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校外教育小论文征集活动 

获奖名册 

	

一等奖	

获奖篇名	 姓名	 单位	

享“渔”之乐 —— 由《小猫钓鱼》引发的关于

教育定位的思考	
倪小燕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 ——浅谈青少

年 STEAM 教育中有关艺术设计的实践研究	
范琳玲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盘活“源头水” 促进“真成长” ——浅谈少年

宫宫本教科研的有效管理	
许霞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校外幼儿亲子 STEM 活动的

实践探究	
刘文菊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流动少年宫进一步促进校外教育公平而有质量

发展的研究	
李铨	 浙江省温州市少年宫	

	
	

二等奖	

获奖篇名 姓名 单位 

《从“星巴克”到“小杨生煎”》的教学案例与

反思 
孙慧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校外少儿京剧普及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徐洁倩 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 

区 STEM+茶主题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以“绿茶的

秘密”教学实践课为例 

刘燕婷 

俞惊鸿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嘉定区幼儿园“小淘气玩科学活动”开展情况的

调查与思考 
朱琳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行走机器人课程开发实践

与探索 
姚青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学生初级社团“毛巾步”教学策略的研究 郭玉库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机器人活动中如何有效开展探究性学习 管俊利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3D 再现家乡古桥”提升学生 STEM 成就感 

——以“南石桥”STEM 教育科技实践活动为例 
朱卫国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悦·想·读”少儿英语绘本阅读 ——《好饿

的毛毛虫》教学案例分析 
陈睿睿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校外青少年舞蹈课程的构建和创新分析 程思琦 江苏省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浅谈儿童钢琴初学阶段的注意事项 谢泽宇 江苏省泰州市少年宫 

走出钢琴学习误区的几点建议 翟美玲 江苏省泰州市少年宫 

谈少儿漫画故事创编教学中漫画语言表达的教

学方法 
王展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儿拉丁舞初学舞种教学顺序实验研究 周海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探索建立“流动少年宫”活动长效灵动机制的 

思考 
邬俏俏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 

构建舞台剧要素初探——浅谈儿童歌舞剧《阿拉

丁神灯》的创编 
孔辰雁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给校外活动插上创意的翅膀 ——以“地球因我

而美丽”世界地球日活动方案为例 
王静文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海娃们的“变形计”——区域少先队队长学校培

训课程的实践研究 
邵琦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我读·你听--用我的声音与你分享 陈圆圆 浙江省温州市少年宫 

“浙东唐诗之路”游学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郭燕 浙江省海宁市青少年宫 

安徽花鼓灯少儿课程教学初探 曹慧倩 安徽省芜湖市少年宫 

“玩”转音乐课堂——有趣的幼儿视唱练耳启蒙

课初探 
潘宁 山东省青少年宫 

	
	

三等奖	

获奖篇名 姓名 作者 

突破传统，校外创意素描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陶颖明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基于 Scratch 的小学生程序设计教学模式初探 曹晓靓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核心素养引领下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培养的研究 

——以“多彩密云”美术项目为例 

刘学青 北京市密云区青少年宫 

宝葫芦的秘密——活动案例 郝壮 北京市密云区青少年宫 

京剧传承我先行——“融合式体验教学法”在密

云区开展情况调查报告 

黄道阳 北京市密云区青少年宫 

“水文化之旅”特色项目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彭秀伶 北京市密云区青少年宫 



唱响未来——校外教育“三个一”打造精品合唱

团之我见 

董丽娜 北京市密云区青少年宫 

浅谈青少年校外空手道课程的教学实践和研究 刘浏 

高楷鑫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三点半现象”的现状及对策 姜颖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上海市青少年党团史教

育系列公益主题活动教学案例 

贾徳立 

章振恺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如何通过手工皮具制作课程培养青少年的“工匠

精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覃燕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营地安全事件调查及其安全对策研究 吴必煌 

杨军 

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 

——东方绿舟 

浅谈研学旅行之现状 黄晶鋆 

柯文敬 

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 

——东方绿舟 

户外营地家庭教育亲子营“垃圾分类”游戏活动

案例 

瞿慧 上海市少年儿童佘山活动营地 

浅论户外营地活动在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中

的优越性 

张伟 上海市少年儿童浏河活动营地 

从“合坐”到“合作”——从“戈德堡挑战活动”

说起 

邓芳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浅谈小学生民乐队的“声部训练”与“合作排练” 陈世香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将新理念下的民乐带入学校 禹卫洪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保护变声期男孩——声乐教学中针对变声期男

孩教学方法的探析 

邢平平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时代助推少儿折纸工艺活动的创新实践 秦莉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校外机器人社团活动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 

王芳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QQ 家校·师生群在校外科技教育活动中的应用 王蓉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信息技术推动个性化校外教育的实效研究 周颖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议书画结合对提升少儿书法创作艺术表现力

的影响 

胥赟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今天的孩子们该如何欢唱“童年”？ 俞晓颖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关于科普英语创新型写作环节分析与讨论 朱静宜 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 

从无序思维到有序联想----信息交合法课程运

用思考 

吴骁奕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科学方法论”的科学探究课教学设计与实

践研究 ——以《控制变量法》教学设计与实践

为例 

杨海霞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微电影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实践探索与

思考 

王颖新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琵琶传统文曲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金加佳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BuddyRobotX300 智能机器人分阶段课程的探索 陈宏宇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STEM SOS”教学模式在校外科技教育中的思考

与尝试 ——以校外生物教育为例 

郑臻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浅析现代筝曲中西域音乐风格体现 姚琼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中心 

浅谈如何打造校外微电影教育温馨课堂 刘潇凌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电子社团活动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陈思佳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机器人课堂演示设计的思考与实践 张颉贇 

田健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渗透美育的探索和思考 

——以“国家指南针”计划装帧课程为例 

滕菲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舞蹈教学中儿童创造力培养初探 王嘉莹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校外少儿戏剧社团学生衔接培养的课程初探 康健瑛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校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资源包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 

颜慧珍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ARCS 动机模型在校外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策略 

丁力民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从竞品分析入手指导青少年科技创新课题选题

的实践研究 

刘文菊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钢琴与其它乐器合作演奏课程实践与反思 邢译文 上海市宝山区少年宫 

如何培养敢问会问的小记者 曹丽丽 上海市宝山区少年宫 

区域陶 STEM+设计思维开发的策略研究 刘雯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以《龙卷风》为例承重搭高类即兴题的实施策略

及反思 

须文韬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色光三原色与色彩平衡》教学案例反思 蒋真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我的天地我做主”校外教育活动实施的路径与

意义 

李梅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中学创新人才培养中模块化创客课程开发初探 喻承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立足创新，发掘校外影视教育活动的育人功能 沈双迪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头脑奥林匹克系列竞赛活动有效组织方法探究 胡丽萍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年宫单簧管集体教学的实践研究 周海峰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美术教育中绘画课堂的创新性 许晨晨 上海市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长笛乐团的发展与训练方法浅谈 熊文伟 上海市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善用移花接木术——校外艺术活动培养学生创

作精神的研究 

龚红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音乐培训机构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补充的 

探究 

田甜 江苏省南京市青少年宫 

舞蹈课外专业教育中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研究 徐萍 江苏省南京市青少年宫 

少儿舞蹈的创新与实践 曾露 江苏省南京市青少年宫 

浅谈初中美术课外辅导中的教与学 翟唯 江苏省南京市青少年宫 

空间决定时间——乐器制作 steam 课程在选项、

设计中的若干要素思考 

丁健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浅谈少儿合唱中审美能力的培养 浦英姿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校外器乐课程开发的若干思考 钱晨音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故事创造快乐人生 青少年宫

语言培训

中心 

江苏省徐州市青少年宫 

论钢琴教育在幼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陈燕娜 江苏省扬州市少年宫 

少儿琵琶教学中几个关键环节的分析与研究 张雯昊 江苏省镇江市少年宫 

试论中国钢琴教育在幼儿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刘瑾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 

青少年宫学习文化建设概述-----以宁波市青少

年宫为例 

余淑敏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 

“四步”赏析中国山水画——以郭熙《早春图》

为例 

毛婷婷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青少年宫群文工作的创新途径研究 林佳 浙江省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青少年宫办公室工作的特点与要求 李秋明 浙江省嘉兴市青少年宫 

请换一个角度看待孩子的书法作业 沈新华 浙江省海宁市青少年宫 

浅谈校外儿童写作能力培养中研究性学习的 

引导 

陈杨云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基于研学语境下的校外教育文学采风设计思考 沃利青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新形势下的幼儿音乐课程教学反思与记录 李晟恺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浅谈校外美术教育如何对学生美术作品进行有

效的评价 

林文静 浙江省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年宫教育课程建设初探 孙静 安徽省芜湖市少年宫 

浅议校外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功能与角色 闵仁理 安徽省芜湖市少年宫 

快 “乐学”舞 蹈 ——舞蹈教学中的愉快教育 王岳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浅谈三年级习作片段训练体系探索三境界 潘燕月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合唱指挥手势四讲究 林茂荣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青少年宫 

“九佬十八匠” 粘土制作课程——通过兴趣促

进少年儿童自主学习的尝试与思考 

胡澎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舞蹈教学中的“为人师表”——论少儿舞蹈教学

中示范动作的重要性 

邓琳 江西省南昌市少年宫 

论宗教美术对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 邢博文 江西省南昌市少年宫 

浅谈少儿素描教学中线描训练的应用 于金桥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谈校外教育机构员工激励机制的设计 冯文锦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论校外教育美术学科的分类及延续性 吕晓炜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谈青少年校外教育场所课程体系建设 孙晓慧 山东省青少年宫 

校外教育在新媒体形式下的应用探索 宋珊珊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析少儿体育舞蹈的教学层次 李雪利 山东省青少年宫 

向美而行 向幸福而行的创意美术 林艺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谈如何帮助外来务工子女适应城市教育 

新环境 

杨天舒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浅谈彝族舞蹈动作的原生形态与发展 秦小燕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论“家园共育”在幼儿成长中的重要性 秦笑吟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建立区域性青少年校外教育师资人才库的思考 马虹 山东省济南市青少年宫 



音乐教学经验与思考 罗聪聪 山东省济南市青少年宫 

如何面向儿童开展中药文化知识教育普及 葛晓明 山东省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浅谈《绘画儿歌》在人物慢写教学中的应用 赵宝海 山东省青岛市少年宫 

声乐教学中培养学生健康歌唱心理的方法及其

价值 

高飞 山东省青岛市少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