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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又要出发了

这这周周末末，，一一起起去去做做个个机机器器人人吧吧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尹明亮） 什么是机器人？做一
个机器人都有哪些基本原理？
机器人都能做些什么样的工
作？在本周六（16日），齐鲁晚报
小记者团“特色课训练营”又要
出发了，将带着小记者一起去
探索机器人的神秘世界。

机器人有几种走路的方
式？机器人为什么能说话？机器
人都有什么样的种类？在各种各
样的机器人开始走进我们生活
的时候，小朋友们又对机器人有

多少了解呢？在本周六的小记者
活动中，专业的机器人培训老师
将带着小记者一起揭开机器人
的奥秘。在活动中，不仅可以看
到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小记者还
将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制
作一个机器人，学习和了解关于
机器人的一些原理。

看到这些，你动心了吗？想
要成为我们的一员吗？在齐鲁
晚报小记者团，有丰富的研学
实践活动，包括本周六活动在
内的“特色课训练营”将带着小

记者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特色课
程，接触和了解不同的知识。在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我们还会
带着小记者走进企业、银行、医
院，在实践中了解不同的职业
特点，寻找属于自己的兴趣。

在齐鲁晚报小记者团近期
的活动中，小记者“上”大学也
在持续进行中，从山东大学到山
东建筑大学再到山东师范大学，
我们带着小记者在各个不同的
大学校园里体验和感受每个大
学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去探索

藏在大学深处不为人识的各种
特色展馆。在下个周末，小记者

“上”大学活动还将走进一个很
少为外人所知的艺术世界。

本周六的小记者活动马上
就要进行了，齐鲁晚报小记者团
正式成员可在齐鲁校园直通车
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报名，留言格
式为：小记者姓名+学校+电话。

如果您想加入齐鲁晚报小
记者团，可以关注齐鲁校园直
通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小
记者的活动信息，也可先申请

加 入 小 记 者 团 Q Q 群
184941630，在群文件中下载报
名 表 填 写 后 发 送 至 邮 箱
357751414@qq.com。咨询电
话 ：0 5 3 1 — 8 5 1 9 3 8 5 5 ,
15969678226。

本报12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潘世金） 身穿古装、吟
诵经典，13日上午，济南市六
里山小学举行边塞诗诵读比
赛。孩子们穿越千年，演绎出
边塞诗中描述的情景。

13日上午9时，“丝路放
歌——— 第一届边塞诗诵读比
赛”在济南市六里山小学多媒
体教室举行。“壮志西行追古
踪，孤烟大漠夕阳中。驼铃古
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
同学们琅琅的诵读声使在场
的老师、评委感受到了来自这
条神奇之路的古风诗韵。

据介绍，本次诵读比赛活
动按照仪表、创新、诵读三方
面进行打分，各班以“一带一
路”为主题，准备了不同的表演

形式。低年级学生通过情景剧
的形式再现了故垒西边送别
情、平平仄仄丝绸路、盛世大唐
塞外情等丝路故事，生动演绎
了边塞诗中母子离别、壮士背
井离乡、士兵保家卫国的情景。

济南市六里山小学校长刘
琦介绍，学校从今年开始进行

“一带一路”主题课程研发，通
过专家引领、团队学习、交流、
研究，各个班级自行确定了研
究主题，开始了扎实有效的研
究。“此次边塞诗的诵读展示活
动，使孩子们在丝绸之路这个
千年历史上最广阔、最自由的
空间里，从曾经行走在‘一带一
路’上的诗人身上汲取多样的
文化营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让心灵绽放最美的诗歌之花。”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张蕊） 近
日，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团副
团长徐文耀教授走进历城二
中，在学校大礼堂为高一同学
带来了主题为“生活，因科学
而美”的专题讲座。

徐文耀教授将生活中的

具体事例与科学知识巧妙结
合，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兴趣。
他从“美是什么”“美在何处”

“美之神韵”等几个方面展开，
用简洁通俗、幽默风趣的语言
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演绎
得形象生动、淋漓尽致，赢得了
在座师生的阵阵掌声。

本报12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潘世金） 为了丰富学生
的课余文化生活，更多地了解
祖国的历史文化底蕴，济南市
青龙街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学生
走进山东省博物馆，享受了一
场丰盛的历史文化盛宴。

近日，在班主任王玉河和
家委会的共同组织下，青龙街

小学六年级一班开展“走进博
物馆，感受祖国历史文化魅力”
的主题活动，80多名师生和家
长进行了一次走进历史长河的
视觉穿越之旅，馆内大量珍贵的
文物藏品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学
享受了一场丰盛的文博盛宴。

不少学生表示，此次博物
馆之旅不仅拓展了视野，还让

大家对灿烂的五千年华夏文明
感到自豪，对历史文化知识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

“相信通过这次参观体验
的经历，同学们会留下难忘而
美好的回忆。”王玉河表示，作为
一种文化启蒙、知识熏陶和观察
自然与社会的窗口，博物馆文化
之旅会让孩子们终生受益。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今年12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为了纪念这个不能忘却的
日子，让广大学子勿忘国耻、坚
定理想，济南多所学校开展了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系列活动。

11日，山师附小举行了“铭
记历史 圆梦中华”升旗仪式。
仪式上，少先队员们在中国版
图上印下手印，将自己精心制
作的鸽子形状的铭记卡粘贴，
祈愿和平。12日晚，少先队员们
开展“为逝者缅怀，为生者祈
福”和平烛光祭活动。队员们用
蜡烛摆出了一个心形和“12·
13”国家公祭日的时间，全场少
先队员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默哀，以表达对死难者的敬重
和怀念。

11日上午，济南第二十六
中学举行“南京祭·中华起”国
家公祭日活动。学校团委通过

播放影片的形式使学生回到过
去，重温历史，重温战争给中华
儿女所带来的无法忘却的痛。
随后，学生以默哀的方式表达
对中国近代史上先驱的深刻悼
念。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组
织了公祭日升旗仪式，让大家
回溯历史，激励学生为中国梦
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升国旗、唱国
歌、行注目礼，全体师生在国旗
下默哀三分钟，向在战争中罹
难的同胞致哀。机电工程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张彭飞在国旗下
发表了讲话，号召同学们为捍
卫国家尊严、和平而不断拼搏
努力，为祖国崛起而贡献自己
的微薄之力。机电工程学院苏
萌同学宣读了纪念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祭文。

13日，济南育英中学全体
师生在操场集合，举行隆重的
纪念活动。这也是学校近期开
展的“让记忆照亮未来——— 铭

记历史、振兴中华”主题教育活
动核心环节。学校师生首先回
顾了上月刚刚完成的江南研学
之旅，并在雨花台齐诵《少年中
国说》的难忘经历。随后，七名
学生做“铭记·明志”主题演讲，
呼吁勿忘国耻，表达报国志向。
历史老师项宁以“史祭·使命”
为主题，为大家解读设立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
目的和意义。

13日，在东方双语实验学
校开元校区多功能厅，气氛庄
严肃穆，一段南京大屠杀历史
资料片把同学们带入了那段令
人痛心的岁月。历史老师李娜
带领大家回顾了那段屈辱和苦
难的历史，并展现了中华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以及
中国当前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
卓越贡献。“作为中学生，要胸
怀远大理想，学好文化知识，将
来成为伟大祖国的建设者，捍
卫人类尊严和历史正义。”团委
书记于萍说。

穿穿上上古古装装演演绎绎边边塞塞诗诗
感感受受神神奇奇之之路路古古风风诗诗韵韵

中中科科院院老老科科学学家家
到到历历城城二二中中讲讲学学

把把课课堂堂““搬搬进进””博博物物馆馆
学生开启一段历史文化之旅

铭铭记记历历史史，，让让记记忆忆照照亮亮未未来来
济南中小学开展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山师附小学生用蜡烛摆出心形，场面肃穆。 本报通讯员 王文彬 摄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李飞） 13日，市中区教育局
在纬二路小学举行首届品质
教育学术节之“以结构变革撬
动全员育人”专场研讨。

在当前以班级授课制为
主题的教育模式下，如何打造
涵盖学生生命成长全过程的
教育新生态？济南育才中学梦
想文化的整体架构中，梦想导
师是全员育人设想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是课堂主阵地之
外的一项有益的完善与补充，
是师生沟通的一种新链接。张
涛校长分享了梦想导师的设
立与发展，困难与转机带来的
启示，和对下一步深化梦想导
师促进全员育人的设想。

育明小学校长汤莉萍介
绍了学校改变课程结构，把

“主题”项目学习作为黏合剂，
把所有的学科教师乃至家长
凝聚在一起，关注孩子的道德
自省、品格完善的做法。

纬二路小学副校长孙惠
芳阐述了以结构性突破达成
全员育人的几个关键点：基于
标准的逆向教学设计、基于标
准的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研究、
基于目标的评价任务研究、基
于评价任务的教学设计、全员
育人的顶层设计与思考。

张峰作为舜文中学开展
走班制探索的学部主任，通过

“选课走班是否遥不可及？走班
制和行政班可否并存，德育工
作怎么做？扁平化管理下，学部
主任是什么样子？”几个话题，
让大家了解了舜文中学的学部
管理，以及教育处主任转型的
学部主任如何开展德育工作。

济南第十四中学的变革
与转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行
政班的育人模式，转变为选课
走班的育人模式，取消班主
任，设置导师，构建全员育人、
全科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
人的德育一体化。

市市中中区区首首届届品品质质教教育育学学术术节节
举举行行德德育育专专场场研研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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