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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名 单

A组

历时近一个月，第三届漳州市小学生手抄报比赛评奖结
果揭晓了。全市 200 多所学校的学生参加此次比赛，共收到
10179份作品，经专家组层层评选，300多名师生获奖。

本次活动自 3月 29日启动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全市小学生踊跃参与。此次比赛分为A组（小学一至三年级）
和B组（四至六年级）进行。作品投稿截止后，主办方组织组成专
业评审团，重点从作品的立意角度、思想深度、图文结构、原创性、
书写规范等方面进行严格考量。经过多轮审核和集中讨论，最终
评选出每组一等奖各6名、二等奖各10名、三等奖各20名、优秀奖
各30名和鼓励奖各80名。同时，评出优秀指导老师32名。

漳州市小学生手抄报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了，持续吸
引着不少“铁粉”。与前两届相比，本届比赛规模更大、内容更
丰富、发动覆盖面更广。小学生们围绕“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童心向党”“红色传承”“健康用眼”“垃圾分类”“海
上漳州 共同富裕”“疫情防控”等主题展开创作。不少学校积
极组织学生参加比赛，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并由老师进行点
评、筛选，然后提交图文并茂的优秀作品。

在评选过程中，一些主题集中、版式新颖、构思巧妙、完成度
高的作品脱颖而出；而有一些作品则因为在“国旗、国徽、地图”
等细节上出现硬伤，遗憾落选。评审团也特别提醒，手抄报不是
单纯的绘画作品，有些参赛作品绘画水平不错，但缺少相应的文
字内容，不符合手抄报的特质，所以落选。

究竟什么样的手抄报能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呢？以 B
组一等奖获得者龙师附小孙辰昊同学的作品为例，他的手抄
报中有这样一段原创文字：“我来到了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上由我的高祖父漳州雕塑艺术名匠李明月以钢筋水泥
雕 塑 了 身 着 军 装 ，肩 背 竹 笠 ，手 持 步 枪 的 红 军 战 士 形
象。……”小作者以“红色传承 重温红色记忆”为主题，色调
绚丽，构思新颖，构图均衡富有气势，绘画与文字融汇得当，整
幅作品充满了张力。

除了技巧以外，选择好的切入角度也很重要。龙海区海
澄镇黎明第一小学六年（1）班潘妍同学的作品也让评审团的
老师们眼前一亮：她的手抄报主题是“双减”政策，色调明朗、
版面安排合理，文字生动，画面感很强，透露出小作者满满的

创新意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一等奖

姓 名 学 校 班级
孙辰昊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四年级
欧隽宇 漳州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
林玉清 漳浦县仙都小学 五年级
周琳艳 长泰区湖珠小学 六年级
林逸如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浦东校区 四年级
潘 妍 龙海区海澄镇黎明第一小学 六年级

二等奖

姓 名 学 校 班级
王艺瑾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四年级
王奕洋 漳州高新区水仙花小学 五年级
陈泽阳 平和县育英小学 六年级

颜佟轩 漳州高新区颜厝中心小学白云校区 四年级
唐雨馨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浦东校区 六年级
杨宇哲 漳州高新区九湖中心小学 四年级
冯湖棋 漳州市蓝田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李珊珊 长泰区湖珠小学 六年级
官逸妙 诏安县林厝小学 六年级
朱慕伊 芗城区巷口中心小学 四年级

三等奖

姓 名 学 校 班级
桂源祎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龙文分校 四年级

刘亮成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浦东校区 五年级
林彤彤 芗城区大同小学 四年级
蔡博鸿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六年级
高昕辰 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 五年级
蔡佳晔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龙文分校 四年级
王婉钰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龙江分校 六年级
严澜婷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龙文分校 六年级
方薪凯 平和县金华小学 六年级
何宇涵 漳州高新区九湖镇林下小学 六年级
林恩琪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四年级
柯思语 龙海区白水中心小学 六年级

胡小冉 平和县金华小学 四年级
洪靖妍 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 五年级
苏 婧 龙海区海澄镇合浦小学 六年级
庄雅萱 芗城区实验小学新华北校区 五年级
郑靖烨 龙海区榜山镇北溪头小学 六年级
林群瑛 龙海区实验小学紫云校区 五年级
黄姿淇 龙海区海澄镇黎明第一小学 六年级
颜聿彤 漳州新城学校 五年级

优秀指导老师

郑婵玉 邹李如珍 刘志宏 陈玉玲
张示姗 蔡阳凡 邱凯鸾 许乐娟
童蝶盈 李晓青 林巧玲 林艺琳
许雪珍 吴惠红 许 静 吴桂贤

全市200多所学校学生参与 10179幅作品参赛

第三届漳州市小学生手抄报比赛揭晓啦

一等奖

姓 名 学 校 班级
杨昊谦 龙文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杨云晰 长泰区第三实验小学 一年级
朱梓贤 平和县苏洋小学 三年级
卢张屹 芗城第二实验小学 二年级
邱沐辰 华安县高安中心小学 三年级
李 妍 漳州台商区角美中心小学 二年级

二等奖

姓 名 学 校 班级
曾宥善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中心小学 三年级
林可岚 平和县第三实验小学 一年级
黄晨语 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中心学校 三年级

许嘉倪 芗城区巷口中心小学 二年级
卢隽彦 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三年级
周皓翔 平和县金华小学 二年级
戴佳妤 漳州市实验小学 三年级
王诗晗 芗城实验小学 三年级
刘思辰 芗城实验小学 二年级
肖林恺 芗城金峰实验小学 二年级

三等奖

姓 名 学 校 班级
吴晞桐 漳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学校 三年级

董熠培 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年级
王禹豪 漳州市新桥中心小学 三年级
程琳茜 漳州市通北中心小学 三年级
黄宥泽 平和县金华小学 二年级
陈卓晨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龙文分校 二年级
赖芃熹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年级
陈劭瑜 漳州市实验小学古雷开发区分校 三年级
谢佳烨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中心小学 三年级
沈 畅 芗城实验小学 二年级
梁悦涵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中心小学 三年级
周川沣 平和正兴学校 二年级

吴梓妍 漳州台商投资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游炜烨 诏安县埔坪小学 一年级
张彦然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迎宾分校 一年级
林格正 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中心学校一年级
蔡沐阳 漳浦县绥安中心学校 二年级
刘昌禄 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中心学校 三年级
郭镇方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一年级
杨依娜 漳州实验小学高新区分校 二年级

优秀指导老师

吴晨茜 陈惠敏 林志斌 韩碧珠
李 芸 洪艺丝 黄祯妮 杨小龙
徐艳玲 王秀美 韩清玉 赖小燕
胡跑丽 韩爱华 赖小梅 王秀英

B组

获奖手抄报作品选登详见10-11版>>>>>

现在不少家庭都非常重视阅读，
从幼儿开始就购置大量的绘本，幼儿
园和书店也纷纷开辟绘本角，那绘本
又该如何读？如何选？近日记者进行
了走访了解。

现象：家校注重绘本阅读

“妈妈，那个《数字爷爷》好有趣
哦。”一放学，漳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妞
妞就迫不及待告诉妈妈。原来这天幼
儿园开展大带小阅读活动，大班的小
朋友选一本自己喜欢的图画书讲给中
班的弟弟妹妹听，妞妞觉得哥哥讲的
绘本故事有趣极了。

在漳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大厅，布
置有绘本角落，放学时，孩子可以在这
边坐着看书等待家长，在二楼大厅，还
设有绘本阅读室，班级里定期会让孩
子前往自由阅读。“我们平时班级都有
开展‘好书推荐’‘故事大王’分享时
间，给孩子更多的表达、展现自我的机
会，有的班级结合孩子们感兴趣的绘
本，进行故事表演。”市实验幼儿园副
园长甘丽萍介绍说。

记者走访了解到，几乎每家幼儿
园都配有绘本，设有绘本角，并与幼儿
园的课程建设相结合，通过各类阅读
活动，慢慢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你觉得那本好看，我们去书店借

回家看。”妞妞妈妈带着妞妞，到办卡
的书店，借了5本绘本，打算晚上与孩
子一起亲子共读。据了解，近年来，市
区几家书店均开设了绘本专区，并提
供外借服务。“一年499元，押金100元，
每次借阅金额在 130元以内，不限本
数，可以借阅15天，看完了再来借。”妞
妞妈说。

“家有两娃，这几年买绘本的钱，
平均每年都要几千元。”家长丽芳说，
就比如《卡梅拉》系列，买下来，也要好
几百。起初丽芳会通过手机APP、公众
号让孩子先听音频故事，喜欢了再去
买，后面发现，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孩
子阅读速度。“绘本是一次性成本，孩
子几乎是看过就不会再看了，看好几
遍的也只是集中在那几本。”

困惑：绘本如何讲效果才会好？

“孩子小的时候我读给他听，等他
大点了，就一起共读。”丽芳说，等上小
学后，绘本也就慢慢过渡到儿童文学。

对于丽芳来说，最头疼的是，现在
几乎每个晚上，小儿子都只会让她讲
其中一本绘本，“讲了几十遍，还是要
听，连着一星期了，我已经不耐烦了，
就放音频给他听，他还不要，要我讲才
可以。”

家长雪华则给她女儿长期订阅网

上音频故事，“从2014年就开始订阅了，
从一开始的免费到后面上千的付费，我
女儿一直都是听音频的。”雪华认为，音
频里，主播都会用生动的语言来讲述，
比起她的干巴巴讲述，要有意思多了。

让丽芳困惑的是，绘本阅读了不
少，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我大儿
子上四年级了，绘本看了不少，可是感
觉作文没啥提高，还是那种流水账写
法。”但即便如此，她也还是坚持给上
中班的小儿子买绘本，“阅读是一种习
惯，也是细水长流的，效果也许后面会
慢慢体现出来吧。”

采访中，也有不少妈妈表达了疑
惑：“什么样的绘本才叫好书？”“怎样
给孩子选合适绘本呢？”“用音频代替
大人阅读可以吗？”

“每次看到公众号推荐，兴冲冲地
买回来，发现孩子并不喜欢。”家长亚玲
说，买到儿子喜欢的并不多，“不知道是
我不会挑选，还是孩子不喜欢阅读。”

支招：以孩子视觉为主

绘本要怎么讲？甘丽萍认为，对
于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家长要以朗读
图画书为主，阅读中家长不妨运用表
情和肢体语言进行表演式阅读，让孩
子感受到书中内容的生动有趣；还可
以对内容进行提问式阅读，根据图画
的变化对孩子进行提问，让孩子参与
进来，甚至可以进行一些角色扮演、互
动等。而大一点的孩子，则可以一起
讨论书的画面，听听孩子的想法，跟孩
子交流，通过家长的回应，孩子可以去
发现自己对这本书的哪个画面或哪个
角色更加感兴趣，还可以联系到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

是听音频好还是大人阅读好？“音
频的话可以等稍大一点，再让孩子听
听。孩子小的话，家长在讲述时可以
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去讲述，不一定
就是原原本本的按书里的文字来讲
述。”芗城实验幼儿园曾颖老师建议
说。当孩子在进行绘本阅读的时候，
看到里面的图画和字体符号，大脑会
自动填补故事情节、声音场景、人物形
象等，更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而听电
子音频的时候，孩子则会不由自主地
根据朗读人的语气语调的变化，来塑
造角色形象，这对孩子想象力有所限
制。另外，音频因为是用耳朵听，速度

较快，会使一些孩子难以专心理解内
容，而在阅读纸质书籍的时候，可根据
孩子的进度翻阅，孩子可以对书中的
内容进行解读，这对专注度和内容理
解都有好处。

“孩子是有一个阶段会反复听一
个 故 事 ，说 明 孩 子 开 始 对 故 事 感 兴
趣。”曾颖说，老话常说“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重复阅读其实是有利于孩子
的成长的，孩子会在重复阅读中领悟
书中很多新的知识，比如第一遍对内
容感兴趣，第二遍是听情节，第三遍是
注意细节等，孩子在不断反复中进一
步去理解和接受，以自己的速度吸收
和学习。“如果家长讲累了，不妨跟孩
子说，你都听这么多遍了，不如你讲给
我们听，如果孩子能自己讲，讲过了也
许就不再继续让你讲了。”

“最动听的声音一定是爸爸妈妈
的声音。在亲子阅读过程中，注意不要
把成人化的理解强加给孩子，一切还是
要以孩子视觉为主。对孩子来说，看图
画书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绝对不能成
为沉重的负担。”甘丽萍强调。

选绘本的公式=孩子兴趣+
著名作者+获奖作品

“选到孩子适合的绘本，就等于架
起了与孩子沟通的桥梁。”甘丽萍说，
只有适合了，孩子才会感兴趣。面对
庞大的儿童读物体系，家长除了要提
前做好功课对各种图画书有一个了
解，还要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解，要选
择幼儿喜闻乐见的书。同时还要考虑
教育目标，比如最近想让孩子学会刷
牙，不再排斥洗澡，或者是让孩子情绪
有所疏通，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等等。

“也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挑选，
比如小男孩喜欢小怪兽、小恐龙、小汽
车等，家长就可以选这种主题的绘本；
再比如孩子比较感性，那就可以选温
情、亲情主题的绘本。”市机关第二幼
儿园老师魏巧玲说，另外一种方法就
是选“知名作者”的绘本作品，比如艾
瑞·卡尔，他经典作品是《好饿的毛毛
虫》，如果孩子喜欢，那就可以买他的

《My Very First》系列、《Brown Bear》
系列，这些都很经典。

甘丽萍说，如果家长对于作者本
人不太清楚，想要选择什么书也没有
特别清晰的目的，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大
奖。例如，中国本土的大奖有丰子恺儿
童图画书奖和信宜图画书奖这两种书
都是中国原创的图画书，它具有本土的
特色。还可以找这几个奖，比如获得国
际安徒生奖、美国凯迪克大奖、英国凯
特·格林纳威大奖这些也都是很优秀的
图画书。“总的来说，选绘本的公式=孩
子兴趣+著名作者+获奖作品。”

绘本阅读有“密码”
⊙本报记者 陈晓云

本报讯（记者 陈晓云）近日，漳州市直
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推进会召开。会上，
我市市直小学和市直幼儿园现场“科学衔
接”结对子，开展幼小衔接攻坚行动试点工
作，推进幼小科学衔接。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通
知精神，漳州市市教育局还制定了《漳州市直
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工作方案》。《方案》从
保障衔接教育落实落细、提升双向衔接教育
质量、家校（园）联动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推进
漳州市直幼儿园与小学科学有效衔接。

试点先行 有效带动

会上，漳州市实验小学分别跟漳州市实
验幼儿园、漳州市幼儿园、漳州市机关第二幼
儿园签订“科学衔接攻坚行动试点校协议
书”，龙师附小跟漳州市机关幼儿园签订“科
学衔接攻坚行动试点校协议书”。双方在建
立幼小双向衔接机制、搭建幼小联合教科研
平台、创设衔接校园环境、加强教师培养培
训、建立家-园-校共育机制等方面双向互动，
先试先行，有效推动科学衔接。

坚持“零起点”教学

建立幼小双向衔接机制。幼儿园阶段
帮助幼儿全面做好入学准备，坚持贯彻落实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把入学准备教育目标和内容要求融
入幼儿园游戏活动和一日生活，激发幼儿好
奇心和学习兴趣，帮助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等方式积累经验，逐步
做好身心各方面的准备。小学阶段帮助幼
儿顺利适应小学生活，树立衔接意识，一年
级重点实施入学适应教育，严禁入学考试，
坚持“零起点”教学，慢速度、缓坡度、降难
度。在班级环境、课程内容、作息安排等方
面与幼儿园全面做好衔接，同时做好规则意
识、学习行为与习惯养成等方面的教育，帮
助儿童顺利适应小学生活。

建立家校（园）共育机制

幼儿园和小学要主动与家长沟通达成
共识，共同做好幼小衔接工作。通过开展家
长开放日、家长会、家访等多种家校（园）协
同沟通方式，举办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活
动，积极向家长宣传提前对孩子辅导小学知
识的危害性，解读幼小衔接的各种误区，在
答疑解惑中纠正家长的“抢跑”心态，消除家
长“跟不上”的担忧，指导家长科学做好孩子
的入学准备，形成家校（园）共育机制。

加强督查督导

将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小学“零起点”教学、培训机构规范办
学行为等列入督查督导内容，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市教育局将定期
开展“规范管理、抵制小学化”专项督查，重点督查幼儿园、小学和校
外培训机构乱开课、“小学化”教学、非“零起点”教学等违规行为。

根据安排，我市将于 2022 年 8 月前完成试点工作，2022 年秋季
学期开始，市直校（园）全面推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建立幼-
小双向衔接的互助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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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本除了培养阅读力和专注力，有的还兼具互动功能。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