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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陈钱林

从事教育三十多年，经常

碰到一些“熊孩子”，一会儿破

坏公物，一会儿伤害他人。而

这些孩子背后，往往是深感无

奈的父母，大多困惑于“孩子怎

么就是不听话”。我分析，这与

缺乏规则教育有关。

社会是讲规则的，所以孩

子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需

要规则教育。道德、法律、乡规

民约等规则，到了家里只有细

化成家规，才可发挥规则的教

育影响力。

那么，如何立好家规？

首先，明明白白。家规，一

定要让孩子清楚地知道是什么

意思。特别是“禁止做什么”之

类的家规，不能含糊其辞。比

如，“每天18：00～18：30可以看

电视，其他时间未经父母同意

都不能看”，这规则就很清楚，

如果说成“少看电视”，孩子就

不清楚，怎么样算是“少”。

其次，动态生成。我家家

规都是在生活中动态形成的。

记得我的一双儿女两岁多的时

候，有一次在分葡萄干时吵架

了。我先从女儿这儿拿一些吃

掉，儿子的多了，女儿不肯；又

从儿子那儿拿一些吃掉，女儿

的多了，儿子不肯；最后两人的葡萄干都被我

吃光了，这下两个娃都哭了。我借机教育他

们，不相让的双方最终都会有损失，后来就有

了“吃零食要相让”的家规。

再者，民主讨论。因为孩子参与讨论定下

的规则，相对好执行。比如，好几次孩子在楼

梯上摔倒，我们就讨论了走楼梯时如何讲安

全，后来有了“走楼梯时要互相提醒讲安全”的

家规。再比如，俩孩子吵架了，我想这是孩子

的天性，吵吵哭哭没关系，经讨论后，有了“可

以吵架、不能打架”的家规。

最后，奖罚分明。孩子毕竟是孩子，要表

扬为主，表扬多了，对家规的执行力会更强。

违反家规了，该批评时就要批评。多次批评无

效的，要么是家规不合理，那就早点改；要么就

要严厉批评，甚至进行必要的惩罚。孩子幼儿

期，我创新了“100个好”评价办法，凡孩子表现

好，加几个“好”；违规了，减几个“好”。

家规需要一条条书面写下来吗？我觉得，

书面约定可行，但口头约定比书面约定更方

便。当然，不管是哪种形式，让孩子明明白白

地知晓家规就行。

教育的艺术，在于通过他律最终形成自

律，使用家规的目的也在于培养自律。当孩子

慢慢形成好习惯，他律变自律了，家规就要淡

出。我的经验，最好在孩子的青春期来临之

前，家规就完成教育使命。如果在少儿期家规

混乱、约束不严，等到了青春期孩子出现问题

了再定家规，那是亡羊补牢，需要付出加倍的

精力。

□勤 丰

“孙校长，我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OFFER啦，谢谢学校的培养，爱您，

爱学校，么么哒”“儿子刚刚收到两份常春

藤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激动得一夜未

眠啊，万分感谢育华的校长和老师们，以

超前的眼光和扎实的行动，为孩子未来打

好了底子。”……时下，正是一年中最忙的

招生季节，可比招生咨询更火热的感谢邮

件和电话让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初中部副

校长孙卓人这两天的生活变得空前充实

且喜悦。

“这段时间正是育华国际项目睿励班

首届毕业生申请大学的高峰期，孩子们的

喜讯一个接着一个，真是让人欣慰。”说起

孩子们的成就，初中部校长查品洋眉开眼

笑。办学6年，以致力于为孩子提供不一

样的选择和教育为旨归，绿城育华睿励班

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国际化、优质化、特

色化和现代型的质量提升之路。

夯实学生学习力是“根”
睿励班的首届毕业生陈琦琦目前正

在美国盐湖城的一所私立高中就读，刚

刚，她收到了美国一所顶尖私立大学、华

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ED的录取通知

书。在国外求学的经历，让陈琦琦意识

到，在育华的3年学习、生活对她有多么

重要的意义。“最关键的是，在育华，我学

会了如何学习。”在与当年的班主任叶云

霞的邮件往来中，陈琦琦一再地提及学校

为夯实学生学习力而开发建设的丰富的

育华课程体系。

“充满信心的我，敢于在陌生的领土

上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竞选学生会委

员，因为幽默与独特，我取得了成功；充满

探究的我，踏进了一片我之前从没想过我

可以做的领域——法律辩论，不仅乐趣满

满，我更是赢得了许多模拟案子。”陈琦琦

说，这些都得益于那些年在育华的历练。

据了解，围绕公民品格力、思维探究

力、实践创新力、生命成长力、文化鉴赏

力、国际理解力等6大核心能力，育华迄

今已开设了核心基础课程、校本特色课

程、定制拓展课程三大类百余项课程。每

一项课程的目标、实施及评价，无一不体

现出育华对学生学习力培养的追求。

以数学学科为例，除了国家基础课程

外，育华睿励班根据学生实际，开发了与

国际接轨的结合计算机技术和数学软件

的数学实验课程。每学期学生都会进行

一次数独实验竞赛，或开展一次有关数学

测量的实验。今后，学校还将建起数学实

验室和数学角，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意识并培养学

生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去认

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整个育华课程体系里，还有一项独

特的人文课程群，即通过校本教材的编制

和开发，整合地理、历史、法律三大领域的

学习内容。目前在编的地理模块旨在通

过一系列活动体现地理学科的工具性、实

用性，如在定向越野活动中增补辨别方

向、野外求生等技能。历史模块以专题形

式展开，增补一系列原始资料，尤其增补

西方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认知，力求多维

度分析历史事件，培养思辨性思维。法律

模块则以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形式开展

学习。

“我们一直在思考：现代教师如何用

今天的知识去面对学生未来的生活？学

习是终身的，而人的身心发展的最佳时期

是在青少年，因此，对学习力的培养比单

纯的知识传授更为重要，让学生爱上学

习、能终身投入学习比获得几次高分更为

重要。学生学习力的夯实才是培育适应

未来全球发展的人才的‘根’。办学6年，

我们一直紧紧抓住这个根本点，从未偏

离。”查品洋说。正因为如此，基于问题解

决、发展思维探究的教育教学模式；学生

自主学、互助学的求学氛围；重在实践动

手能力提升的主题式项目化学习，正成为

育华课堂的新常态。

培育国际化素养是“魂”
作为一所国际化教育起步较早的学

校，绿城育华学校在国际化交流和资源引

进方面一直走在杭城前列。目前，该校已

是美国纽约教育档案局（ERB）成员学校、

国际学校认证资格学校（CIS）和全球寄宿

学校联盟成员学校（BSA），并和英国嘉利

维教育集团、美国剑桥国际教育集团、美

国Meritas教育集团、美国布鲁克斯教育

集团、澳大利亚赛思教育集团等国际教育

集团保持常年的联络。“经过多年努力，我

们现在与国外400余所私立高中建立起

了良好的关系，就升学去向而言，学生的

选择余地非常大。”孙卓人表示。

基于此，学校对国际化素养有着自己

的理解。查品洋将此归结为适应未来、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的四大特质：

具有理性精神、健全人格、深厚文化底蕴

和高度责任意识。学生品格完善和技能

拓展两大计划，则是具体落实学生国际化

素养培育的抓手。

品格完善计划致力于帮助学生形成阳

光的性格和正确的价值观、负责任的领袖

风范、全球化视野以及社会适应与情绪协

调能力。6年来，育华睿励项目特别重视师

生的国际出访与交流，要求提升学生海外

游学的质与量，同时积极引进国际流行的

独立第三方评价，增加了对学生参与社会

公益实践和生活课题研究的标准。学生要

完成3年社区义工时间累计达到120小

时；每年的学年研究课题要达到合格以上；

3年内设计、组织1次以上重大的活动（至

少50人参加的活动）方能合格毕业。“出国

留学，自理、自控力非常重要。学校专门聘

请了浙江大学心理系教授曹立人、台湾心

理学专家王志寰等担任品格完善计划的顾

问，通过有针对性的辅导和培训，帮助提高

学生的自控能力。”孙卓人补充说。

技能拓展计划主要依托于学校引进

的剑桥大学国际技能拓展课程。该课程

是由世界知名考试认证机构——剑桥大

学国际考试委员会(CIE)联合欧盟教育基

金会(CHEER)在研究现行中国相关课程

的基础上，结合海外教育的基本要求，特

别针对中国学生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相

对弱势的方面，设计开发的一系列短期技

能强化课程。而在学生入学的第一、二学

年，学生主要通过学年课题的研究和实践

逐步培养自主学习和思考、独立研究、交

流与展示等基本素养。

培养具有“中国根、世界心”的新锐少年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睿励项目办学六年回眸

视点第

□本报记者 叶青云

近年来，为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我

省各校在吸引学生爱上阅读，积极创

新校内阅读区建设方面下足了功夫。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记者日前

走访了一些中小学校，在调查中发现，

如今校内阅读区的布置已经从单一阅

览室的1.0时代迈入了遍地开花、形式

多样的2.0时代。

打破时空限制 阅读随时发生
过去，常有一些校长和教师抱怨，

学校地方小，很难在教学楼里开辟一间

足够大的阅览室，藏书少而陈旧，学生

也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分批轮流进去

阅读。但是现在，这种遗憾越来越少

了。因为阅读，可以不再限于一间封闭

的阅览室，学校走廊、楼梯间、角落、中

庭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被打造

成学生的阅读区，学生随时走过、随时

阅读，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浦江县实验小学的食堂很另类，在

这里，学生能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

“食粮”，因为学校把食堂打造成了一座

别具一格的“图书馆”，里面整齐地排列

起了书架。“新造的学校食堂空间很大，

这么大的空间只让孩子吃顿饭太可惜

了！”校长徐双莲说，为了弥补因校园

不大无法在走廊等其余空间设置读书

区的缺憾，食堂和书房这两个看似毫无

关联的场所，就这样紧密相连了。“让孩

子把阅读当做吃饭一样自然。”徐双莲

开玩笑般地说。

阅读区从整合到分散，是越来越多

学校的做法，不仅是利用现有的空间，一

些曾经闲置的、废弃的空间，也被精心规

划，成了阅读区。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金桥校区有个人见人爱的“足迹花

园”，花园里有秋千、水池、小桥……学生

可以在此随心所欲地读书、写作。此番

场景，你一定想象不出，这里曾经是个

被废弃的阳台。而诸暨市新世纪小学

主干道上原本不起眼的3个旧电话亭

突然摇身一变，头顶各自多了一顶“帽

子”：一顶博士帽、一顶蘑菇帽和一顶

铅笔帽。原来，学校将旧电话亭改装

成了3个图书亭，分别取名为“豆豆之

家”“巴学园”“汤姆叔叔的小屋”。图

书亭设计非常巧妙，分为上下两层，上

层空间摆放图书，下层设计成双开门

式可以在雨天时防水。书亭里的书可

以“漂流”，旁边还会贴心地放置工字

钉、便笺、笔等工具，学生在阅读时有

些什么感触体会、有什么问题要解决、

自己希望看到什么书或者看过什么非

常不错的书想推荐给大家，都可以在

专用板块上留下纸条。“虽然每个班级

都有自己独立的图书角，但是书的流

动范围不大，又不能做到在校园里随

时随地的看。学校将电话亭改造后，

让书在全校范围内流动起来，学生不

仅能随时随地阅读，还能将好的书推

荐出去，阅读范围从班级扩大到校园，

形成一个很好的阅读交流氛围。”校长

金国永说。

布置匠心独运 积极引导和推动
“我的阅读我来定。”只有孩子愿意

读书、乐于读书，阅读才会有实质性效

果，教师和家长的选择无法替代孩子本

身的自主选择——这是诸暨市店口弘毅

小学校长俞培锋一直以来推崇的观点。

“作为教师和家长，只能做‘目录’或‘书

童’，不能越俎代庖，也就是说，只能从如

何引导上下功夫。”俞培锋说，营造一个

舒适、随意的开放型阅读空间，才能吸引

孩子们的注意，提高他们驻留阅读的时

间。“不要在乎空间的大小，只要设计合

理、呈现方式有趣，完全不用拘泥于形

式。阅读不能强迫，要适当引导，根据孩

子的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书籍。当孩

子玩累了，安静地坐下来的时候，自然而

然会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翻上几页，慢

慢地就会喜欢上阅读了。”如今，不仅是

该校的学生，连保洁阿姨也会看得眼馋，

忍不住在工间放下扫帚和畚箕，拿起一

本书忘我地读起来。

俞培锋的观点与安吉县报福小学

校长袁恩忠的不谋而合，该校开辟了阅

读角后，校园形成了“动中有静、静中有

动”的气氛。“动是孩子的天性，在每一

个适合的角落开辟出阅读角，让学生在

享受运动乐趣之后可以有个地方静下

来看一会儿书，让想阅读的学生可以随

时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避开嬉闹声，这

样的布置既符合儿童的发展天性，又将

阅读氛围创设于有形之中。”

除了引导学生参与阅读，给予学生

自主选择权，校园里的阅读区也被看作

是个德育渗透的好场所。在湖州市仁

皇山小学，新居民子女占学生总数

85%以上，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学

生，于是学校在阅读区书籍选择上也专

门放置了关于民族文化、民风民俗、传

统文化等主题的图书，并将此融入学校

整体的德育体系。绍兴市树人中学则

有一条“自助式阅读长廊”，墙上挂着简

洁明了的《自助借书指南》，书柜边有一

本借阅记录册，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教师和学生的借阅记录。校长骆建江

说，诚信阅读是这条长廊创建的出发

点，“初中学生的可塑性很强，他们的读

书习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育的

成败。如果学生在看书的时候安安静

静，书籍总能保持完好无损，那么创建

这个长廊的初衷就达到了；反之如果学

生在看书的时候吵吵嚷嚷，人走之后灯

未熄，书籍破了、少了，就证明我们的德

育还存在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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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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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墙上开辟红十字会急救窗
台州市椒江区桔园小学的教学楼墙上近期挂起了一个红

十字会急救窗。急救窗配备了三角巾、CPR人工呼吸膜、医用

绷带、医用棉片、创可贴等急救物品，让师生一旦发生意外伤害

时能够随时取用。学校安排专人进行管理，以备物品短缺时及

时补齐 。 （邱 月）

小学生生态环保乡村行
日前，安吉县山川小学发起了“践行生态理念，共筑最美县

域同心圆”生态环保乡村行活动。学生带着用安吉大竹海的竹

片制作的环保购物篮、钥匙扣以及小水车等手工制品作为互动

礼物，乘坐绿色新能源汽车，途径山川乡、天荒坪镇、上墅乡等

地，向当地村民宣传环保理念。 （杨 华）

15年服务社会13万次
去车站送姜茶、在灯会上做引导解说、到敬老院慰问老

人……东阳市吴宁镇初级中学自2002年以来，通过各类主

题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出家门帮助邻里，走出校门服务社

会。据统计，15年来，该校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已近

13万次。 （周晓东）

阅读，无处不在

校内外合作开发拓展课程
近日，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北校区清河部二至六年级的360名学生，来到该市青少年宫的实

践楼上拓展课。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使用专业的设施，学习陶艺、烘焙、模型制作、纸艺、机器人、木
工等课程。 （本报通讯员 祝慧华 摄）

实话 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