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课堂

“唱”“演”“讲”，原来数学可以这样学

红故事这样入脑入心

6月13日，延安实验中学高一数学
组举行了数学才艺大赛，同学们以唱
数学歌曲、演数学话剧、讲数学故事等
不同方式展示自己对数学的热爱。

“数学是一种神秘的学科，他生在
古巴比伦，几何在我们的生活，代数把
几何变清晰……”在唱数学歌曲环节，
高一（1）班的歌曲《新数学》，将林俊杰

的《新地球》完全数学化，创意十足。
高一（12）班一曲改编的《年轮》，让大
家在歌声中感受几何的美妙。高一
（14）班改编的《青花瓷》，带着大家在
欢快的曲调中学习三角函数，掀起全
场高潮。

形式不同的数学话剧则带着大
家感受了不同的数学情感。由奇点
数学社团带来的话剧《大数传奇——
纳皮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数学家
纳皮尔传奇的人生经历。高一（3）班
学生的话剧《文森特·多布林》向我们
展示了天才数学家文森特·多布林的
数学天赋。高一（9）班的话剧《刘徽
割圆术》则让大家看到了我国著名数
学家刘徽传奇的研究经历。高一（2）
班的话剧《解析几何》、高一（10）班的
话剧《笛卡尔》向大家展示了解析几
何的创立过程。高一（8）班和高一
（11）班的话剧《高斯的成长》让大家
看到了数学家高斯从少年到成名的
一路历程。一个个话剧，展示的不仅
仅是数学家的故事，更让大家感受到

了数学家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和至
真至诚的爱国热情。

除了将数学家的故事演出来，完
整得将精彩的数学故事讲给大家听，
也是领略数学文化的途径。由高一
（5）班带来的数学故事《祖冲之》，高一
（6）班的故事《笛卡尔》、高一（1）班的
故事《欧几里得》、高一（14）班的故事
《丘成桐》以及高一（13）班的故事《高
斯》，一个个数学家的成长及研究的故
事无不鼓励着学生们坚持不懈、为自
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经过三个小时数学文化的熏陶，
本次数学才艺比赛的结果出炉了。大
赛共评出一等奖二名、二等奖三名、三
等奖四名以及五名优秀奖。

伴随着孩子们的热情参与和积极
探索，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的数学才艺
大赛圆满结束。希望同学们在数学活
动中体验数学之趣，更能从中发现数
学之美，感受数学之魂，让数学核心素
养落地生根。

（记者 贺卓）

“双减”之下，劳动教育的春风吹进
了甘泉县第四小学的校园。近日，在劳
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一个个化身为
小农夫，为小菜苗小心翼翼地浇水，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热闹景象。

“三一中队的少先队员们，今天
下午，我们到劳动实践基地上一节劳
动实践课程。我们的课程的主要内
容就是给我们所种植的蔬菜进行除
草……”走进甘泉县第四小学的劳动
实践基地，劳动老师聂太艳正在给同
学们现场讲解蔬菜除草的要领，同学
们有的拿着耙子、有的拿着水桶，听
得十分仔细。结束课前讲解后，同学
们便有模有样的开始实践，有的拔
草、有的浇水，忙得不亦乐乎。

自从去年学校开辟了这块占地
1800多平方米具有规模效应的劳动实
践基地，学生们每周都会在基地里上1

节劳动实践课，主要以种植蔬菜为主。
“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菜能够茁

壮成长，我心里会有成就感。同时也
体会到了种菜的艰辛。”

“今后我会把不浪费粮食落实到
生活中的每一个行动中去，做好光盘
行动，不浪费每一颗粮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片蔬菜种植
基地，不仅让孩子们体会到了粮食的
来之不易。也为校本课程提供了“鲜
活”的教材：语文课到基地观察、了解
大自然；数学课去学丈量，去体验；科
学课可以识别植物，丰富课堂生活。
各班主题班会活动还能根据选择内
容，由课堂移植到了劳动实践基地。
同学们通过躬耕，深谙劳动真义，享受
到实践乐趣、获得幸福成长、懂得常怀
感恩。 （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过得硬的连队，过得硬的兵，过
得硬的思想红彤彤，过得硬的子弹长
着眼，过得硬的刺刀血染红……”6月
14日，伴着嘹亮的歌声，延安实验小
学和宝塔区第二中学的一群少年在
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武警延安支队机
动大队参加国防教育实践活动。

“立正——向右看齐！……”少
年们根据军训的要求，抬头挺胸地坐
在小板凳上，认真观看部队官兵的队
列队形、擒敌拳、特种战术等演示。
这些动作平常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
到，今天近距离观看，大家非常震撼，
激动得报以热烈的掌声。

整理内务环节也是让孩子们目
瞪口呆。亲眼看着官兵把被子叠成
豆腐块，水杯摆成一条线，他们从心
里对“整齐”有了更具体的认知。

最激动的是与反恐特战装备零
距离接触。瞧！见到各种弓弩、枪
支，同学们早已按捺不住，争先恐后
地在官兵的引导下，体验瞄准、射击。

这是我市开展的军事教官进校
园试点工作的内容之一。除了让孩
子们走进军营参观体验，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还选用部队转业待安置士官，
在延安实验小学、宝塔区第二中学、
新区外国语学校 3所学校担任教官，
利用课间操时间义务开展国防教育、
队列训练、内务整理等军事训练，旨
在把军人的优良传统有机融入到学
校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中，培养中小学
生爱党爱国爱军情怀和吃苦耐劳等
优秀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军梦、强国梦打好基础。

（记者 樊江江）

“讲好红色故事，弘扬延安精神”，清华附中延安
学校初中部的一次演讲比赛，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
红色故事会，让学生们通过讲故事、听故事，把延安
精神根植于心。

C2101班的刘宛凝为大家带来的是《虽死犹生
的人民英雄——谢子长》的故事，她在台上短短的几
分钟内，让我们对人民英雄谢子长同志的一生有了
了解。谢子长同志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他身
体力行地为我们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担当与责任。他
一生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国人民的幸福
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提起“为人民服务”这句名言，全国人民基本上
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于“为人民服务”的主
人公张思德同志的生平却知之甚少。C2109班的党
宇泽同学为大家带来了《张思德生平事迹之苦难童
年》。张思德不满周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年幼的张思
德喝不到奶水，只能依靠家里借来的一点谷米，捣碎
熬成糊当奶。也正因为如此，张思德有一个乳名叫

“谷娃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12岁时就给地主
放牛、割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锻炼了张思
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秀品格。

还有C2104班王子鹏同学演讲的《一袋干粮》，
C2105班朱珂儿同学演讲的《兄妹开荒》，C2106班张
文悦同学演讲的《夏明翰家书》，C2110班任宇洋同
学演讲的《鸡毛信的故事》……一场演讲比赛，让一
个个生动的红色故事，在学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黄土堆砌的延安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孕育了振奋人心，激
扬斗志的延安精神。今后，我们还会举办关于延安
精神的知识竞赛，让孩子们真正去了解延安故事，去
学习延安精神。”初一年级组长曹心怡老师说。

（记者 贺卓）

不知从何时起，原本开朗大方的我变得腼腆害
羞，见人不爱打招呼总想绕着走，学校活动不愿甘
心只当观众。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个声
音在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只有敢于
争取才能成为真正的主角。

前不久，学校举行艺术节。对我来说，这次艺
术节应该是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大型活动，我特别期
待自己能站上舞台，让自己成为主角。于是我参加
了器乐竖笛演奏《龙的传人》。

准备的过程艰辛而充实。从手指动作到按孔
姿势，从吹奏气息到音准节奏，负责人白老师指导
大家不断训练纠正。为了追求乐曲的表现力和感
染力，晚上睡觉前我还在网络上搜索名家演奏，模
仿感悟。一首乐曲，反反复复练习了无数遍。倦怠
厌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白老师的话：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我耐住寂寞继续苦练，经过与队友们
几周的刻苦排练和不断磨合，我们吹奏得节奏整
齐、指法灵活、悦耳动听。

演出当天，我担心自己在表演中有失误，独自
坐在看台等候区反复回忆曲谱和节奏。身旁一位
低年级的妹妹第一次参加学校活动，满脸紧张，手
心里全是汗。我挪到她跟前，轻声鼓励她：小妹妹，
你好厉害呀，姐姐六年级才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表
演，看来要被你这朵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了。说完，
学妹笑出了声，气氛变得缓和，我的心里也感到轻
松不少。

终于轮到我们上台了，队友们用眼神互相打
气，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配乐缓缓响
起，我们举起竖笛开始演奏。悠扬动听的旋律，就
像春风拂面，拨动着在场师生的心弦，又如阳光和
雨露，滋润着大家的心田。

舞台下，不断传来阵阵掌声，我们的精彩表演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次活动让我坚信：每个人都可以做主角，关
键在于自己要坚定信念、勇敢去追，用不屈的毅力
和不懈的努力铸就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做夜空中
最闪亮的星。

（延安实验小学六年级（10）班 孟夕涵 指导教
师 兰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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