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趣味

每位儿童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
们充满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喜欢动
手操作和发现。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
亚杰曾说过，儿童就是“科学家”。孩子
们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总有问不
完的问题，而神奇有趣的科学现象最能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科学小实验不仅能帮助孩子们理解
一些简单的科学现象和知识，还能提高
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让我们来看看
清华附中延安学校三年级（6）班的孩子
们是怎样“玩转”科学的吧。

王嘉慧同学做了一个悬浮鸡蛋的小
实验。“首先，我们加足够多的盐溶解在
水里，让鸡蛋浮上水面，然后小心地向杯
子里倒入自来水，注意尽量不要让两种
水混合，然后就可以看到鸡蛋悬浮在了
水中。”这是为什么呢？

王嘉慧说，因为盐水的密度比自来
水大，所以自来水停留在杯子的上部。
只是在自来水与盐水的交界处，两种液
体会有所混合，鸡蛋就悬浮在这两种液
体的混合处。因为盐水的密度比鸡蛋

大，所以鸡蛋就浮在盐水上；但因为鸡蛋
的密度比自来水大，所以鸡蛋就沉在自
来水下方。

张子洋同学做了一个瓶子吹气球的
实验，他把白醋倒入空瓶子中，再用漏斗
把 2~3勺的小苏打倒进气球里面，再把
气球套在瓶口，把气球里的小苏打倒进
瓶子里的白醋中，最后，瓶子里产生的气
体把气球吹起来了。

这是因为两种物体发生了化学反
应，产生了二氧化碳气体。小苏打是碳酸
氢钠，醋里有醋酸，两种物体溶合在一起，
就生成了二氧化碳，就可以把气球给吹起
来。

还有的同学实践了法老蛇、彩虹雨、
牛奶动画、反冲小车等实验，实验活动不
仅能调动学生学科学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并且能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
能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使
学生的大脑得到开发，促进其思维能力
的提高，激发学生对科学活动的兴趣和
探索。

（记者 贺卓）

小小“科学家”的奇思妙想

● 张子洋做瓶子吹气球实验● 洛静瑶做牛奶动画实验

成长课堂

“布堆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补丁艺术，是我
们延安市延川县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生活、
代代相传。

延川布堆画源自广泛流行于当地民间的拨花，
原为枕头顶、裹肚、鞋面、垫肩、钱包、烟袋包上的装
饰物。其创作材料为棉纺织土布，染以青、赤、黄、
白、黑诸色，以民间传说、戏剧人物、民俗生活、花鸟
禽兽为题材，运用纯民间的复合造型法，进行贴块、
拼接、镶花、堆叠、缝合，制作出极具特色的图案。画
面大多夸张变形、意象生动、想象奇特、堪称陕西一
绝。

本期，我们跟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羊
肚肚”手工课堂，一起来学——布堆画。

准备材料：
废旧布料、卡纸、彩铅、勾线笔、白色油漆笔、金

色油漆笔、白乳胶、剪刀、美工刀。
制作步骤：
1.用铅笔起形，剪出外轮廓，并将身体和头部分

别剪开备用。
2.在黑布上画出略大于纸片的轮廓线，并将黑

布上的图案剪下来备用。
3.再用黄色布料剪出和纸片大小相同的图案。
4.用小刀和剪刀抠出老虎的五官，把剪下来的

五官图形画在布料上。
5.依次用布料剪下面部所需图形备用，用白乳

胶将头部进行堆叠粘贴。
6.白色油漆笔进行添画装饰，彩铅画出胡须部

分。
7.将身体部分依次堆叠粘贴到一起，红色布料

粘在硬纸板上当背景，将身体和头部拼贴到背板上。
8.将剪好的纹样进行堆叠粘贴，勾线笔画出脚趾

和尾巴花纹，最后用金色油漆笔添画装饰就完成了。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么？赶快开始制作一幅漂

亮的布堆画吧！

神奇的布堆画，你也可以做

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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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

四年前，徐焕老师从甘泉高级中学
来到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中。对于
延职附中来说，这可是获得了一名得力
干将。

其实在原单位，徐老师已经是荣
誉加身了，什么教学能手、优秀班主
任、先进个人……一时半会都说不
完。十五年时间里，她带了八届高三，
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她的教学能力和
敬业精神了。

但，在新的学校，将近半年多的时
间，徐老师体验了深深的不易和挫败。

多数人以为，高中能教好，教初
中易如反掌。但实际上，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的变化，都带来
了艰难的挑战。

身边的同事们工作都很拼，徐老师
更努力，但一个学期下来，一看成绩，徐
老师傻眼了。她所带班级的成绩在自
己看来简直惨不忍睹，这个结果深深地
刺痛了她。

徐老师所能做的，就是更努力、更
投入。

一天晚自习，徐老师照常给几个基
础薄弱的孩子辅导作业，为了不影响其
他学生自习，她就站在教室门外小声讲
解。

谁知道教室里不时传来哄笑声。进
去一看，一个学生在玩一个三岁小孩才
玩的玩具小汽车，徐老师气坏了，一向和
善的她从教以来第一次狠狠批评了这个

学生。
她气愤孩子们不珍惜时间，没有吃

苦的韧劲儿，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更
气愤孩子们把老师的宽容当成了放纵。

回到办公室，徐老师坐在座位上哭
了一场。曾经自己在原单位还算个人
物，到了这里从零开始，百般努力却还是
拖了团队的后腿，辜负了学校的期望。

她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
能力，怀疑自己的职业，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当时来延职附中的选择。

现实的困难，心理的落差，都在不
断挑战着的她的耐心和承受力。

尽管不甘心，但第二天上班时，徐
老师还是准备了一点小零食。身为老
师，却怀着一颗慈母之心的她，有些心
疼昨晚受批评的那个孩子。

可徐老师刚进办公室就发现了一
张小纸条，是那个孩子的致歉书，尽管
语言稚嫩，但态度诚恳，一下子触动了
她的泪点。

面对这样的学生，加上自身强烈的

职业道德感和使命感，还有什么困难不
敢去挑战呢？徐老师再一次收拾心情，
她利用课余时间研究了四十多套中考
数学题，全面把握教材和课标。把热情
献给讲台，把更多爱心和耐心留给学
生。

时间的玫瑰开始悄然开放，渐渐
地，徐老师变成了领导信任、同事好评、
学生喜欢的老师，各种荣誉和奖励又开
始像雪花一样向她飘来。

上学期疫情期间，她看到住校的孩
子们两三个周都回不了家，每次上班时
她就带点小糖果小零食，希望能缓解孩
子们想家的心情。

看到住校生们的校服脏了，就分批
拿回家帮孩子们洗好，还把校服上的破
洞分别给补上，当孩子们穿上干净的校
服时，高兴地抱住了老师，那个被批评
过的孩子，扑到徐老师怀里哭了。

教室里、师生间，就是这样没有隔
阂，只有爱的暖流。

对了，顺便补充下，后来这个受批
评的孩子学习态度转变很大，成绩明显
进步，还成了老师的得力小助手，担任
数学课代表。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也
都在稳步提升。

延职附中的老师们常说一句话：在
附中，在福中。

“福”从何来？“福”从每个人的心血
和汗水中结晶。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中教师 王丹）

幸福都是“自找的”
成长助力

课文拍成纪录片
一定要看！

大语文时代，语文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可是怎样学好语文？许多孩子甚至家长都很茫
然。一个重磅好消息是，央视把几百篇课文拍成
了纪录片，这个暑假一定和孩子一起看看，一起随
着央视的这部纪录片，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感
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部纪录片，就是
CCTV-10科教频道推出的大语文纪录片《跟着书
本去旅行》。

《跟着书本去旅行》是一档体验式文化教育节
目。节目以中小学课本或经典名著为线索，在“读
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走近文化古迹、实地
实景讲故事、身临其境受教育，触摸历史、感知文
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每一期不仅有资深文化学者作全程细致的
讲解，给孩子们进行答疑解惑，还有在线网友一
起云旅行，互动问答。纪录片通过读文、走访、体
验，让孩子们身处实地，触摸历史沧桑的遗迹，倾
听作者背后的家国情怀。

每一集的时长就 20分钟左右，没有观赏疲
劳，目前已经更新了几百集，还在持续更新中，看
完后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非常适合和
孩子一起看，绝对收获满满！

以中小学课本或经典名著为线索
触摸历史、感知人文底蕴

纪录片每一集都是从一篇课文开始的。孩子
们读完课文后，主持人会引导孩子们对课文提出
问题。紧接着，带着孩子们去实地探访与课文相
关的地方，尝试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比如在杜甫的诗词中，曾多次提到成都的风
雨。一场春雨让经历过旱灾的杜甫内心充满了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喜悦；一场秋雨又让
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呼喊。两场夜雨，为何带给杜甫截然不同的
感受？

那么请你跟随镜头的视角，来到成都的杜甫
草堂，让孩子们实地体会杜甫在成都生活的情景。

写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时候，杜甫
才经历了北方的旱灾，历经艰辛，终于在成都有了
片刻安宁的生活。成都是个多雨的城市，有着天
府之国的美誉，孩子在屋前的浣花溪游泳，杜甫在
这里植树、作诗、看竹，生活过得“美滋滋”，心境自
然开朗。而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时候，是因
为风雨交加。

在这里，节目组带着孩子们按照古代的方法
尝试扎茅屋，体会了一把辛苦做好的房子一朝被
毁的心酸。

不光是历史文化知识
还有科学常识

小学三年级有一篇课文《卢沟桥》，课文中说
它“设计科学”，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呢？《走近卢沟
桥——科技之桥》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节目中详细分析了卢沟桥特别的建筑工艺。
比如，桥梁中运用的“铁柱穿石法”让桥受力均匀，
更加坚固，有效防止桥基下沉。这就是这座有
800多年历史、饱经沧桑的古桥依旧坚固如新的
原因。

然而，即便这样解释，孩子们依然会觉得很
抽象，所以节目组请到的专家还做了几个简单
的小实验，为孩子们解释了其中的科学原理。
很多人常常问，大语文让孩子学的到底是什
么？这则纪录片可以掷地有声地告诉你——

“这就是大语文”！

体系丰富，海量内容
学者、学霸纷纷助阵

节目中请了不少专家，以全新的阅读视角，为
同学们剖析经典名篇，让他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作
品以外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比如大家熟悉的诗
词大会的康震老师和蒙曼老师。

此外，这个纪录片用到了超前的“云技能”，
5G+移动外拍+虚拟植入+实时数据展示等全新的
纪录片模式，不愧是央视手笔！这种特别的知识
灌输方式打破了我们对空间维度的常规认知，户
外实景中飞入虚拟立体化屏幕，带来了特别强大
的视觉震撼。

最棒的是节目的互动性，专家、学者、领队、孩
子们，没有人是刻意的说教，每个人都在用心感受
与体会，课本中的山川大河、故事名人，原来就在
我们身边。

这个暑假，强烈推荐中小学生和家长朋友们，
观看央视的《跟着书本去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