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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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身定制，学习的源动力——浅议钢琴教学中学习目标的定位 倪小燕 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小麦秆做出大文章-----校外教育中麦秆画教学初探 杜蘅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校外美术教育中教师示范方法的研究初探 韩亿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基于群团体制改革下探索校外教育创新发展——某省

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校外教育样本研究 

罗秋华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二等奖 

 

获奖篇名 姓名 单位 

学会“听”孩子的画——儿童画教学反思 谢清清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促进协作式问题解决：引入 DEEPER 支架的拓展型生物

探究活动 

戴崝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

动中心 

项目化学习促进校外生物实验活动的有效开展 邓芳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

动中心 

校外超轻土教学中关于学科融合的尝试与思考 姜媛媛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合理“分”促进更好的“合” —提高课堂合作学习环

节效率的初探 

吴骁奕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微电影为载体推进中小学影视教育 王颖新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基于与学生核心素养匹配的《中国传统家具》课程内

容选择的实践 

戴骋浩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儿舞蹈动作语汇的选择和提炼初探 徐澜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科技实验课堂中若干教学形式的实践与思考 瞿璟琰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以学习为中心的校外美术教育的实践探索 ——以《植

物的写生系列》课程为例 

范琳玲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

指导站 

＊＊区红领巾理事会“社团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覃黎明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五个关键词为引领，提升校外教师专业发展 余 珂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运用肢体动作辅助声乐初级教学的策略研究 李佳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解读生态密码 探秘湿地之都——2016 年＊＊省少年儿

童生态道德主题教育活动 

顾腾蛟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石玲珑·画金陵 ——雨花石儿童创意文化活动案例 陈睿睿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无实物表演 发展幼儿想象力 ——儿童剧表演基本功

训练策略 

朱莹堃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管窥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的误区——从＊＊市青少年

创客大赛的若干现象谈起 

叶盛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体感游戏在感觉运动训练营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以

《本体觉训练—“准高快”跳跃》一课为例 

马骋宇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教师职业适应的案例分析——以#########为例 薛倩雯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启航扬帆，探索青少年宫夏令营普惠之路 刘力丹 温州市少年宫 

让校外德育深入生活、深入人心 陈圆圆 温州市少年宫 

关于校外少儿声乐课教学模式的实践分析 廖淑平 嘉兴市海宁市青少年宫 

品地方美食 访家乡文化——校外“地方饮食文化”拓

展性课程开发与研究 

郭燕 嘉兴市海宁市青少年宫 

浅谈钢琴教学中处理好师生关系的方式及重要性 金思思 嘉兴市海宁市青少年宫 

新媒体视野下校外小记者社团活动模式的构建研究 金浩 嘉兴市海宁市青少年宫 

学家训，学做人，助力青少年成长！ 沃利青 金华市青少年宫 

浅析足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汪勇 芜湖市少年宫 

走规范办学之路 树校外教育品牌 孙静 芜湖市少年宫 

浅谈史前人类与儿童在绘画方面的共通之处 纪元 厦门市青少年宫 



浅谈当代艺术表现手法融入幼儿美术教学的策略 彭玉婷 三明市青少年宫 

如何帮助孩子走出学琴的低谷 钱景霞 山东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研学活动中如何贯彻核心素养的培养 裴晓楠 张玉英 淄博市青少年宫 

 

三等奖 

 

获奖篇名 姓名 单位 

浅谈少儿舞蹈创作与作品教学 姜羽飞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课外校外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研究 王依雯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浅谈如何提高儿童初学小提琴的兴趣 徐畅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学习舞蹈艺术男孩较少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孙方艳 陆燕卿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家庭亲子“楼宇火灾逃生”活动案例 顾宏权 上海市少年儿童佘山实践基地 

＊＊区参加第 32 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赵际平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儿童书法个性化分类教学的实践研究 胥赟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亲子早教活动中对家长的参与指导案例分析 朱倩颖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实验装置再设计在酵母活性探究教学中的应用及反思 吴彦君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服务大长成 ——志愿服务实践项目探索 李玲玉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打造品牌实践项目 有机融合生态美育 殷永强 上海市普陀区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 

关于少儿舞蹈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来琦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配角”我来当 康健瑛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五线谱也能“跳格子” 忻尚烽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小“柳琴”的感悟 谢圆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在联合体活动中，整合高校资源的探索与实践 庄月琴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统筹区域资源 丰富实践平台——高中生志愿服务工作

的实践与探索 

张蓉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青年教师课堂 NG 郑蓓蓓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生源现状分析及应对策 陆建军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书法教学中的“看、说、写、评” 徐秋林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扬琴二重奏《踏雪寻梅》排练初探 王瑾 上海市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培养青少年学习长笛方法之研究 熊文伟 上海市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促进少先队队室规范化建设的实践和思考 施 琴 上海市崇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承载情感教育的布艺手工教学 程云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感受传统文化 ，认识赣鄱名家---传统文化与小记者

活动的融合实践与反思 

刘翠花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如何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 邓兵华 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上阵父子兵 ——亲子活动与象棋的结合 王邦堃 南京市青少年宫 

未来英才家庭学习坊课程纲要 张洪洪 南京市青少年宫 

个性化舞蹈，个性化成长 刘静 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浅议电子琴教学 樊涛 镇江市少年宫 

提升青少年信息技术教学有效性初探 方丽 宁波市青少年宫 

开展创造发明活动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缪坚强 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利用校外教育特色开拓少儿英语学习的新途径——校

外英语教育与活动实践研究 

赵渊娜 温州市少年宫 

引入手工布艺，谈女红拓展课程开展的有效性 刘春燕 舟山市普陀区青少年宫 

也谈活动的“意义”和“意思” 季军丰 丽水市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家师合力，共育童心绘世界——家长与儿童画教育之我见 吴凡 芜湖市少年宫 

浅谈电脑音乐技术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黄芳 芜湖市少年宫 

略论小记者团队建设工作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党媒姓党”重要论述的心得 

邱程亮 厦门市集美区青少年宫 

浅谈互联网时期校外教育培训的创新发展策略 程艺如 南昌市少年宫 



浅谈提高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成效的思考 方园园 南昌市少年宫 

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育 孙晓慧 山东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电子琴教学反思 张瑞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校外教育班级主题活动的实践 杨天舒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户外拓展培训教学心得体会 张启运 山东省青少年素质教育中心 

沙盘游戏助力家庭教育的探究——“心驿站”家长沙

龙体验式亲子活动 

刘琳琳 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