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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 旧 迎 新 ， 逐 梦 前

行。12月28日晚，云南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2021年元旦迎

新晚会暨第六届体育艺术节

文艺汇演在学生活动中心炫

丽登场。云南民大附中校长

李兴富、党委书记李代鹏等

校领导出席活动，师生代表

七百余人观看晚会。

伴随着台下浪潮般的尖叫声，台下同学们的热情

如同点燃的鞭炮。节奏明快，动感十足，超燃音乐搭

配飒爽炫酷的舞姿，每一个律动的舞步都彰显着青春

的飞扬。清脆的快板、舒适的节奏，悦耳的旋律，动

感的节拍，悠扬的歌声、欢愉的乐曲声在活动中心的

舞台上回荡。

晚会上激情的演唱、动感的舞蹈、精妙的相声、

感人的朗诵等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秀出最

“板扎”的才艺，让人目不暇接。文艺汇演节目各具

创意，异彩纷呈，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民附学子青

春的活力。现场观众的掌声、欢呼声、叫好声将晚会

一次次推向高潮。

此次文艺晚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高参赛学子

的艺术素质水平，丰富、活跃民附师生的文化生活，

彰显了云南民大附中艺术教育的成果，也给同学们搭

建起展现自我的舞台，也给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视觉

和听觉的盛宴。

轻歌曼舞庆元旦，欢声笑语迎新年。回望过去的

硕果累累，展望未来的美好蓝图，民附全体师生将一

如既往保持执着追梦的激情与豪情，奔赴新的一年。

轻歌曼舞 欢声笑语
云南民大附中元旦迎新晚会暨体育艺术节文艺汇演炫丽登场

全民健身打卡活动共分为三天，每天都有不同有趣又好玩

的运动打卡项目，涵盖趣味三子棋、瑜伽拉伸、袋鼠蹦蹦跳、健

身达人、平板挑战、换球接力等项目。老师们积极参与、乐在其

中，在活动中锻炼身体的同时，愉悦身心，增进友谊。

三 字 比 赛 包 括 粉

笔 、 毛 笔 、 硬 笔 三 个 项

目，粉笔字工整清秀，钢

笔字苍劲隽美，毛笔字遒

劲流畅。老师们在比赛中

交 流 书 写 技 巧 ， 陶 冶 情

操，享受书写的乐趣。

老师们走进民附录音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尽情挥洒

专业技艺，一展歌喉，一首首悠扬动听、感情细腻的歌曲被老师

们动情地演绎着。

迎新春，庆元旦。为展示民附教师风采，强健教师身体素

质，丰富教师课余生活，2020年12月23日至31日，云南民大附中

举办教职工全员参与的“快乐工作 事业养生”迎新春系列活

动。本次活动

以“教学、体

育、艺术”为

主要内容，由

全 民 健 身 打

卡 、 三 字 比

赛、教师好声

音、普通话、

英语口语比赛

组成。

参赛教师语音标准，语调自然流畅，声情并茂，诵明月之

诗，歌窈窕之章，讲述不一样的民附故事，展示出民附教师高超

的语言艺术和过硬的基本功底。

云南民大附中秉承“快乐工作 事业养生”的教师工作理

念，以教师专业发展为主线，搭建起形式多样的活动舞台，打造

教师专业成长的沃土工程，不断丰富教师课余生活，增强民附全

体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我校举办教职工                                      迎新春系列活动我校举办教职工                                      迎新春系列活动我校举办教职工                                      迎新春系列活动

调 研 中 ， 刘 荣 副 书 记 听 取 了 云 南 民 大 附 中 关 于

“2020年度工作开展情况和2021年重点工作展望”汇报，

实地考察了云南民大附中伍达观楼学生住宿情况。他肯定

了 民 大 附 中2 0 2 0年 改 革 发 展 所 取 得 的 突 出 成 绩 ， 并 就

2021年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殷切希望。

1月5日下午，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荣一行到

附属中学调研指导工作，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基础教育集团）总经理郑宏伟、云南民大附中校长

李兴富等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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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生命温度的教育   为学生的品质人生奠基

会上，云南民大附中六位党支部书记依次进行

述职，认真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深入查找存在的

问题，切实提出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与会领导对

述职进行逐一点评，在肯定各党支部工作特色与亮

点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加强支部建

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党委书记李代鹏在总结时提出三点意见：一是

各支部委员要勇于担当，履职尽责，充分发挥支委

作用，配合支部书记做好、做实党务工作；二是各

党支部要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创新工作方法，不断

推进支部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努力打造优质、特

色的党建品牌，擦亮党建这张“金名片”；三是要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

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党育人的使命，担当为国育才

的责任，努力培养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2月30日，学校党委召开2020年党支部书记述

职评议考核工作会。党委书记李代鹏、校长李兴

富、党委委员、各支部书记及各支部委员参加会

议。

1月13日，昭通市盐津县委书记杨仕翰、县长

郑磊一行6人莅临我校交流指导工作。盐津县委书

记杨仕翰对云南民大附中办学六年来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对学校领导班子的教学管理能力、一

线教师的拼搏进取精神留下印象深刻。

1月14日，昭通市云天教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李大宏一行到云南民大附中参观交流。

校长李兴富在交流时说，办好教育要找准学校

定位、找对教育契合点，在挖掘学校办学特色、发

挥办学优势上下功夫，坚持“离人近一点，离功利

远一点”的教育信仰，培育一流的师资队伍，营造

良好的教育生态和发展环境，为优质教育发展真正

做出教育人应有的贡献。

会上，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荣表示，云

南民族大学全力支持附中发展并取得可喜成绩，一

直坚持着“专业人做专业事、教育人办教育”的思

想，着力打造小班化教育，把师资队伍建设成为学

校发展的第一硬件，在教育提质增效、品牌中学建

设的过程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参观学校数字化实验室、心理健康中心、校

园电视台、校史馆等功能室后，李大宏董事长对云

南民大附中一流的硬件建设和办学以来所取得的成

绩给予高度赞赏。他表示，很高兴到民大附中交流

学习，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教

育发展。

昭通市盐津县领导、云天教育管理公司董事长分别到我校参观交流

为认真落实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

作，1月7日，云南民大附中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马文婷率专项督查组开展元旦、春节

期间专项督查，围绕学校疫情防控、爱国卫

生“7个专项行动”、节假日纪律作风建

设、安全维稳、餐饮浪费、寒假值班等多方

面开展督查。

督查组通过实地勘察形式展开督查，

首先就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落实情况

进行了督查，走访了办公室、实验室、卫生

间、学生宿舍、教室、食堂区域，就重点区

域的环境卫生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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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34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落下帷幕，云南民大附中学子喜获佳绩。其中，周昱彤

同学荣获国家级“三等奖”，郎中阔、陈维康、潘兴山、熊恒逸同学荣获省级“一等奖”，方信

杰、钱可、韦雨佳、徐冉辰、杨亚杰同学获得省级“二等奖”。化学教师罗玉玲、毕霖春、马强

飞三位老师也荣获云南省指导效果“一等奖”。

在2020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中，蒋云翀同学荣获“一等奖”，谭诗弘、张晨、白宇航、

刘觐瑞同学荣获“二等奖”，和泽恩等7位同学荣获“三等奖”。

我校学子在全国学科竞赛中喜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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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学生对书写的重视程度，培养学

生正确的书写习惯，弘扬中国传统楹联文化。

12月29日，在初2020级年级组的带领下，美术

组老师的支持下，来自初一年级各班的“小小

书法家”齐聚学生自主学习空间参加春联书写

比赛。

比赛正式开始，同学们挥毫泼墨，各展所

长。铺纸、蘸墨，舒臂挥洒间，一个个苍劲有

力的汉字跃然纸上。火红的春联，吉祥的寓

意，承载了美好的新年愿望，弘扬了源远流长

的中国文化。

经过评委老师们公平公正的评比，孙然、

沐姝言、杨可等11位同学荣获本次春联书写比

赛“一等奖”。一直以来，云南民大附中高度

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书写习惯，引导他们把字

写正确、端正、整洁、美观，把书法训练与作

业书写紧密结合,提高日常书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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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物质贫乏，相比较寒冷而言，父母更关

心的是土坯房上的瓦片是否被破坏了，至于小孩子

的温暖，总用“屁股上有三把火”来敷衍，这样敷

衍着、敷衍着，也就慢慢的长大了，而这样长大的

那一代，更具抗风霜的抵抗力，而对今后人生就更

加坦然与坚韧了。

记得四年级时，我与邻居贺孝彬要到离家30里

路的铅厂区去上学，海拔大约2700米。寒冬一个周

末，回家返校刚好遇到下雪，十一岁的两个小毛孩

开始还在雪花飞舞的路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但走着走着，随着海拔的逐步升高，雪飞得更猛

了，路上的积雪也更厚了，每前进一步，那种茫然

与恐惧就会迎面袭来，看着耸入厚重乌云中犹如怪

兽的北岩峰，我俩相视默然不语，最后一致决定，

回家，不去上学了。第二天，在父亲的陪伴下，用

谷草搓编的绳索捆绑了胶鞋防滑，手拄拐杖，出

发。雪，更深了；路，更滑了。那山谷更加幽静，

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踩着父亲的脚印，努力向前

推进，有时每前进一步，还因湿滑再倒退半步，前

行中很吃力，我与孝彬又多几分怨言。父亲看到有

鸟出来在树枝上准备觅食，弄得雪簌簌往下掉，他

打破了这无趣的僵局，说道：“你们看，这不是很

好 的 作 文 情 景 （ 素 材 ） 吗 ？ 题 目 就 叫 《 上 学 路

上》，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的叫着，白茫茫大雪经

过一夜的堆积，平时像一条飘在山腰的带子的小路

已被完全覆盖了，看上去哪儿是草，哪儿是树，哪

儿是路，都分不清楚了，深一脚浅一脚，身后留下

脚印一串串……”这大概是父亲给我的唯一一次作

文指导了，3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犹如在昨

天，历历在目。孝彬做校长十多年了，偶尔小聚，

谈及那次雪山逃学，依然会会心一笑。

大概是1990年的冬天，特别冷，雪特别大。农

村年纪大且多病的老人很难挺过去，外婆也在这一

年重病了，因长时间卧床，勉强进食，犹如今天医

院的病危通知书，舅舅家已几次捎信，让母亲回去

见她最后一眼，父母已几次在雪中往返于两地之

间，并备置好了待她去世后作为嫁出去的女儿归祭

时一切祭祀用品，当然，我兄妹三是

留守在家的。

周国平在《失去的岁月》中说：“幸福的岁月

是那失去的岁月，你可以找回那点心、曲子、风

景，可是找不回岁月。所以，同样的点心，不再是

那么香甜；同一支曲子，不再是那么美妙；同一片

风景，不再是那么细腻。”真如他说的那样，我且

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这点与雪的缘分，明天，又

到同学们自由写作的时间，我且先写点，以便留下

一点与同学们共同战斗的日子的记录。这终将会成

为过去，愿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

与雪邂逅一段美好的缘分。     

印象最深的冬天景致是雾凇，儿时的学校周

围、路边、街边都是，而今天那种景致成了一种奢

求，但雪压青松松更直的顽强与坚韧的品性，一直

都在影响着我，至今乃后几十年，我想，每当有困

难，我都要迎难而上，直面苦痛。

对外婆的印象很模糊，依稀的印象是。在我六

七岁时的正月里，母亲带我归省，外婆的双手和头

都抖得厉害。下午，在院子里晒太阳，母亲和姨妈

们叙叙家常，外婆手里拿着一把梳子，梳着已经稀

疏得可怜的几绺白发，梳子在手里也不听使唤，从

发根梳到发梢都要抖好多次，那抖的是岁月的沧

桑。在那个大雪的冬天，外婆没了，外婆的记忆，

也定格在那年的春天。

逝去后的日子是断裂的，缺乏内在的连续性，

在我们的记忆的储藏室里，他们依旧静静的躺在那

里，等待有一天，我们心血来潮，突然叩开已经锁

了好久的“铁门”，他们又都复活了，我们又都成

了久违的“朋友”。

最早关于雪的记忆是冬天屋檐上的凌冰

子（冰锥子），凌冰子比雪来得早，来得

猛，来得快。故乡寒冬腊月里虽未下雪，但只要有

雨，其实更高寒的地方是在下雪。第二天早上，屋

檐的底瓦上就悬挂着凌冰子了，宛如今天溶洞里数

千年形成的钟乳石，但却更漂亮，晶莹剔透，忍不

住实在想要触摸一下它润滑的肌肤，于是用竹竿敲

打，大人总是害怕弄坏瓦片，阻止干这事；悄悄躲

着戳下几根，免不了断成几截，遗憾是有的，拾起

破坏最小的那截，虽然冰冷刺骨，还不妨用嘴去吮

吸一下，多希望它是甜的啊！

缘雪
高中语文组  张福军

走出诗境园，一袭沁人心脾的梅香跨越历史的

万水千山缓然而至，徇香而去，一座仿宋的水榭楼

台——问梅槛，便

伫立在了眼前。诗

人 陆 游 曾 在 此 吟

咏：城南小陌又逢

春，只见梅花不见

人。诗人在此倚着

栏杆，嗅着梅香，

怀念着佳人。

沈园，是陆游和唐婉的沈园，现实中的他们，

被封建礼教所拆散，相爱而不得，是天下有情人的

悲哀。而在沈园中，他们获得了短暂的相逢，让破

碎的残缺得到了珍稀的圆满。世人皆识得陆游的

《钗头凤》，却鲜有人知唐婉也写了一首回应陆游

的《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

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

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

寒 ， 夜 阑 珊 ， 怕 人 寻 问 ， 咽 泪 装 欢 。 瞒 ， 瞒 ，

瞒！”

虽说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凄楚感人，但请不要做

一个流俗的人，不要沉醉于千百年前的往事中无法

自拔。他们的故事是伤感的，酸楚的，但在沈园中

更多的是动人的相逢，清澈的别离和美好的追忆。

不要迷失在这悲剧中，要多想想，他们是他们，你

是你，他们已经结局，而你还有无限可能。

离开沈园，心中漫起淡淡的伤感，蓦然回首，

沈园依旧伫立在此并守护着一段沉睡的梦。

步入诗境园，峭然挺拔的太湖石能带走你刚才

悲伤迷离的思绪，你会看到在磨平了棱角的太湖石

上流转着光阴的色彩，它铺开了一幅陈旧的画面：

寂寞的诗人等候在太湖石边，抬眼遥望，风吹衣

袂，如遗世独立的仙人，却眉头紧锁，为那等不到

的佳人黯然神伤。

沈园是一座旧

时 的 江 南 沈 氏 园

林，古朴隽永，清

然有致。吹拂过宋

时清风，浸润过明

清朗月，历经风风

雨雨，转将几盏回

忆浇在了几首《钗

头凤》中，因一段

缱绻的前尘往事，

沈园变得耐人寻味

起来。

走进沈园，所

见的一草一木是否

能够唤起你对陆游和唐婉的梦，即使只能追忆到陆

游的遗憾和唐婉的无奈。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仿佛被

封印在了沈园的湖镜中，东瓶西镜放，就在此处，

相隔却望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可没法进入镜

中，只能隔着历史长河遥遥观望在沈园中曾发生过

的一幕幕相逢，聆听草木轻微的细叹。

行走在沈园古朴的桥上，看杏花微雨，杨柳石

桥，这温润的美景因一段前尘往事，蒙上了一层水

雾。陆游曾在白发苍苍之际，伫立桥畔，伤心吟

咏：“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多年

后，梦里的惊鸿照影，已消失在了尘世中。

最终，来到《钗头凤》的石碑前，唏嘘叹惋，

后人说：“他们用十余载的别离换来短暂的相逢，

又用短暂的相逢，换来一生的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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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我体会到，语文教师

的个人风格不能压过了课文的情

感 表 达 。 例 如 有 的 老 师 较 为 温

婉，在讲解豪放词时却要变得慷

慨激昂，以便能带领学生体会课

文情感。

最后，学生学情对整堂课生

成有巨大影响。教师一定要提前

掌握学情，才能有更好的课堂生

成。

君子慎其独也。独立完成课

堂展示给予我许多感悟。

首先是我深刻体会到，备课

时较少参考他人的成型教案能帮

助自己快速成长。此次我选取了

语文新课改教材中的新课文进行

展示。新课文在可参考资料上非

常贫乏，多篇课文联动的模式也

要求我独立设计任务型教学。在

经过两次磨课、穆老师的悉心指

导和章老师的提点帮助后，我的

课堂设计基本成型，这让我第一

次体会到自己亲力亲为设计教学

环节的快乐。

12月，呈贡专项新教师完成

首次课堂展示。而我也得以在听

课、备课、讲课的每一寸细碎的

光阴中细心体味，努力生长。

慎独

其次，新教师应尽量深入挖

掘知识点。在课堂设计的初期，

我对于两篇课文的理解仅仅停留

在文本本身的分析，而没有如董

老师所说，时刻紧扣四大语文核

心素养。在听取指导老师穆老师

的建议后，我在文本分析之后的

环节中加入了对比阅读，这样就

最终使得学生能够对整单元的审

美主题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最后，教师要注意知识与中

高考的联系。对于学生来说，课

堂中学习到的知识最终要学会迁

移 和 运 用 到 未 来 的 中 、 高 考 中

去。

观照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

省也。其他老师的课堂展示也让

我受益匪浅。

随着跟岗的一步步推进，我

越来越发现了讲授一堂好课的不

易。但我想，我心中如木心先生

一般的热忱从未褪却，我依然因

我自己热爱语言文字，而愿意尽

我所能带领学生感受语言文字的

力量，并希冀这一力量能够伴随

他们终生。

其次，如何将课堂中的不同

模块进行有效衔接在课堂设计中

也很重要。课堂的主线思维应当

是一以贯之，且逐层深入的。如

果模块间的衔接过为生硬，就会

出现思维断层。

心之所向，愿素履之往。

展望

“素履之往”，是著名作家

木心先生散文集的题目。先生一

生一直无惧世间纷扰，踽踽行于

自 己 心 之 所 向 的 诗 意 与 哲 理 之

间。

最终课堂达到的效果有：“读”串联起各个板

块；课外拓展得到升华；“共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与理解。课后反思，我也存在以下的问题：内容安排

得过满；模块之间的衔接不够自然；语速控制不当。

针对以上问题，我有一些思考。

朝朝暮暮，基本功训练须“朝暮”

重构课堂，我会这样讲《鹊桥仙》

本课我以“读”为线索，划分了四个教学模块：

读准字音，读清诗歌，读透探究，读深情感。四个模

块由浅入深，理解诗人秦观独特的爱情观，引发“共

情”，在现实中如何与父母、同学和谐相处。

十二月是我学习成长最快的一个月。伴随着课赛

的开展，我以高一语文必修上册的课文《鹊桥仙》进

行课堂展示，从听课者变为课堂设计者，是思考到实

践的跨越，也是对九月份以来培训学习的一次总结。

基于以上认知与思考，我会这样重构课堂：第

一，课前准备导学案，包括作者简介及写作背景，安

排学生早读时熟读；第二，在文本解读之后，主要探

究：“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何被

评价“化腐朽为神奇”，通过对比鉴赏其他七夕节的

诗歌并引入舒婷的《致橡树》，对比感知。 

这一次课赛，我明白了一堂好课需要目标明晰，

内容完善，

语言凝炼，

学生参与，

教师主导；

其次，任务

可以驱动目

标的实现，

分解教学目

标为步骤，

每一步骤包

含任务，完

成任务就是

一个学习的

过程，是知识的增加，能力的提升，最终达到目标的

实现。

纤云弄巧，课堂构思亦在“巧”

从选题到教学设计，是一个整合与打磨的过程。

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的设置需要依据学情进行准确

定位，知识板块衔接和课堂时间分配需要综合考量。

这里特别感谢导师的指导，让我从中学到很多教学知

识与技能。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课堂

语言需要做到简洁精炼；整合内容需要突出重难点，

详略得当；教学板块衔接需要自然且环环相扣；具备

同理心：学会情绪自控、换位思考、倾听及尊重。在

讲课过程中，不断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的主导

地位。

在今后的培训学习，我会更加注重自身能力的锻

炼，向优秀教师学习，向身边到同伴学习，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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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得”，简单来说就是从他人

处获取的经验和教训。这次课堂展示活动，

要求大家跨学科听课、评课，这给了大家不

同的视角去审视课堂活动，确实也学到了很

多。比如数学学科板书的设计和生成方面，

每一步推算步骤的设计，重点步骤的批注、

思路的生成，都需要精心设计。

“自知”主要来自于两方面。首先以他

人为镜，知自己。每一位语文老师的课前准

备都非常认真，这是需要我们始终坚持的。

而对于学情的考量、课堂的具体生成、教学

语言的优化等方面，更值得我们去仔细推

敲。因本次课堂展示活动的特殊性，每一位

老师所面对的教学对象是教师，在学情和课

堂生成方面，是最需要去考量的。真实的课

堂实践中，我们会发现课堂目标的达成并非

那么容易，学生的思维也不一定能跟上课堂

节奏，而这就需要我们在课堂设计方面多下

功夫。比如课堂预设，提前充分了解学情、

解析文本。设计符合学情的教学活动，穿插

有意义的视频、音频辅助，发挥所引用材料

的最大效用等方面。（一）他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除此之外就是有关教学逻辑部分。毕竟

学科性质决定了教学特点，在理科学科教学

中，每一个知识点之间的衔接，教学活动的

设计，都需要考虑具体的学情、学生的思维

发展等问题。教师们给出的意见大多是认真

批改且分析作业，多做教辅资料等，这些技

巧放到文科学科上同样适用，具体我将从

“自知”方面谈起。 

（二）自知：悟从疑得，乐自苦生

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更是一门很深的

学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我想以这句诗勉励我们这一群初生牛犊。正如一

位指导教师所言：奔涌吧！后浪们！

12月份我们迎来了重要的考核项目：课

堂展示，收获颇多！特将感受写于此，与各

位分享一二。

“自知”的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审视。由

于我的指导老师请假，由董老师亲自点评。

我 所 讲 的 是 高 一 学 段 的 古 诗 《 涉 江 采 芙

蓉》，在准备过程中，对于文本的情感解读

颇为纠结。董老师在点评时提出可将情感的

解读升华为“思乡”这个一个亘古不变的话

题，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确实对于“思

乡”这一人类共通且长存的情感来说，更能

引发学生的共鸣，也能多角度拓展课堂的深

度和广度。在语文学科素养中有“文化素

养”这一要求，我想这一要求的本意就是要

求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过去、

现在、未来产生共情。这也提醒了我，今后

对于文本解读方面，大可把视野放远，把角

度放宽。另外，董老师还提出了有关“讲练

结合”部分，这也体现了我对于考情、学情

考虑的不足之处。一堂高效率的课堂，贴切

且适当的习题链接和讲解是必要的。除此之

外，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衔接，讲解的节奏的

把握，过渡语言的设置等这些更为细枝末节

处，都需要仔细打磨。

另外，相对枯燥的物理、化学课，老师

们也讲的很有趣。通过各种实验、教师幽默

风趣的教学语言，充分调动课堂气氛。这也

给我很大的启示，作为一名文科教师，所教

内容大都丰富多彩、风格多样，如果讲得枯

燥乏味，又或是千篇一律，难以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心之所向  素履之往纸上得来
绝知此事终觉浅终觉浅 要躬行要躬行

呈贡区跟岗研修教师  杨紫莹

呈贡区跟岗研修教师  卢鑫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