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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挽一髻，插三条扁平如剑
的银簪，主簪刀刃向下，左右副簪交
叉，刀刃向外，这便是福州女子传统
发饰——三条簪，又称“三把刀”。
发间有剑气，也体现着女性刚柔相
济的精神风貌。

在比赛主题演讲环节，孙紫烟围
绕“My Beloved Hometown”（我热
爱的故乡）这一主题，用流利英文娓
娓道来福州女子传统发饰“三把刀”
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魅力，向世界讲述
八闽故事——

关于“三把刀”的由来，有文史专
家认为其是“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后，

由晋朝妇女“五兵佩”的习俗演化而
来；也有人认为“三把刀”诞生于明清
时期，福州地区妇女为防倭寇作乱，便
以长发作鞘，簪刀而行，以便遇到贼寇
时抽刀刺敌防身。后来随着时代变
迁，“三把刀”逐渐沉淀出“一把为国，
一把为家，一把为己”的内涵。

三条簪上刻祥纹，古艺传承见精
神。“传统服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展现出独具特色的美学
气韵。”在孙紫烟看来，“三把刀”装
扮，承载着女性情柔而气壮的刚强大
义，“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愈发懂得
这发间兵器的妙处——它恰似当代

女性该有的模样：温柔里藏着锋芒，
娴静中蓄着力量。”孙紫烟说。

一脉相承的文化星火，一路燃到
今时今日的鬓边。孙紫烟走访发现，
在漳州，从传统配饰到当代生活，越来
越多年轻人开始热爱传统服饰，新巧
思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妆造中碰撞浮现
——“在我的家乡漳州，新式簪花也摇
曳着水仙花的流苏花影，成为年轻人
体验打卡的新时髦。”演讲中，她用英
文介绍了漳州水仙花的蝶变新生。“来
漳州古城簪水仙，已经成为不少年轻
人感受漳州传统文化的全新方式，掀
起了一场由漳州水仙花簪花造型引起
的文旅新风潮。”在孙紫烟看来，文化
内涵是传统服饰的重要竞争力，也是
启发设计创意的精神富矿。

近日，漳州一中学生孙紫烟在第五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福建赛区比赛中

获高中组特等奖——

向世界讲述发间“三点寒芒”

传承文脉 细述“三把刀”古典风华

语调轻扬温柔，她细说发
间“三点寒芒”，更向往刚柔并
济的“大女主”精神。

她是漳州一中高一学生孙
紫烟。近日，在第五届“用英语
讲中国故事”福建赛区比赛中，
她以福州女子“三把刀”传统发
饰文化为母题，延伸出漳州水
仙簪花的当代表达，更是在才
艺展示环节，披上“国风”服饰，
上演了一场武术表演，最终斩
获大赛高中组特等奖，并获得
全国赛推荐资格。

据悉，全省仅有10名学生
获得该赛高中组特等奖，孙紫
烟是其中唯一一位获特等奖的
漳州学生。

灯光一打，舞台一站，孙紫烟的
心提到了嗓子眼。

本次比赛设置了主题演讲、即兴
问答和才艺展示三个核心环节。她
深知，台上 0.01分的提升，需要付出
100%的努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孙
紫烟深以为然，为了准备比赛，她在
老师的帮助下几易其稿，在演讲结
构、语言表达、语法修改、舞台表现等
方面精益求精。最困难的部分，还是
背稿问题，“看着演讲稿，尝试背诵好
几遍，还是会出现背错行的问题。”孙
紫烟一遍遍纠偏，一次次加练，只为
在舞台上更加收放自如。“在学习英
语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踏实与
勤奋的重要性，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每一步努力都会体现在结果中。”孙
紫烟说，学习英语没有固定的做法和
模式，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做
到耐心细心用心，才能在日常运用或
是考场作答上取得满意的结果。

如何学好英语？孙紫烟也为同学
们分享了一些学习英语的小tips——

在背单词方面，她最经常用的是
词根词缀记忆和音标拼读这两种方
法，比较费心的是需要熟记词缀词根
并且多去读和认。积累词根词缀也
能帮助我们在阅读时通过观察陌生
单词的表征，来猜测单词的情感色彩
甚至是大致的意思。

翻译与听力，比较注重连贯的语
言表达，她较经常做的是听并学唱英
文歌曲，或者多看一些外国原声影视

作品。重要的是学会给自己营造英
语的语言环境并熟悉地道的表达习
惯。当我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
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开口交流，并尝试
阅读英文原著。

关于阅读理解，孙紫烟说，这一
块的提升主要在于句子结构分析和
语感的培养。在阅读理解中，一些长
难句往往会带给我们阅读阻碍，而学
会拆分句子结构则能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可以找出句子中
的核心主要成分，逐字翻译理解句
意。这些需要我们多做多看多读文
章，并学会总结归类。

在写作部分，她则注重句型和素
材的积累，这些可以通过平常的阅读
训练来逐步实现，重要的是多记多
看，也可以订阅其他英文外刊，形成
自己的语料库。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供图

学习英语 踏实和勤奋很重要

孙紫烟孙紫烟（（左二左二））与同学和老师合影与同学和老师合影

“ 这 100 米 让 人 看 得 热 血 沸
腾！”带队的汤小青教练说。在漳州
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的中小学生部田
径比赛上，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六
年（13）班学生沈泽皓以 12.25 秒的
优异成绩打破男子甲组100米漳州
市级纪录。

赛后，这位 12岁少年的故事迅
速成为赛场内外热议的焦点。班主
任许雅云评价班里的这个孩子：“他
是疾风少年，朝着梦想勇于拼搏。”

“训练很累，但每次突破让我觉
得值。”面对掌声，沈泽皓稚嫩的脸
上透着坚定。从三年级入选校队开
始，放学后加练 1 小时已成他雷打
不动的习惯。迎战市运会期间，他
更是每天清晨 7 点半到校训练，风
雨无阻。谈及破纪录，沈泽皓笑道：

“冲过终点，听到欢呼声，我才意识
自己做到了！”

被问及成功秘诀，沈泽皓认为
教练的指导很关键：“教练坚持让我
们从拉力训练和耐力训练开始，厚
积薄发。现在我终于懂了。”

今年，漳州市第十五届运动会中
小学生部田径比赛中，龙文区学校体
育“一鸣惊人”，团体总分跃居全市第
4名，其中有 12个单项获得全市冠
军，1个单项破市运会纪录，全区学校
体育工作成效蒸蒸日上。

荣誉的突破并非偶然。近年

来，龙文区委区政府持续加大教
育投入，全区各学校体育运动场
所日益完善。各中小学均建设标
准体育场和各类运动馆，并配有
体育专职教师，基本满足中小学
生的运动要求。龙文区教育局积
极推进“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在
全区各中小学校大力推进全员运

动会与大课间、课内课外体育运
动各不少于 1 小时活动，让体育成
为育人重要抓手，形成了教育系
统“体育齐重视，运动都争先”的
浓厚氛围。在这片沃土上，更多
体育新星正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苏水梅
通 讯 员 韩雅平 文/图

100米，12.25秒！他是本届市运会破纪录的疾风少年——

冲过终点，我才意识自己做到了！

沈泽皓（左二）在学校操场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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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名片
欧阳莹，龙海区石码

中心小学体育教师，指导
学生获得 2023 年全国小
排球比赛男子甲组、男子
丙组冠军，2024 年全国小
排球总决赛男子甲组季
军、男子丙组冠军、男子丁
组亚军。近日，欧阳莹执
教的《排球：正面下手发
球》上榜“基础教育部级教
育精品课”。

欧阳莹老师自己编创排球操欧阳莹老师自己编创排球操，，带领同学们做热身活动带领同学们做热身活动。。

“刚才我们观看的是中国女排
对战美国队的视频，袁心玥姐姐利
用优秀的发球技术帮助球队拿下
6 分……”6 月 3 日下午，在龙海区
石码中心小学体育馆，欧阳莹老师
为五年（16）班的同学们带来一堂别
开生面的排球小课堂。

欧阳老师从中国女排姑娘的
优秀案例引入，接着进入排球正
面下手发球的技术教学，从排球
操热身到动作示范再到分解动作
练习，整堂课一环扣一环，同学们
学有所得。

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
激发探究式学习激发探究式学习

在排球操热身环节，每位同学
手持一个排球，伴随着优美的韵
律，师生们时而将球高举过头，时
而把球放在胸前，配合点步、踏步、
踢步。

在示范正面下手发球的动作要
点时，欧阳老师通过设计阶梯式练
习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发球动
作的三大关键要素：抛球稳、找准击
球点、协调用力，启发学生思考动作
原理，形成“观察—实践—反思”的
认知闭环。

课后，欧阳老师在接受采访时
介绍，这种教学策略诠释了“学思结
合”的教学理念，不仅能培养学生的
运动技能，还能提升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多样教学方法多样
突破重点难点突破重点难点

本节课围绕正面下手发球技术
展开教学。欧阳老师先通过慢动作
示范，分解“抛球—引臂—击球”三
个关键环节，强调“抛稳、看准、击
准”的动作要领。在练习环节，学生
从单人固定位置抛球开始，逐步过
渡到双人配合练习，最后进行分组
对抗赛。教师巡回指导时，针对常
见错误如抛球不稳、击球点偏移等
问题进行个别纠正，并安排优秀学
生示范。课堂尾声的“发球挑战赛”
将气氛推向高潮，既巩固了技能又
提升了学习成就感。整节课贯彻

“精讲多练”原则，学生在循序渐进
的练习中扎实掌握了技术动作。

“恭喜各位同学完成第一轮挑
战，接下来的练习将进一步升级，
相信同学们能够继续完成新一轮
的挑战……”“请填写以下评价单，
完成自评、与同学互评，最后交给
老师总评。”本节课采用“学—练—
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通过单
人自抛自练、双人合作对练、小组
竞赛挑战等多样化练习形式，循序
渐进地提升练习难度。重点围绕
抛球稳定性、击球部位准确性、蹬
地摆臂协调发力三大核心技能展
开教学，让学生在实践、合作与竞
赛中逐步掌握技术要领，有效突破
本课重难点。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分层个性化指导分层个性化指导

在练习正面下手发球教学环
节，欧阳老师设计了三个练习项目：
一是近距离发球，每人练习10次；二
是组合练习，两人一组间距两米左
右，一人发球，一人垫球，每人练习5
次，完成后双方交换；三是远距离发
球，尝试在发球线前3米左右距离发
球，每人练习5次。可以看出，欧阳
老师注重贯彻差异化教学理念，通
过分层任务设计和个性化指导，满
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课堂
中，欧阳老师动态观察学生练习情
况，针对薄弱环节给予针对性辅
导。同时，鼓励学生互帮互学，在小
组合作中取长补短，确保每位学生
都能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提升，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
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校长曾惠

宗认为，本节课巧妙融合结构化教
学与核心素养培育，借助“问题链”
驱动探究式学习，着力提升学生分
析、自主探究能力，实施“学—练—
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欧阳老
师这堂课能有效聚焦个体成长，分
层教学确保每位学生都有收获，既
夯实了运动技能，又培养了学生的
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
心素养，充分体现了新课标“以体育
人”的理念。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搞定”排球发球的“关键一招”

本报讯（记者 程琳 通讯员 许
金龙）近日，由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
第十八届（2024-2025 年度）“地球
小博士”全国地理科普大赛活动结
果揭晓，漳浦一中学子喜获佳绩，共

有114名学生获奖。其中一等奖27
名；二等奖21名；三等奖66名。

据悉，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2022-2025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的通知》，“地球小

博士”全国地理科普知识大赛是目
前地理学领域唯一被教育部批准的
面向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自
2007年起，中国地理学会已连续举
办十八届该科普大赛活动。

漳浦一中：

超百名学生在全国地理科普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林
丽珊 文/图）蝉鸣催麦黄，梅雨润稻
秧。6月5日，当二十四节气的齿轮转
到“芒种”，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
小学以“节气之美润童心 学科融合促
成长”为主题，通过诗画、邮票、剪纸、
绘本阅读、实践任务等活动，让孩子们
沉浸体验节气智慧。

在模拟农事实践活动中，二年（4）
班的孩子们化身“农人”，整理书桌模
拟的“小麦归仓”，在分类收纳中理解

“秩序之美”。
孩子们还触摸绿豆、红豆等谷

物，通过观察纹理、辨别形状学习分
类，宛如田间分辨作物的农民；卢毅
豪同学说：“我把一堆混杂的红豆、
绿豆、花生按种类分开。圆溜溜的
红 豆 、带 点 棱 的 绿 豆 …… 各 有 特
点。我知道了不同谷物的模样，还
学 会 耐 心 做 事 ，也 明 白 芒 种 的

‘忙’，不只是收获的繁忙，更是对劳
动成果的珍视！”

孩子化身“农人”

“芒”有所获“种”有所得

小朋友认真分辨谷物小朋友认真分辨谷物

本报讯（记者 程琳 文/供图）日
前，厦大附中第二届英语演讲比赛在
学校报告厅举行（右图）。比赛分为
初中组和高中组，展开深度探讨，吸
引了各年级英语爱好者积极参与。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从主题演讲
时的侃侃而谈，到即兴问答的思维碰
撞，选手们用流利的英语阐述观点，
既展现了扎实的语言功底，更体现了
特有的敏锐视角与思想锋芒。初中
组同学聚焦社区问题解决,从环保、
公共设施等角度提出创新解决方案，
展现了当代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高
中组选手则引经据典，从不同角度诠
释了对“成功”这一永恒话题的理解，
展现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卓越的
语言表达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八年（2）班蔡孜
函和高一（4）班陈语琦分别获得初中
组和高中组特等奖。评委老师从语
言表达、逻辑思维等多个维度进行专

业点评，既肯定了选手们的优异表
现，也从专业角度为学子的语言能力
提升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本次比赛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
示英语能力的舞台，更促进了思想

交流和价值观碰撞，充分体现了学
校“全人教育”的办学理念。校方
表示，将继续举办各类英语活动，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拓展学生国际
视野。

“英”你闪亮 风采尽展
厦大附中成功举办第二届英语演讲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