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小论文征集活动

获奖名册

一等奖

获奖篇名 姓 名 单 位

建模实践活动对学生多元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
曹 峰

王继进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校外综合实践教学活动中应用跨学科微课的

实践研究
吴 滢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媒体时代校外教育“信息茧房”现象的冷思考

与热思考
朱静宜 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

浅析关于中小学开展机器人教育策略研究 金鑫佳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沉浸式戏剧对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价值研究 毛 玮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从“知”到“智”，从“取”到“趣”——基于

智能手机 APP 运用的书法教学反思
陈永胜 浙江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儿童哲学课程的实施策略 ——以青少年宫

哲学阅读课程为例
邓晨敏 浙江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试论幼儿舞蹈学生家长的期望值和教学现状 李 哲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

OMO 模式红领巾“云”争章活动的探究与实践 朱妙棣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浅谈《播

音·主持》课程设置之我见
周虹民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教育局

乡村少年宫活动运行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之管

见——以 XX 县某某小学为例
吴光明 安徽芜湖市芜湖县横岗小学

舞蹈的语言 李 李 江西省赣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绘本剧表演为媒介，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

实践研究
王丽丽 江西省赣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二等奖

获奖篇名 姓 名 单 位

“无限数独”活动中小学低年级学生家校共育的

策略初探
王元璐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



课程微信公众号在 DI 创新思维教学中的应用与

反思
惠 诚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生物拓展课堂中学生评价案例研究 邓 芳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关于彩泥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相关思考

及探索
郑丽莉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科技教育中趣味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

施初探
陈 书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关注差异，校外科技教育中的“区别”对待 —

—青少年生物科技课程的思考与构建
郑 臻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杨浦区开展校外垃圾分类环境教育的探索与实

践
胡佳蓉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利用图形化编程工具开展小学生人工智能教学

的探索
丁力民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浅析校外教育教学场域迁移对青少年媒介素养

提升的实践研究 ——基于“校外小记者”教学

场域迁移的教学反思

张 祎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闻阅读中的“四关注”与“八要领” 杨慧玲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说作业评价在少儿书法学习中的作用 陆蔚星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小记者实践活动培养小学生综合能力的研

究
沈双迪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图”妙用以正学 ——浅谈小主持启蒙教学

中图片资源的有效运用
张喆龑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析名画赏析在绘画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与思考 张亦心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核心素养的校外科技项目化学习课程设计

与实施初探 ——以课程“桐木结构的设计、制

作和承重”为例

洪 卫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随心所至”的儿童团花剪纸教学初探 王真真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知国史、承美德，做爱祖国好少年 许 霞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试论新时代下校外美术教学的创新方向 殷稚怡 江苏省镇江市少年宫

基于自主发展能力培养的小学生研学旅行模块

设计与实践 ——以##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领

袖韩国行”研学营为例

赵 艳 浙江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活动暖：幼儿亲子绘本教学设计策略探究 刘 霞 浙江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研学活动中“三位一体”信任圈的构建 邵 琦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少儿舞蹈基本功训练科学性探析 王小梅 浙江省温州市少年宫

青少年校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研究 ——论

疫情下网络教育
史凌凌 浙江省温州市少年宫



器乐教学中的德育教育探索与实践 熊 璐 浙江省温州市少年宫

浅析如何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尤佳娜 浙江省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网络开展活动的有效性分析与实践策略研

究
金 晶 浙江省遂昌县青少年宫

品味国学经典，培育国之栋梁 正蒙国学堂有效

教学策略研究
黄彩娜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乡土文化在少先队德育培育中的作用——以闽

南童谣为例
高 洁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儿童抽象绘画活动中的情感表达与积极赋能 黄 莹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浅谈校外美术教育活动中素质教育的融入 侯玲珊 福建省三明市青少年宫

浅谈中国传统节日融入学校教育的重要性 廖 青 江西省景德镇市青少年宫

浅谈影响儿童二胡学习兴趣培养的因素 赵 文 山东省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三等奖

获奖篇名 姓 名 单 位

二十四节气习俗与舞动相结合的实践与思考—

以“节气中的舞动-立夏”为例
王珊珊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

自制教具在毒品预防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吉 卉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推进现代综合版画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方法

——以“美育空中大课堂”微课制作与教学经验

为例

倪丽君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从科学实验到专题摄影——以“深度学习”实现

摄影学科育人价值
盛 洁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科技小制作课程探究 陈宏宇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论奥尔夫教学理念在校外小提琴教学中的运用 方 蕾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社团活动中采取项目学习模式对提升青少年

核心素养的方法初探

陈思佳

田 健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科创资优生品德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杨斯媛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科艺融合实践活动初探 唐君超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羽毛球运动居家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沈华斌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舞蹈基训伴奏中 钢琴即兴改编的方法及创

编的原则
庄卓隽 上海市宝山区少年宫

戏剧表演，从“演奏”开始 ——浅谈高中生戏

剧表演能力提升的实践
蔡汪洋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例谈课程资源中获得探究小课题的方法 王 峰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关于开设“孙文明”校外教育特色二胡课程的探

索
杨泽宸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软笔书法教学需注重学法传授 沈旖初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试谈少儿舞蹈训练过程中“舞蹈感觉”的培养 刘 玮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疫情下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现状与对策的研究 甘勇华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疫情下校外教育如何应对危机 陆建军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推进区级学生民族乐团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以

奉贤区学生艺术团民族乐团为例
苏 斌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可移动的迷你“水族馆” ——微型自然水景创

设的要点探究
曹盛夏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融汉字形 塑文化魂 ——再谈儿童写意书法课

程
周一竹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山水有相逢，写生得真趣——《儿童山水画写生

课程》的反思
钱晓文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内外听觉的差异在声乐教学中的影响 颜 莹 江苏省扬州市少年宫

咔嚓咔嚓 妙趣横生 刘 静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浅谈儿童舞蹈教育中创造力与意志力的培养 周 倩 江苏省镇江市少年宫

浅析舞蹈创编中形象模仿的运用 戴瑜琼 浙江省海宁市青少年宫

注重乐感训练，开启少儿钢琴艺术的殿堂 金思思 浙江省海宁市青少年宫

点燃孩子学习的欲望——浅谈“儿童中心论”在

美术教学中的重要性
王静文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儿童“歌唱听觉”培养途径初探 洪 玲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巧借“东风”，动其“全身”——试论少年宫在

少年儿童中开展“红船精神”教育的实施策略
王少军 浙江省嘉兴市青少年宫

对完善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的几点建议 李秋明 浙江省嘉兴市青少年宫

探讨钢琴教师的教学素养 蔡 晶 浙江省嘉兴市青少年宫



有趣 有料 有效 ——论 STEAM+青少年校外农业

实践基地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郭 燕 浙江省海宁市青少年宫

我眼中的“疫情”世界 ——抗疫微课堂在儿童

美术教学中的运用分析
胡梦婕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从“绘”出发，用“剧”绽放——浅谈绘本与儿

童戏剧结合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周静虹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浅谈少儿表演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 ——以原创

舞台剧《营救潘香凤》中角色为例
林焱慧 浙江省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多途径拓展校外美术教育发展空间 林文静 浙江省青田县少年宫

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琴童家长——琴童家长现

状分析及策略研究
惠 莉 安徽省芜湖市少年宫

浅谈乡村学校少年宫在校外教育中的地位和作

用
王建平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幼儿舞蹈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肖 凡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对新时期少儿的舞蹈教育的反思 王 鑫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爱国主义教育在语言融合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夏 帆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论从电子游戏中找寻符合校外教育的活动方式 胡 澎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浅谈公益性少儿民族管弦乐团的组建与发展 李 茂 江西省南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在初中校外美术培训中的审美教育 方 园 江西省赣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计算机教学与青少年网络道德文化建设 黄莉莉 江西省景德镇市青少年宫

幼儿园利用红色资源对儿童进行教育思考 饶 琤 江西省景德镇市青少年宫

浅析儿童钢琴教学中容易忽视的几点问题 钱景霞 山东省青少年宫

音乐与多学科融合教学在校外教育中的实践探

索
潘 宁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析良好的课堂组织对少儿舞蹈教学的重要性 刘蔚蔚 山东省青少年宫

抒写个性，放飞心灵——儿童水墨画教学探究 杨 璐 山东省青少年宫

浅析山青音乐奖系列海报的色彩与图形结合 宋珊珊 山东省青少年宫

儿童国画教学中的实践思考 刘 冰 山东省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浅谈如何将多媒体技术有效运用于艺术教育教

学实践中——以钢琴教学为例
高 媛 山东省淄博市青少年宫



新课标中学美术教学与实施素质教育之探析 荆亚男 山东省淄博市青少年宫

优秀奖

获奖篇名 姓 名 单 位

英语口语大赛经验与创新 封 玢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

学习京剧唱念一定要养成的十个好习惯 牛 妍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

“诗意春天”——合唱团初级班主题音乐活动方

案
郭璐璐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

浅谈青少年舞蹈作品编排与创作 顾雯霄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老师爱看你们“笑”—琵琶教学感想 覃 燕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刍议抗疫特殊国情对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的影

响
王 栋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各国历年参与互动营次数与抗疫活动现象的关

系研究
高 帅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营地教育中融入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 于 杰 上海市少年儿童佘山活动营地

关注儿童“深度学习”的校外歌唱教学策略新探 马宝成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初中生运用问卷星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案例研

究
王 蓉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让你的乐高“活”起来 ——定格动画软件在校

外小学乐高教学活动中的应用
孙 佳 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

二胡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李 岱 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

基于核心素养的校外学生民乐社团建设的思考 朱 琦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机器人竞技团队建设思考 胡福东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假期校外线上活动的教学模式探究 刘潇凌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依托《戏剧进校园》项目提升区域艺术教师的核

心素养的实践案例
王竹君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关于创客教育与在线教育教学相融合的思考
孙迎秋

王容钢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 STEM 教育中提高学生学习动力的探索与研

究
何颖睿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爱上那一抹“蓝”——体验传统摄影与现代“数

字暗房”技术综合实践活动
蒋 真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手风琴重奏课程的探究与实践 袁 笑 上海市宝山区少年宫

新理念下多元化的校外美术作业设计 金 悦 上海市宝山区少年宫

基于核心素养的校外教育微课程探究 ——以彩

泥微课制作为例
盛欢欢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媒体时代的少先队活动这样“追热点” 政 荔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05-论教学微视频对提高线上微课堂效率的作用 陆其豪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创意绘画课程的实践和思考 金依雯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发明活动培养中小学生科学素养 管俊利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园音乐剧校外教学探索——训练模块分析 唐 健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曲促技、情技交融——对于歌曲改编成民乐教

材的几点思考
李 莉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自闭症儿童更需要有温度的教育 杨清风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Scratch 编程对提升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王熠辰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自信教育在舞蹈教学中的实践与运用
陈丹凤

石文珍
上海市崇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当代语境下的少儿美术创作 王建荣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少年宫数码钢琴集体课家长参与方式初探 王 敏 江苏省镇江市少年宫

浅谈节奏的练习方法 葛文楚 江苏省镇江市少年宫

找准密钥，开启学生数学思维之门 夏荣妹 江苏省镇江市少年宫

透过素描教学提升少儿美术素养 朱 骏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端午节”活动的实践与反思 高 剑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析表演中人物的行动细节对角色塑造的影响 郝 佳 浙江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儿童器乐剧如何通过社团学习的过程在舞

台呈现”的方法的研究
陈芳霞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

探究单：废旧物品再生设计中的运用策略 孙 琼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

务指导中心）



新媒体背景下的红领巾记者团实践探索 崔雯雯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

务指导中心）

琵琶在影视作品中的艺术体现 韩燕霞
浙江省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

务指导中心)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家庭教育“三微三导”模

式构建初探
王佳维

浙江省宁波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宁

波市少儿活动中心）

推进城乡一体化活动模式初探 ——以“古城足

迹”夏令营活动
孔辰雁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日常表演走向舞台剧表演的训练技巧 朱凯雁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少儿舞蹈家庭训练初探——骨盆前倾解决方式 王雍荧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浅谈以童心视角创作儿童舞蹈的重要性 徐 婷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将中国古典诗词融入青少年宫声乐教学的探索

与实践
江泓颖 浙江省嘉兴市青少年宫

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叶松林 浙江省嘉兴市青少年宫

合理运用反馈 提高书法教学效率 沈新华 浙江省海宁市青少年宫

少儿傣族舞蹈教学的反思与对策 王恺颐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新形势下搭建青少年艺术比赛网络平台的意义 李荣华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以《鹦鹉灭火》的寓意为例——浅谈小古文教学

策略
陈杨云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幼儿阶段开展音条乐器教学的价值与策略研究 李晟恺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野孩子”夏令营——“野”出劳动好习惯 蔡玉婷 浙江省安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幼儿个性发展视角下主持表演教学几点思考 雷晗茜 浙江省遂昌县青少年宫

传统文化教育在青少年宫活动中的渗透研究 巫爱秀 浙江省遂昌县青少年宫

少儿钢琴启蒙教学几点思考 刘宇星 浙江省遂昌县青少年宫

对少儿舞蹈教学的点滴思考 邓博闻 浙江省遂昌县青少年宫

“待江城景 醉童心画 ”——校外美育活动本土

课程探索
郝 丽 安徽省芜湖市少年宫

读写连理，并蒂花开——浅谈小学中高年级语文

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
郑 丽 福建省厦门市青少年宫

浅析合唱中的“四个统一” 易琴琴 江西省南昌市少年宫



浅谈少年宫儿童琵琶教学中演奏技巧的学习 徐媛媛 江西省南昌市少年宫

浅谈互联网对传统教育冲击下的利弊 张 欣 江西省赣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幼儿钢琴启蒙教学 官 晨 江西省赣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体能教育在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作用 方红滨 江西省景德镇市青少年宫

基于重大时事背景的文学活动设计探究 ——以

“抗疫”系列文学活动设计为例
崔光红 山东省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探究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音乐教学的影响 韩蓓蓓 山东省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本市“童乐汇”亲子运动——我的家庭运动时光 王 妍 山东省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基于如何运用课程化思维，品牌化模式创新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的探索研究
康 洁 山东省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用美术打开你的心灵 牟蔚蔚 山东省淄博市青少年宫

浅谈教师语言在舞蹈教学中的运用 王 琦 山东省淄博市青少年宫

倡导德育建设 推动教育创新 陈鹏飞 山东省淄博市青少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