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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讯（全媒体记者 纪闻路 通讯员 吕林林）“枇杷
一树碧云斜，结子繁黄胜似花。”每年初夏时节，北门小学校园
内金灿灿的枇杷挂满枝头，像一颗颗小巧玲珑的黄金点缀在绿
叶之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日，济宁市北门里中心
小学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枇杷采摘活动，师生共摘共品
枇杷，一起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悟劳动价值。

在采摘现场，师生围拢在枇杷树下，有的负责采摘，有的负
责捡拾，还有的负责将采摘下来的枇杷装进袋子里，大家分工
明确，配合默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采摘结束后，学校
组织师生们一起分享了劳动果实。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采摘
的枇杷，那香甜的滋味在口中散开，令人回味无穷。

“共品枇杷”活动在北门小学已坚持多年，一枚枚果实承载
着学校和老师对同学们的深深祝福，希望同学们如枇杷一样，
寒冬开花，夏日收获，在北门小学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并结出
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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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允 通讯员 尚海燕 王艳虹

当传统节日端午遇上欢乐六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
宴在济宁杂技城—蓼河大剧院璀璨上演。5月31日，由众鑫
合（济宁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海燕艺术工作室联合打造的
魔幻杂技剧《魔幻小丑嘉年华》在济宁市杂技城震撼开演，为济
宁市民带来了一场融合杂技、魔术与喜剧的视听狂欢，吸引了
近600名家长与孩子观看。

传统与童趣碰撞 双节同庆亮点纷呈

本次活动以“传承文化·欢乐童年”为主题，巧妙地将传统
节日的文化底蕴与儿童节的活泼氛围相结合。演出前，主办方
在剧院大厅设置了亲子互动体验区，既能让观众现场感受传统
文化魅力，又为观演预热欢乐气氛。

魔幻杂技燃爆全场 小丑艺术惊艳亮相

《魔幻小丑嘉年华》以经典小丑形象为主线，通过高难度杂
技、奇幻魔术和即兴喜剧表演，打造了一场沉浸式魔幻之旅。
演员们身着炫彩服饰，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幽默互动引爆全
场：滑稽杂耍逗趣横生、近景魔术神秘莫测，更有巨型气球玩偶
与观众零距离互动，将现场变成欢乐海洋。

教育+艺术 跨界合作赋能成长

众鑫合教育负责人表示：“此次与海燕艺术工作室的合作，
旨在通过艺术形式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教育突破课
堂边界。”海燕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尚海燕老师则强调：“杂技
剧不仅是技艺展示，更是传递快乐与勇气的载体。希望孩子们
在欢笑中收获自信与团队精神。”

据悉，本次演出票款的部分收入将捐赠给本地儿童公益项
目，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结束后，不少家长感慨：“这是给
孩子最有意义的节日礼物，既能开阔眼界，又埋下了艺术启蒙
的种子。”

双节同庆 魔幻盛宴
——众鑫合教育与海燕艺术工作室

联袂呈现《魔幻小丑嘉年华》燃爆济宁

6月4日，嘉祥县金屯镇中心幼儿园开展“童心拾麦穗
劳动促成长”主题体验活动，组织大班师生走进田间，捡拾
散落的麦穗，以亲身体验教育孩子们热爱劳动、热爱农民、
珍惜劳动成果。 ■通讯员 王友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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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 秘天昊

图书馆的闭馆铃响时，整栋楼的脚步声就像撒
了把黄豆，哗啦啦滚下楼梯。我总落在最后，走廊尽
头的白炽灯忽明忽暗，把影子拉得像条细长的海带。

出了门才发现下雨了，不大，却把石板路洇得
发亮。宿舍楼在八百米外，我撑着伞往回走，路灯
在雨里晕开一圈圈橙黄的光晕，像谁把月亮切成了
碎片，丢在路两旁。雨越下越密，伞沿滴下来的水
打湿了裤脚。

路过食堂侧门时，透过玻璃门看见夜宵窗口还
亮着灯，掀开门帘走进去，白胖的包子在蒸笼里冒
热气，卖粥的阿姨正往保温桶里倒黑米粥，勺柄碰
撞桶壁的“叮叮”声隔着雨幕传出来。突然想起军
训时的夜晚，我们总挤在窗口买煎饼果子，感觉大
叔在铁板上磕鸡蛋的“滋啦”声能盖过整队的口
号。隔着玻璃看去，大叔正在收拾铁板，上面的油
渍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他忽然抬头看见我，隔着雾
气挥了挥手，围裙上还沾着今早的葱花。

快到宿舍楼下时，看见室友阿雯举着伞站在路
灯下，手里晃着保温杯：“给你泡了姜茶，刚才看你
在图书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灯坏了还在啃《现代
汉语》呢。”路灯的光透过她的伞面，在地上投出个
晃动的光斑。我忽然想起白天在课本里读到的“夜
雨剪春韭”，此刻这杯姜茶的温度，和诗里的暖意竟
隔着千年撞了个满怀。

回宿舍后趴在窗台上擦头发，看见路灯下还有零
星的人影：穿汉服的姑娘抱着笔记本跑过，裙摆沾了
雨水；一对情侣共撑一把伞，男生把书包顶在女友头
上挡雨。远处的水果店还亮着灯，阿姨的影子在墙上
忽大忽小。雨还在下，路灯的光却把这些影子都揉成
了暖色，像谁在黑夜里点了一把不会熄灭的火。

其实每个晚自习后的夜路都差不多，湿冷的风、摇
晃的路灯、裤脚上的泥点，但总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就像今天擦姜茶杯底时发现的：杯壁上凝着的水珠，正
顺着杯身刻的“学而不厌”四个字往下淌，每滴都落得很
轻，却在心里砸出了回声。 （指导老师：张雅靖）

晚自习后的路灯

家校社 育人协
同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柳
通讯员 杨振文

目前，济宁市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简称中考）已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此时
如何备考效率最佳？本报记者采访了济宁
市第十五中学的教学名师，请他们为中考
生最后冲刺阶段复习支招。

语文 :精准发力高效备考

“大家往往认为语文提成绩很慢，其
实不然，只要掌握科学高效的备考方法，
就能在有限时间内实现较大突破。”济宁
市第十五中学文体校区语文备课组长崔
中静表示，今年中考语文是我市首次参与
山东省统考，考生可多关注历年山东省统
考真题，注意避开选择题中“望文生义”

“张冠李戴”等常见陷阱：主观题用“踩点
得分法”规范答案表述，让答案尽可能要
点完整、逻辑清晰。

崔中静建议，考生要有针对性地对古
诗文、阅读、写作等多个板块内容进行复
习。古诗文方面，要注意考前的背诵和默
写，可整理高频文言词汇“通关手册”，结合
课文原句理解词义，确保文言文翻译、默写
零失误；阅读方面，可每日完成“1篇实用类
文本+1篇文学类文本”限时训练（30分钟
内完成），总结“人物形象分析”“段落作用”
等高频题型的标准答题模板；写作方面，可
构建“个人成长、家国情怀、社会热点”三大
素材库，练习“总分总+小标题”等亮眼结
构，让作文既有深度又有辨识度。

此外，崔中静提到，我市中考语文纳入
山东省统考后，越发强调情境化试题，即以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 ：查缺补漏巩固基础

针对数学科目的备考，济宁市第十五
中学文体校区数学备课组长王迁表示，真
题是最好的模拟题，考生可研究近几年山
东省中考真题，限时模拟，训练时间分配能
力和应试状态，也可根据自身薄弱环节进
行专题突破，总结常见的解题思路、方法和
技巧。

王迁建议，在最后冲刺阶段，考生应注
意查缺补漏，梳理归纳知识点使其结构化、
系统化。建立高质量的错题本，重点记录
知识性错误、方法性错误、能力性错误、典
型题、易错题、好题，并定期翻看。反复错
的题要重点攻克，直到彻底掌握。对反复
出错的知识点，要回归课本和基础，重新学
习巩固。

“数学试题万变不离其宗，其中，‘宗’
就是教材基础知识。”王迁说。在答题方
面，王迁表示，考生应熟悉考试流程，认真
审题，抓住答题关键词；规范答题，注重解
答过程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合理分配答题
时间，做到心中有数。

英语 ：掌握答题技巧以不变应万变

“中考越来越近，考生应充分利用最后的
复习时间，夯实基础，高效备考。”济宁市第十
五中学文体校区英语备课组长姬云飞说。

“听力题是英语考试中首先遇到的题
型，建议考生每天抽15分钟精听真题，圈
画关键词，训练‘听前预判题目、听中抓核

心信息、听后检查答案’的能力。”不仅是听
力题，各类题型都有答题技巧，姬云飞举例
道，中考英语阅读理解题大部分是“细节
题”，其中，解答主旨大意题时，要抓首段尾
段和每段首句，归纳核心主题；解答细节理
解题时，要用题干关键词定位原文，对比选
项与原文表述；解答词义猜测题时，要通过
上下文逻辑或词根词缀推测词义；解答推
理判断题时，要忠于原文细节，不主观臆
断，关注作者情感色彩词。

在写作方面，姬云飞建议考生收集整
理万能范文，如成长类、环保类、情感类；背
诵经典句型和优秀范文；考前进行限时仿
写，熟练套用模版与高级表达，让作文逻辑
清晰、亮点突出。

道德与法治 ：熟读课本构建完整知识体系

“中考道德与法治的题型结构一般分
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类。在复习中，考
生首先要熟练掌握教材核心考点，构建完
整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够准确运用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减少失分。”济宁市第十
五中学文体校区道德与法治备课组长董昌
逢说，考生要重点关注2024至2025年重
大事件中科技类、法律类、会议类等热点，
同时链接教材知识点，多角度分析问题。

董昌逢建议考生在考前进行全真模拟
题练习，模拟中考环境，提升考生的应试能
力，并进行针对性补弱。重点模拟题尽量
整时间段做，标划出做题过程中不清楚不
明白的地方，在看答案解析时对比自己和
标准答案的思路，并在旁边标注好反思，遇
到同类型题目再次翻看反思，纠正解题中
的误区。

物理 ：深耕课本精准冲刺

“课本是知识之源，回顾课本，把涉及的
每个概念和公式重新梳理一遍，把课本上的
知识点逐个过关，边看边在纸上划重点。对
重要的概念、公式、规律、方法进行归纳和总
结，建立每一章知识之间的联系。”济宁市第
十五中学文体校区物理备课组长杨清亮说。

模拟是物理中考复习的重要方法和必
要手段。杨清亮建议，考生可根据自己的
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补齐短板。利用
济宁历年真题进行实战模拟，在演练中提
升学科思维能力、读题审题能力、规范答题
能力、限时解题能力，保持做题手感，在训
练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做题节奏。另外，
分析错题可以有效帮助考生提高复习效
率、巩固复习成果，反思失败教训，及时发
现和修补漏洞，提升自信心。

化学 ：利用真题模拟错题本“靶向治疗”

“真题模拟是全面考察考生能力的一
种方式，既能反映出考生的薄弱点，也能训
练答题技巧和应试心态。”济宁市第十五中
学文体校区化学备课组长刘峰在谈到冲刺
阶段如何复习时表示，发现薄弱点后，考生
可进行针对性地强化学习。

刘峰建议考生在考前有效回扣课本，把
对应的实验或概念进行深入梳理，查缺补
漏。“在考前可进行错题整理和分析，对于失
分原因深刻反思，把错题反映出的对应知识
点进行归类，理解记忆，再完成对应的变式练
习，尽力避免重复性的错误。”刘峰说，利用错
题本“靶向治疗”是比较高效的提升方式。

中考倒计时，如何有效冲刺？
名师送上“备考攻略”

■通讯员 翟汉卿

鱼台县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
分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主渠道、主阵地作
用，践行“三全育人”理念，整合学校、家庭和
社区资源，通过“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
堂”破解传统教育中家校社衔接不足、实践
育人薄弱的问题，形成了县域特色协同育人
新路径。

多元合力筑牢根基。建立健全机制。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县教
体局成立了党组书记任组长的家校社协同
育人领导小组，建立月调度制度，统筹推进

“教联体”建设工作。挖掘社区潜力。教体
局与各社区共建“15分钟教育圈”，整合党
群服务中心、邻里中心等资源，开发了红色

教育、传统文化等主题课程，铸牢学生思想
根基；聘请老党员、非遗传承人、孝贤儿媳等
校外力量为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打造中
小学一体化“校内+校外”双师课堂。开门
办思政课。用好社会大资源、激发社会大能
量，将社会大课堂的多元资源和广袤场域延
伸进思政小课堂，让历史文化馆、革命纪念
馆、红色遗址、思政教育基地等成为学生培
根铸魂的校外思政课堂，着力培养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创新“三课融合”模式。开发校本课
程。鱼台县地处微山湖西岸，运河文化、湖
西红色文化、渔湖文化等独具特色，“五里三
贤”“芦衣顺母”的故事历久弥新，鱼台县充
分挖掘其思政元素，并融入思政教学。结合
县域特色开发《运河小导游》《红色故事会》

《杞柳技艺》《葫芦烙画》等校本课程，增强文
化自信。打造实践课程。带领学生走出校
园、走进社会，将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相结
合，积极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研学游、志愿
服务、非遗文化传承、思政课进社区、劳动体
验、田间课堂等实践活动，丰富学生实践场
景，搭建起家校社育人桥梁。学科融合课
程。践行教育家精神，开展师德师风宣讲，
做“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推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到全县16
所城乡学校开展跨学科主题教研活动23
次，提高教师思政素养；搭建网络“云课堂”，
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家庭教育微课和资源，
举办线上讲座28次，校内设立家长“心语信
箱”40个，为家校共育实现闭环服务。

精准服务实践育人。主动对接，构建全

环境育人新格局，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
滴灌”，针对留守儿童实施“彩虹关爱计划”，
建立动态档案，做到一生一档，开展“周末陪
伴课堂”等关爱行动，实现育人进阶。县第
二实验小学利用寒假时间，在观鱼社区开展
了“关爱留守儿童 共育时代新人”活动。根
据家长需求量体裁衣，结合学生成长规律，
开设“家长学校”，提供习惯养成、亲子沟通、
家庭教育等课程，覆盖家长达1万余人次。
联合县医院共建“医教融合”绿色通道，完善
了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组织学生担任“垃圾
分类宣传员”“文明交通劝导员”“雷锋精神
传承员”等，强化学生责任担当和主人翁意
识，在“知情意行”的过程中，启发学生探求
思想本真，由内在认知转化为外在行为，达
到启智润心、育美化人的教学效果。

鱼台县

齐心协力育新人 共筑思政同心圆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纪闻路
通讯员 李娜

近日，济宁市实验小学荣膺第三届
“全国文明校园”称号，这是对一所拥有
80余年历史的齐鲁名校育人成果的最
高礼赞，更是对其以文化人、以师铸魂办
学实践的深刻肯定。这一殊荣的取得，
源于学校多年来深耕“党建引领+文化
浸润+实践育人”三位一体的文明建设
体系，更离不开全体教职工汇聚成的“和
爱教育”的磅礴力量。

文明筑基：以文化浸润涵养教育沃土

济宁市实验小学始终将文明校园创
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学校以“让爱
浸润每颗心灵”为核心理念，构建了涵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统文化传
承、志愿服务实践的全方位育人生态。
通过“文明班级”“美德少年”评选、校园
文化艺术节、经典诵读活动等载体，将文
明基因深植师生日常。

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学校创新开展

《论语》经典诵读工程，打造“学经典、汲精
华、传文化、明事理”的德育品牌。目前，学
校师资队伍中有省市区级教学能手160
余人，为教育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新突破：文明校园滋养教学先锋

在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的激励下，
济宁市实验小学数学团队于5月28日至
31日奔赴四川天府新区，参加“全国数
学文化教学促进幼小学生素质教育的实
践探索”活动。这场国家级赛事中，实小
教师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的教学实
践，展现了文明校园孕育的育人智慧。

崔维雁老师的《格子乘法》课件以
“穿越古代”为主线，通过动画演示和互
动游戏，将抽象的运算原理转化为可视
化的文化旅程。该课件荣获全国一等
奖，既体现了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更彰显
了学校“以创新实践驱动教学变革”的教
研导向。

庄俊玲老师以《圆的魅力》为课题，
从建筑、艺术、自然、历史、文化、科技六
大维度解构数学之美。她通过“沉浸式

体验”教学设计，将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
穹顶与现代航天器的精密构造融入课
堂，带领学生领悟“圆”的数学本质，最终
斩获说课比赛二等奖。这一案例生动诠
释了学校“理实结合”的教学特色，即知
识传授与文化浸润并重。

文化立校：文明与教育的双向赋能

济宁市实验小学的育人实践，印证
了文明校园建设与教育创新的深度融
合。学校通过《数学文化》校本课程开
发，将“天元术”“勾股定理”等数学史内
容与语文、美术学科联动，形成跨学科育
人模式；依托“数学文化周”“思维运动
会”等活动，推动教学成果向学术论文、
精品课例转化。

正如学校党总支书记李玲玲同志所
言：“文明校园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
我们将以数学文化探索为支点，撬动五
育融合的素质教育新生态。”在“一校八
区”的集团化办学格局下，这所全国文明
校园正以文化之光，照亮更多学子的成
长之路。

文明沃土育名师 “和爱”文化绽芳华
——济宁市实验小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5月29日晚，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图书馆报告
厅举办双高启新程 卓越向未来——2025年“五月的鲜
花”文艺演出。

本次文艺演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济宁地域特
色与国际元素有机融合，通过歌曲、舞蹈、朗诵、快板表
演、民族器乐演奏、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
学院在全环境立德树人、文化传承创新、“职教出海”与
国际化办学、清廉校园建设等领域的优异成果。演出
编排匠心独运，节目设计既彰显传统艺术的永恒魅力，
又焕发现代职业教育的蓬勃生机。整场活动全面呈现
了广大师生在学院“创一流 创双高 创本科”工作目标
引领下，勠力同心、开拓进取，奋力书写学院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的精神面貌。■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允
通讯员 战肖悦 王倩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