贴近生活现实。随
后表明应合理使用压岁钱及
如何合理使用的想法，想法合
理可行。指导老师：王文平

合理使用压岁钱
丰县常店镇凤苑小学三（1）班 王依诺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一年一度的春
节到了，到处张灯结彩，洋溢
着过年的喜悦。

在除夕这天，贴春联、挂
灯笼是人们必不可少的活动，
一个个大红灯笼像熟透了的
柿子挂在屋檐下。晚上 7 点
左右，年夜饭也准备好了，满
满一桌，令人眼花瞭乱又垂涎
三尺。

吃完年夜饭后，夜幕悄
然来临，弯弯的月亮在漆黑
的夜空中显得十分明亮，五
彩 缤 纷 的 烟 花 在 夜 空 中 绽
放，好似一群群小精灵，各种
各样的烟花寄托着人们对新
的一年的憧憬。我和爸爸也
迫不及待地拿出事先准备好

的烟花，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孔雀开屏”，只见爸爸小心
翼翼地点燃引火线，接着迅
速跑开。“咻”的一声，火花围
成半圆形向上喷撒开来，仿
佛 一 个 闪 烁 着 金 光 的 风 火
轮，又像风扇的扇叶一般快
速 旋 转 。 本 以 为 这 就 结 束
了，令我们更加惊叹的是：不
一会儿，火花纷纷迸发到空
中，“砰的一声绽放出朵朵

‘小花’”。整个过程如同孔
雀开屏一般绚烂无比，令我
们赞不绝口。

大年初一的零点，新年的
钟声已经敲响，人们又放起了
烟花。一个又一个精美绝伦
的烟花装饰了夜空，空气中的
年味渐渐散开。几小时后，睡

梦中的我被此起彼伏的鞭炮
声吵醒，我向家人拜年，大人
们纷纷乐呵呵地拿出红包送
给我，我也在心中暗自许下愿
望：一定要在新的一年好好学
习，孝敬长辈！

大年初一这一天，人们吃
饺子、品汤圆、走亲访友……
幸福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这真是一个充满爱与希
望的新年！

教师评语：这篇作文构思
巧妙，语言流畅，条理分明，结
构严谨。对春节的描写细腻
准确，修辞手法运用恰当，内
容充实完整，表达了作者对春
节的喜爱之情。

指导老师：郭亚薇

欢天喜地过大年
丰县首羡镇张集小学三（1）班 张依晨

盼啊，盼啊，我终于盼到
了我国的传统佳节——春节。

在这一天里，我和爸爸一
起贴对联，但我发现，爸爸把
福字贴倒了，我问爸爸为什么
会把福贴倒，“因为福‘到’
啦！”爸爸笑着回答。忙了一
整天，终于该吃年夜饭了，我
们开心地吃完了这顿饭。

不知不觉中，已经深夜十
一点五十五分了，还有五分
钟，2024 年就要来了。还有
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十、

九 、八 …… 三 、二 、一 、
零！在这一刻，全城沉浸

在 烟 花 爆 竹 声 中 。 你 听 ，
“轰”的一声，烟花腾空而起，
像“火嘴箭”一样冲上天空。
有的变成了一张张笑脸，有的
变成了一个个降落伞，还有的
变成了一只只大白鹅。然后
又像仙女散花般落了下来，五
颜六色、绚彩斑斓的烟花落到
了地面上，犹如捉迷藏一般躲
了起来，消失了。紧接着，一
缕缕烟花又飞上了天空。把
天空点缀得像舞台一样光彩
夺目，有红的、黄的、蓝的，绿
的……看起来美丽无比，它们
又像一个个“小雨点”似的纷

纷飘扬了下来。我真希望能
让这绚丽多彩的烟花一直放
下去！让这幸福的节日一直
过下去！可真是“爆竹声中一
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啊！

就这样，伴随着门外的欢
声笑语，我们告别了 2023 年，
迎来了新的一年——2024年，
龙年！

教师评语：小作者表达清
晰流畅，开头直奔主题，紧抓春
节“放烟花”的习俗展开，漫天
烟火，是对新年最美的祝福！

指导老师：渠镰荟

爆竹声声迎新春
丰县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四（15）班 秦祎辰

新年到了，街上的人们都
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我也迫
不及待地和家人一起准备迎接
新年的到来。

在新年的前一天，我和妈
妈一起去超市买年货。超市里
人山人海，人们推着购物车忙
着挑选年货。我看到了很多新
鲜的水果、美味的糕点和各种
各样的零食。回到家，我忍不
住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那
个苹果酸酸甜甜的味道让我感
到幸福和满足。

晚上，我们全家在温馨而
喜庆的房间里一起享用年夜
饭。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的菜
肴，香气四溢。我和弟弟都按
捺不住了，迫不及待地夹起了
一块鱼肉。那鱼肉鲜嫩多汁，
真是美味极了！我和家人边吃
边聊，笑声不断，整个餐桌充满
了欢乐和温馨。

吃完年夜饭后，我们一起
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里
的舞蹈和歌曲都非常精彩，让
人陶醉其中。我和弟弟一起跟
着音乐摇摆起舞，欢快的节奏
让我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当
钟声敲响，宣告新年的到来时，
我们全家一起拿起鞭炮，点燃
了它们。鞭炮声响彻整个小
区，炸出五颜六色的烟花，把天
空点亮了。我感到无比的喜悦
和兴奋。

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奋斗，
新的一年一定会充满希望和机
遇。我要珍惜每一天，用心去
感受生活的美好，不断成长，
不断进步。我相信，新的一年
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和成
长。

教师评语：你生动地描述
了迎接新年的一系列活动，让
读者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新年的
喜悦和期待。尤其在描述购买
年货、吃年夜饭、放鞭炮时，你
用了细节描写，让人能够感受
到家庭的温馨和欢乐。主题明

确，集中在迎接新年的喜
悦上。
指导老师：杨凤姣

每当新年来临，我总是充
满了期待和兴奋。新年不仅仅
是一个节日，它更是一个承载
着深厚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特殊
时刻。身为一名四年级的学
生，我开始更加深刻地理解和
珍惜这些传统习俗，它们不仅
丰富了我的文化认知，也给我
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新年
习 俗 之 一 就 是 贴 春 联 和 窗
花。每年的腊月二十九或三
十，家家户户都会张灯结彩，
贴上红色的春联和剪纸。春
联上都是吉祥的话语，比如

“岁岁平安”“吉星高照”，寓意
着新的一年里家家户户都能
平安、幸福。我也会在父母的
帮助下，亲手剪制一些窗花，
把这些美丽的艺术品贴在我
们家的窗户上，让整个家都充
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除夕之夜的年夜饭是另
一个重要的传统习俗。这顿
饭不仅仅是一顿晚餐那么简

单，它象征着一家人的团圆和
对未来的期望。年夜饭上，我
们会吃到各种各样的美味佳
肴，每一道菜都有着特别的寓
意。例如，鱼代表着“年年有
余 ”，饺 子 象 征 着“ 更 岁 交
子”。在这个温馨的氛围中，
我们一家人会回顾过去一年
的点点滴滴，分享彼此的喜悦
与梦想。

新年期间，还有一个令人
兴奋的习俗——发红包。在
我看来，红包不仅仅是对孩子
们的一种物质奖励，更是长辈
对我们的祝福和期望。每当
收到红包时，我都会深深地感
受到家人的爱和温暖。同时，
我也在学习如何管理和使用
这些钱，这是对我责任感和理
财能力的一种培养。

新年还有许多其他的习
俗，比如放鞭炮、拜年、穿新衣
等，每一项习俗都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意义。这些传统习俗
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节日的快

乐，更让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我
们文化的知识。我为能够体
验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
而感到自豪和幸福。

新年的传统习俗是我们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些习俗，我不仅能够感
受到节日的快乐，还能学习到
许多关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知
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
能继续传承这些美好的传统，
让它们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教师评语：文 章 结 构 清
晰，内容丰富，成功地展现了
小作者对新年习俗的深刻理
解和感受。通过细致的描写
和个人感悟，作文不仅展示了
新年习俗的文化价值，还体现
了小作者的情感和思考。特
别是对于贴春联、年夜饭和红
包等习俗的描述，既生动又具
有教育意义。

指导老师：于跃跃

春节的钟声响起，
街头的灯火通明，
欢声笑语中，
新年的脚步近了。
孩子们欢笑着，
大人们忙碌着，
窗花、对联、红包，
都是新年的象征。
亲朋好友相聚，
共度这欢乐时光，
祝福声中，
温暖了彼此的心房。
春节的意义，
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它承载着家的情感，
和无尽的期盼。
让我们在这个春节，
用心感受家的温暖，
愿家人平安健康，
愿祖国繁荣昌盛。

教师评语：这首诗歌以春
节为主题，描绘了春节的喜庆
和热闹，展现了家的温暖和祖
国的繁荣。诗歌的每一句都充
满了情感和期盼，让读者感受
到了春节的意义和价值。这首
诗歌的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富
有诗意，表达了小作者对春节
的独特理解和感受。

指导老师：王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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