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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家庭是孩子两个最重要
的“教育者”。家校共育需要由家庭
和学校、父母和老师紧密配合、联
动共育才能实现孩子的健康成
长。家校如何沟通？父母如何教
育？不少家长和老师有着自己的
经验和秘诀。

为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的
家庭教育理念，掌握正确的家庭教

育方法，增强家校社育人合力，今
起，我们在《常州日报·现代教育》专
版开设专栏“家教加油站”，家庭中、
家校沟通中的教育故事、教育案例，
都可以给我们投稿。稿件要求再现
教育过程中的故事、场景、细节，突
出引导孩子的具体做法，提供问题
解决策略，体现科学的教育理念、知
识和方法。字数在1000字以内。

开栏的话

正逢春分，春天不仅是孕育着希
望的美好开端，还是读书学习的黄金
时节。读书，从哪本开始呢？

故事从下面这段父与子的对话开
始——

爸爸：你觉得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是什么？

儿子：是手机吗？我们现在可以
用手机打电话、买东西，还可以看视
频、玩游戏……

爸爸：从近十年来看，手机确实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从
历史的长河来看，手机不过是时代波
涛涌来时泛起的浪花。再想想呢？

儿子：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呢？造
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

爸爸：确实咱们老祖宗给人类世
界带来了很多光明和进步，但是再审
一下题呢？

儿子：人类……最伟大……发明，
到底是什么呢？

爸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可能不
同，但是我觉得是语言。我们所有的
思考，都是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的。因
为语言，特别是语言载体——文字的
发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跨越DNA的
自然生物传承，直接从老祖宗那里获
得人生的智慧，创造文明新的高度。

儿子：我记得 DNA 是双螺旋结
构，虽然结构复杂，但是，构成基本元
素只有 AGTC 四种碱基的脱氧核苷
酸……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中有没有
AGTC呢？

父亲：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中华文
明里也有这样的元素。我认为从某种
意义来说，四书五经就是中华文明的
AGTC。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理清我
们文明的脉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父亲”不只是一个家庭角色，在家
庭教育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亲是孩子的榜样，父亲的格局决
定着孩子未来能抵达的高度。在父爱中
长大的孩子，更有安全感，自信阳光，敢
于尝试，敢于突破。父亲的引导，打开了
孩子阅读世界的大门。从绘本到桥梁书
到章节书，孩子的阅读能力是伴随着大
脑的发育和训练逐步提高的，每个孩子
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书籍的选
择需要父母仔细观察孩子的兴趣和能
力，并且适时地做出调整。

进入小学后，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比
如大禹治水、武王伐纣等，孩子开始对

“善”“恶”有了初步的概念。慢慢地，他
会关心历史人物的命运，提出自己的想
法，比如诸葛亮出山以后怎么帮助刘备
打江山？庞涓和孙膑要是合作魏国会怎
样？很多内容也许他一时还不能理解，
比如“知人者智，知己者明。胜人者有
力，胜己者强”。但是，当他遇到挫折和
困难，这些原本读不懂的话会突然振聋
发聩，让他醍醐灌顶。

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去和未来的桥
梁，也许我们不知道桥的那端是什么？
但是每一本读过的书，都是构建我们桥
梁的“砖石”。

“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亲
子共读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方式。和孩子
共读一本书，就好像是和孩子一起到书
里去旅行，分享喜怒哀乐，一起笑一起
哭，一起走过四季的岁月；和孩子共读一
本书，是一种简单又切实的教育，你想要
告诉孩子的，书里在轻轻地帮你叙说；和
孩子共读一本书，是另一种“喂饭之恩”，
孩子会牵着你的手共赴明亮的远方。

当我们和孩子一起打开书，就把一
个全新的世界带到了他的面前，就把一
份爱意带到了他的心里，就把一种生活
方式植入到了他的未来。

（父子对话由教师与家长沟通，场景
重现）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陈旻

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尤佳 孙晓瑨 陈翼

3月22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
设计划（2019-2023）省级绩效评价
现场汇报会举行。学校围绕”双高“建
设期间学校层面十大任务、两大重点
专业群层面九大任务等进行汇报。

据悉，2019年12月，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成功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院校建设单位。五年建设实施期
中，学校锚定“建成以智能制造为鲜明
特色、具有领军地位的高水平高职学
校”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双高计划”
建设任务。学校先后获全国高职院校
育人成效50强、服务贡献50强、产教
融合50强、国际影响力50强、黄炎培
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等。

“产教谱系指引、岗学教评一致”
开辟人才培养新路径

“作为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与企
业的项目工作，我倍感幸运。”常州机
电学院精密制造卓越人才班学生朱永
恒，在精雕工程师和学校老师的指导
下，完成了常州意飞领机械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机壳体五轴加工工艺优化项
目。既是学生，又是企业项目的参与
者，在常州机电，有着许多这样“双重”
身份的学生。

这样的“双重”身份源于企业的
“全流程项目”实施。近年来，为了开
辟人才培养新路径，提升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常州机电学院创新开
发智能制造专业群“全流程项目”，精
心打造了160余门与岗位任务对接
的项目化课程。课程不仅注重理论
知识的学习，更强调实践操作能力的
培养，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参与真实
工作流程。

依托项目化课程教学，学校编写
了 包 括《工 业 机 器 人 现 场 编 程
（ABB）》在内的63部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实用性
强，紧密结合行业需求；为所有专业和
课程建立资源库和在线课程，实现了
资源的共享和优化。

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学校还率
先研制了智能制造领域“产教对接谱
系”，提升专业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性，
开辟“产教谱系指引、岗学教评一致”
人才培养新路径。

“双向赋能、三层递进”
构建产教融合新格局

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
盛。如何将科教创新发展转换为高质
量发展引擎？常州机电学院有着自己
的答卷。

近年来，该校主动融入江苏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常州国际化智造名城和新能源之都打
造，积极对接省“1650”和市“1028”产
业体系建设，“产教园+工作站”校企
互哺；“产业学院+园区基地”校地互
融；“共同体+联合体”两翼并进，建构
了“双向赋能、三层递进”产教融合新
格局。

学校携手中科院先进制造所等大
院大所，数智蝶变打造校内产教园2.0
版。近年来，学校牵头建设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6个，建设产业学院5个、
职教集团5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
心2个，园区“立体化”校企合作基地

224家、博士工作站29家，教授大师工作
室8个。学校的专业集群优势对接地方
产业集群优势，“一群一行业、一专一名
企、一团一技术、一师一专项、一生一方
案”，“五维一体”创新推动产教协同。

去年9月，常州机电牵头建设工业
机器人与智能装备2个全国性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通过“产、学、研、用”相
结合的形式，推进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行
业教育资源与产业布局高度匹配，联合
开展人才培养，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和创
新，实现校企高效对接，服务产教深度
融合，支撑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行业快速
健康发展。

“共享工厂+技术超市”
开创平台建设新模式

在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
有一座特殊的工厂——“共享工厂”。
这是由该校首次提出的高职智能制造

“共享工厂”。“工厂”聚焦智能制造，建
设了“1+N”共享工厂技术技能创新服

务平台。
依托平台，“技术超市+区域工作

站”应运而生——“技术超市”提供精准
对接服务，形成校企双向资源信息互通
平台；“区域工作站”提供跟踪反馈信息，
协同开展实践活动。

江苏汇博机器人、北京精雕集
团……这些在智能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
是学校长期的校企合作单位。产教深度
融合，截至目前，学校与585家企业、科
研院所共享丰富资源，实现先进制造技
术、装备、资源、人才等共享定制服务。
学校以先进制造技术项目池推动技术转
移与成果转化，与企业共建专业技术人
才库，建立机械工业科技馆等，推动形成
了一批高质量成果：新建5个省部级科
技平台和2个省级优秀创新团队，实现

“国自科”等四大国家级项目突破，解决
21项行业“卡脖子”技术问题，转化知识
产权453件，精准帮扶中西部地区1500
余名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8.8万余
人次，服务常州和江苏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聚力“双高”谱新篇 知行并进智未来

3月11日，经开区实验小学
的常报小记者开展了植树节主题
活动。在了解植物种类和习性、
感受植物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后，小记者还动手种下一棵属于
自己的多肉植物。

经开区实验小学常报小记者植树节主题活动经开区实验小学常报小记者植树节主题活动

种下一株绿植 增添一份希望

清晨的阳光洒向大地，春风拂面，
阵阵浅草香和花香扑鼻而来。走进校
园，经开区实验小学的小记者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植
树节活动。小记者们跃跃欲试，热情
高涨。

我挑选了一个叶瓣肥硕的多肉
苗，再接过老师递过来的彩瓷微景盆，

然后将营养水、土、彩色砂石、多肉苗
按序装入微景盆。同学们做好摆放在
一起后，一颗颗多肉在阳光下昂首挺
立，仿佛在向人们招手致谢。看着这
些种好的多肉，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5）班 杨砚钦
指导老师 宣俊艳

老师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把
多肉材料发给我们，并且讲解了种
植步骤，我们按照老师说的步骤开
始种植多肉。大家完成后，我发现
多肉形状千姿百态，有的呈莲花状，
有的呈柱状，有的呈球状，有的呈草
丛状……令人目不暇接；它们的颜

色也是丰富多彩，有红色、黄色、白
色等等。多肉的叶片摸起来质感柔
软，有的叶片上还带有细小的绒毛，
用手摸起来滑滑的。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4）班
肖莉莉 王佳蕾

指导老师 顾磊

首先，我挑选了花盆和土壤，接
着，小心翼翼地将多肉放入花盆，
用土壤轻轻覆盖它们的根部。每一
步都小心翼翼，仿佛是在为这些小
生命打造一个温馨的家。种植过程
中，我仔细观察着多肉小苗，发现

它的叶片肥嘟嘟的，好像一颗颗小
糖果，真是太可爱了！忍不住用手
指轻轻摸了摸，感觉滑滑的，好舒
服啊！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5）班 赵子涵
指导老师 宣俊艳

首先，我先拆开营养土袋子，把
土倒进盆子，这样第一步就算完成
啦！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步就是埋
多肉的根，我先用手挖一个小洞，
再把多肉的根完整放入土中，再填
平，就好了。还剩最后一个步骤：

放益生菌石块。这个步骤很简单，
只 须 抓 一 把 石 块 ，均 匀 撒 在 土 面
上。这样，一个自制多肉盆栽就大
功告成了！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5）班 纪怀瑾
指导老师 宣俊艳

回到家后，我把这株多肉安置在
书桌上，晚上做练习写累了，抬头看看
这株可爱的小多肉，好像眼睛都立马
舒服了很多。书上说，多看看绿色植
物有益缓解眼睛的疲劳。多肉虽小，
却也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氧气，净化

空气。不管是小草还是大树，它们都
在尽最大能力让环境更加美好，我也
要更加努力，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作
贡献。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4）班 刘瑾瑜
指导老师 何燕波

我的多肉看起来圆滚滚肉乎乎
的，叶子圆润翠绿，一摸，手感有点
饱满，我不敢用力，生怕把我的多肉
碰坏了。接下来我就开始种植，首
先把营养土放在盆底，在土上挖个

小坑，把多肉的根放进去，按紧实，再
把好看的颗粒土放进去盖住根部，这
样一颗多肉就种好啦！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2）班 马予喆
指导老师 曹韵婕

多 肉 的 样 子 千 姿 百 态 ：
有 的 像 肉 嘟 嘟 的 手 指 ，有 的
像 分 枝 的 鹿 角 ，有 的 像 绽 放
的 花 朵 。

其中有一朵多肉的外形、颜
色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就
像一团聚拢的小水滴，那么美丽，
那么可爱，它就是炬胧月品种的

多肉，我一眼就相中了它。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倒土、

挖 坑 、放 多 肉 、填 好 土 ，最 后 在 土
的 最 上 层 铺 了 些 小 石 子 作 为 装
饰 ，这 样 一 盆 精 美 的 多 肉 就 种 植
成功了！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6）班 潘思琪
指导老师 王静

我小心翼翼地把黑色营养土放
到小花盆里，接着在土里挖个小坑，
用来放多肉，想起老师的话：土不要
按得太紧。于是我又松了下土，多
肉种植好啦！我静静观察，那多肉
又肥又绿的叶子，好似一颗颗小宝

石般晶莹，叶尖一抹粉色，光滑如玉。
每一片叶子仿佛都能让人嗅到春天的
味道，我期待它坚强成长，长得越来越
大、越来越壮！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3）班 刘尧
指导老师 章云霞

种多肉首先是培土，我铲了一
些营养土就往花盆里倒，没想到盆
子太小，很多土掉在了桌上。“做任
何事都要细致些。”我回想起妈妈的
忠告，小心翼翼地装了大半盆土。
接着，我在土中间挖了个坑，把多肉

的根放进坑里。最后，把坑填满就大
功告成啦。老师告诉我们，和普通的
植物不一样，种完多肉不能马上浇水，
否则容易烂根，我记住了。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6）班 张奕涵
指导老师 王静

我们学着老师的模样，首先拿起
小盆子，这就是多肉的房子啦。随后，
再选一棵可爱的多肉，在营养土里给
多肉挖个小坑，把多肉种进去，为了让
它站稳，还得用手把周围的土压实。

最后，又撒上一层七彩的石头，装扮它的
家。光做完这些可不行，还得在多肉的
四周加入适量的水。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6）班 王志成
指导老师 沈灵震

多肉有的像绿色的小灯笼，有
的像粉红色的小葡萄，都非常饱
满。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小盆、营
养土和多肉。多肉的小叶片底部
细、中间粗，顶部是尖尖的，还带着
点红色，非常好看。摸上去肉乎乎

的，好可爱呀！我赶紧拿出营养土，按
照老师的要求倒了大约四厘米厚，然
后在土里挖个坑，把多肉放置进去了，
埋上土，就完工啦。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6）班 胡晟铭
指导老师 王静

我先小心翼翼地往花盆里倒了
一半的土，接着把多肉放里面，往旁
边添了点土，不轻不重地在多肉的
边缘按了几下，重复了几遍，多肉终
于固定住了。我仔细端详起它，它
的形状有点像莲花，通体碧绿，只有

叶尖是红色的，叶子边缘还长有刚毛，
我为它取名“绿莲”。我会用心去照顾
它，希望它快快长大，变成一棵胖胖的
多肉植物。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1）班 李辰熙
指导老师 孙丹

首先我们往花盆里放入一些松
软的泥土，然后用手轻轻挖个小坑，
把这些可爱的小娃娃放进去，最后为
了让小可爱们更好地生长，在表面再
覆盖一层泥土。这样种植多肉的工

程就结束啦！我仔细端详着亲手种的
多肉，它看起来好像一个刚满月的小宝
宝，晶莹剔透，满脸欢喜地冲我微笑。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6）班 罗玛
指导老师 王静

我把我的小多肉带回了家，在查
找资料后，发现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黄丽”，它原产于墨西哥，喜光照
不耐阴，充足的光照下，黄丽也会呈
现出果冻般的黄色，名副其实的黄色

丽人。它的叶片像一颗颗花生米一样
饱满，靠近枝条根部的一部分叶片是碧
绿色的，看起来晶莹剔透，漂亮极了。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6）班 陈诗媛
指导老师 沈灵震

种植多肉的必备物品有小盆、
营养土、彩色小石头和精致可爱的
小多肉。我先往小盆里倒上厚厚的
营养土，高度约在小盆的四分之三
处，接着在营养土上挖一个合适的

小坑，然后将多肉放入小坑种好，最后
再在营养土上铺上一层小石头，一个
又萌又可爱的多肉盆栽就完成啦。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4）班 茆雪婷
指导老师 杨旻

老师给我们分发了泥土、盆子，
还有多肉。在盆中倒入适量的泥
土，用手指挖个大坑，选择自己喜欢
的多肉，轻轻种进去，再盖上泥土，
盆栽多肉就完成了。老师说每个人
的多肉品种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

也和多肉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看着自己的多肉，感觉它好似在微笑
着说：“小主人，你一定要好好保护我，
我以后会更美！”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1）班 钱周俐
指导老师 李瑞琴

多肉有的上面像一朵花，有的
像一棵树苗，有的叶子像纸一样薄，
而有的叶子是鼓鼓的，我种的多肉
就像一朵盛开的小花。老师给我们
讲了多肉的种植过程后，就把多肉、
盆、土和一张垫子发给我们。我先

在小盆里倒满土，然后在土里挖个小
坑，把多肉放进去后，把根埋进土里。
记住，千万不要把土压实，因为多肉喜
欢蓬松的土。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5）班 蒋羽宸
指导老师 陈珠凤

我在营养土的中间挖了个大
大的坑，小心翼翼地将多肉放进
去，再将营养土充分填入，很快就
种好了。我仔细观察种好的多
肉，和其他同学的一对比，原来多
肉被我种得太紧了，我赶紧将它

向上拔了拔，经过我的“抢救”后，
多肉似乎松了口气，好似在说：“终
于 解 脱 了 。”最 后 ，我 给 它 包 了 层
纸，完工！

经开区实验小学四（6）班 何佳乐
指导老师 沈灵震

我的多肉小巧玲珑，只有两个拇
指那么大。它穿着一件翠绿色外衣，
十分圆润。我和小伙伴合作种植完，
大家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成就感油
然而生。我回到家，兴冲冲地向家人

们介绍了植物的有关知识。这次活动
提醒我们要珍惜大自然的馈赠，要用
心去呵护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朵。

经开区实验小学三（5）班 陶良泽
指导老师 陈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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