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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第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是儿童

实现社会化的地方，由于其建筑性质的

特殊性，校园设计除了满足“安全、实

用、美观”的要求外，更需要重点突出教

育功能。近日，2017基础教育美丽学

校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杭召开，把如何打

造“最育人”的学习空间这个课题，摆到

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面前。

人文环境是好学校的标配
“我国每年大约新建3000所学

校，但讲究效率主义、形式主义的问

题却时有发生。学校越造越大、越造

越美，儿童和教育的要素却被‘抛弃’

了。”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

所副所长、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教育

空间设计研究所所长邵兴江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眼下一些学校在改建和

扩建时存在的弊端。对此，他认为，

解决的方法是要有全程规划与一体

化设计，融入学校的灵魂、以师生为

本寻求特色是第一步。“好的学习空

间，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思维、能力

等培养都有影响。一所好的学校，理

当具有好的校园环境设计和好的学

校文化设计。”

眼下，各地各校都在深入推进建

设“美丽校园”，但要成为“美丽校

园”，必须形质兼美。好的环境，不仅

能让身处其中的师生产生愉悦的心

情和舒适感，同时更易成为孕育好的

内涵文化的摇篮。

“学校的文化不是短时间凭空产

生的，首先要基于环境的变化。”温州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郑源贺说，

“我们要发挥设计的力量，改变学校

的精气神。”2013年以前，该校校园环

境破旧，师生没有归属感和荣誉感。

然而仅仅用了3年时间，这所中职学

校完成了一次环境文化“逆袭”：在校

园里打造出“白楼旧事”“阳明问智”

“流觞步道”等校园人文十景，建起了

文化创意园和拥有13个工作室的创

客小院，并获得了2017年浙江省中

职学校“美丽校园”称号。郑源贺坦

率地说：“以前我们的师生羞于提起

学校，现在却争相晒出学校的照片，

非常自豪在这里工作和学习。”

校园里空间环境的设计，不仅指

向硬件空间，一些“软空间”也不容忽

视，比如听觉环境。南京市教育科学

研究所副所长沈曙虹举了个江苏省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崇真铃”的例子，

该校每逢有庆典，必鸣铃：新教师上

岗，鸣铃13响；学生成人礼，鸣铃18

响；升国旗仪式，鸣铃19响；校庆为最

高礼仪，鸣铃21响……“崇真铃”在师

生心目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

学校相关活动中运用特定的声音或

音乐进行提示，不但可以让师生明白

自己该做什么，还可以通过营造氛围

使其情绪得以调动和调节，增强个体

参与集体活动的主动性和适应性，对

学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会增加。”

从环境育人的角度讲，听觉环境和视

觉环境一样彰显着教育功能。

学校环境的建设，从来不是教育

工作者们单方面的事情，设计师和建

筑师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两者需

要共同努力，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行

业互通共融。“学习空间的设计师和

建筑师们，与其他同行不一样，在他

们的身上，要多一份教育的使命与责

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

院长李志民说，“他们要比其他同行

更懂教育，甚至更热爱教育。”

好建筑需服务于教学与育人
现如今，教学方法的变革，引起

了学习空间的变革；同时相应地，学

习空间的变革也在推动着教学方法

的变革。一栋好的建筑、一间好的教

室，都能发挥它的育人功能。

“如何为孩子们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习空间？”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

学部校长郑巍巍认为，学校在设计学

习空间时，当遵循本土性、内生性、传

承性和课程性四个原则。“学校的建

设，要有儿童观，校舍即使再豪华，也

需体现孩子学习的需要。”郑巍巍说，

对于一所学校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自

己学校的办学理念上，不能千篇一

律。“学校建筑不只是用来遮风挡雨

的，而是要强有力地支撑课程和教

学，服务于每一名学生。学习空间设

计在体现国际化、现代化的同时，也

要不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郑巍巍提到，学校建筑的设计，

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也应让家长和

社会共同参与进来，“所有的设计，出

发点都应该是为了守护孩子，因此是

各方学者、设计师、家长应该共同完

成的项目”。

“没有两间教室是完全一样的。”

沈阳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赵海涛说，教

室微环境建设对教育意蕴深远。教

室环境的基本功能包括让学生有安

全感、促进师生间交流、显示教室“个

性”、有助于完成任务、让学生和教师

心情愉悦、促进学生成长等6个方面，

而现有教室想要发掘教育功能就要

从这6个方面考虑衡量。“从细节上

说，教室里桌椅的摆放、墙面和地面

的设计，都应取决于教师想在课堂上

和学生形成什么样的交流，这也能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的课堂学习效

率和质量。”

作为我国对学校建筑设计科学

性开展系统研究的教育专家，上海中

同学校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吴奋奋

对此很有发言权。他认为，建筑和师

资、生源、课程、管理一样，也是教育

的元素，“学校建筑应成为知识展示、

信息传递、感情交流的场所”。以校

园走廊为例，理想的走廊应该是“人

流加信息流”，走廊上可以摆放桌椅、

书架、绿植，墙上张贴校园文化宣传

内容或学科知识等，既有休憩功能，

又能参与德育。

“设计学校的建筑，不求更漂亮，

甚至也不求更‘人性化’，而是要更注

重学校建筑的教育专业性，把学校建

筑作为教育的总装备和轻装备平台

加以设计。”吴奋奋说，全部由学科教

室构成的“全学科教室学校”将是日

后学校建筑设计的主流方向：一方面

有助于师生更方便地运用现代化教

育技术，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服务于

选课走班教学。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丽丽 张丽敏）身高1.2米、体

重30千克，大眼睛忽闪忽闪，见人就笑。5月24日，杭

州市大禹路小学校园里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他能

一下子记住诗词300首，通天文晓地理，什么问题都难

不倒，还会唱歌跳舞陪学生们玩。他是谁呢？

原来，这是学校在创建智慧校园的过程中为学生引

进的新伙伴——校园机器人。机器人不仅能为学生表演

节目，还能通过人脸识别功能，记住每一名师生。以后，机

器人将会在校园里承担出勤晨检管理、家校沟通、校园智

能导游等工作，还能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听他们

倾诉烦恼，以及通过图书借阅系统给图书馆“打工”。

该校还准备将机器人与“禹娃足迹”校本课程对接，

以信息化的学生成长记录进行课程评价改革，最终实现

人机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学校相关课题“基于智慧校园

建设的‘机器人学习伙伴’开发与应用的研究”，已在杭

州市2017年度规划课题中立项。

杭州一小学引进机器人小伙伴

□俞国娣

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种关于

儿童生活和教育的话题再度热门

起来，可我最想说的仍然是，当下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或者父母，

该怎么去保护儿童。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王安石的

《伤仲永》这篇文章。题目叫“伤

仲永”，但全文并没有一个“伤”

字，说的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孩子

作了一首好诗，却被父亲高价拿

去卖。当我们把一个孩子的诗用

钱来衡量的时候，当我们对孩子

特别是天才儿童夸大其词、赞赏

过度的时候，这就是伤害。

今天的父母有没有做过这

样“伤害儿童”的事？我遇到过

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小鱼（化

名）。他的爸爸认为自己的孩子

是天才，我也这么认为。小鱼经

常觉得老师讲得太简单了，他都

会。有一天，年级里进行成语单

项竞赛，小鱼在班上的成绩遥遥

领先。他很得意，就到我办公室

来问我：“俞老师，你们班的成绩

怎么样？最好的对几个？”我说：

“今天我太忙，还没时间批改。

要不，你现在帮我一起批？”他欣

然应允，坐下来，拿起红笔帮我

圈对错。我特意挑了几名平时

成语积累很多的学生的卷子给

他，当他连批两张分数超过他的

卷子后，红笔一摔，号啕大哭，边

哭边说：“你作弊，你肯定把答案告诉了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比我还好？”小鱼就是这样容不

得别人比他好。我和他的爸爸联系，提醒他不

能一味纵容孩子，小鱼过于自负了。可他爸爸

觉得，孩子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是需要鼓励

和保护的天性，不能打击他。后来，小鱼进入

了六年级。有一天，我听到他在接送门厅大

哭，边哭边骂，声嘶力竭地喊“给我一把刀，我

要杀他！”我冲下楼才知道，他和爸爸起了冲

突。在这几年里，爸爸渐渐地发现，孩子自我

得过了头，于是开始管教孩子，可是已经错过

了最好的时机。

小鱼有很好的天资，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每次想到他，我都在想天才儿童到底是如何成长

的？我们到底该给天才儿童一个怎样的环境？

我的答案是：每一个儿童的成长都有自己独特的

路径，早慧儿童更需要科学的教育。早慧儿童在

记忆力、思考能力、学习能力上有优势，但他们的

身心发展并未超越一般的孩子，这值得所有父母

警惕——再聪慧的孩子也是孩子，其生活处事能

力未必早慧。

而今天，需要提醒的是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

孩子，我们更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当一个孩子

通过提前起步、提早训练，并且用了大量的时间

和艰苦努力换来了小有成绩时，我们更需要用平

常心对待，千万不要拔苗助长，不要过度宣传，更

不能成为学校宣传的例子、家长炫耀的资本。

对优秀的孩子需要保护，那么对于需要帮助

的孩子特别是学习困难或生活贫困的孩子，我们

的帮助也需要把握好度。这些年，我们都知道学

困生要保护，不准排名、不准公布名单，我们都知

道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不能随便在大庭广众

下批评孩子。有时候，对于贫困孩子，我们的爱

心显得那样残忍，残忍地剥离了孩子自尊的外

套。孩子需要帮助，可是他更需要尊严。

保护儿童，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天才儿

童、学困儿童、贫困儿童……所有儿童，都需要我

们悉心呵护。

□本报通讯员 徐 叶 陈时飞

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是

150多年前一位数学教师写的，这个故

事给全世界的孩子都带来了欢乐。同

样教数学，宁波大榭开发区第二小学教

师梅岳龙也花了6年多时间写下了10

万多字的童话，童话故事的原型都是他

的学生。目前，已有出版社接受了这部

书稿，即将面世。

梅岳龙今年55岁，1984年入职以

来，一直坚守在海岛小学大榭第二小学

（原大榭中心小学）。执教30多年来，

他教过语文、科学、数学等学科，其中教

数学的时间最长，有20多年。出于爱

好，他还自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写童话的念想与工作密不可分。

2011年，梅岳龙不光教孩子们数学，还

担任他们的班主任。那时，他便萌发了

自编童话故事的想法。“孩子们大多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比较顽皮，想通过

童话让他们明白一些道理，无论是做人

还是学习。”梅岳龙说。他写的第一个

故事叫“黑白老鼠”，讲述一个小男孩因

为逃避困难变成老鼠的经历。梅岳龙

说，这里边是有真实故事的。当时有个

小男孩测验成绩不理想，怕被家长责骂

迟迟不敢回家。到了晚上10点多，小

男孩竟躲到了一辆废弃的货车里，打算

在那过夜。梅岳龙找到小男孩后，没有

批评他，而是耐心地与他讲道理，并将

他的经历改写成了童话故事。自那以

后，小男孩懂事了不少，还成了梅岳龙

的小粉丝。对此，梅岳龙心中很有触

动：“一直以来，当老师的爱说教，也是

时候换种方式沟通了，于是我更加坚定

了写童话的想法。”

此后，他就利用休息时间“码字”，

写完一个，就给孩子们讲，也给孩子们

看。6年多时间，不知不觉写了20多个

童话故事，集结成册后，被学生们唤作

“刷头皮奇遇记”。

童话故事描述了主人公“刷头皮”

及其小伙伴在成长过程中的奇幻经

历。他们在数学小精灵的帮助下，逐

渐掌握了一系列的技能，包括数学表

达、分析、推理等。其中的“刷头皮”，

是个11岁的小男孩，他用“第一人称”

讲述了自己看到的一切。这个小男孩

原本叫“搔头皮”，不过在孩子们看来，

头皮痒了之后用“刷”这个字更显潇

洒。“既然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他们喜欢

是第一标准。”梅岳龙说，根据孩子们的

意见，另外3个主人公被配套命名为

“拉耳朵”“大步走”和“插裤袋”。孩子

们说，一听到名字，就好像见到了一个

个很有趣的人。

根据各个年级学生识读和理解能

力的不同，梅岳龙按照由浅入深的顺

序，将故事分为低、中、高三段，穿插其

中的数学内容配套现有的数学教材。

比如高年级篇中，“刷头皮”去了数学

城堡，又在生活中学会了多种计算方

式，就连其中的“X”假设法，也变得十

分生动。

2014年11月，梅岳龙的书稿初步

完成，学校出钱打印了 30册，供学生

们传阅。当时，就有学生表示在校内

看不够，还要带回家去看。有的家长

很好奇，为啥孩子看一本“资料”能如

此认真？读过之后，就有家长给梅岳

龙发短信：“这是一本适合各个阶段孩

子的童话，希望老师多写写这样充满爱

的好书。”

在梅岳龙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大部

分读者的反馈信息，有学生的，有家长

的，还有同行的。“随着学生和家长的不

断变化，将来的故事肯定还要做些微

调，希望它可以是一部陪伴孩子们长大

的‘动态’童话。”梅岳龙说。

本报讯（通讯员 缪艳君
颜小建）这些天，在衢州市衢江

区，流传着一件正能量满满的感

人事情，一位热心学生家长的善

举，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

由于周边拆迁，装载建筑材

料的大卡车把衢江区实验中学

校门前的路压得坑坑洼洼的，学

生行走极不方便。5月19日，该

校八（5）班学生李俊杰的父亲在

师生们放学离校之后，默默地运

来一车料石，带着自己的儿子，

一起把校门口那条大路修整铺

平了。5月21日，这位可敬的父

亲又一次拉来料石，将学校门口

的另一段路也修补平整。两次

义务劳动，都是悄无声息进行

的，直到有教师发现，悄悄地拍

下父子俩辛苦铺路的照片，才为

人所知。

照片被有心的教师发到学

校微信群里，大家纷纷对这对有

心、有爱的父子表示了感谢。李

俊杰的父亲朴实地说：“把这段

路修补平整后，下雨天就不会积

水，学生上下学好走一些，更安

全点。”

义务修路为学生 小小善举暖人心

日前，省级畲族民歌传承人、77岁的退休教师雷炳
虎走进建德市大同第一小学的课堂，认真地为学生指
导原生态畲族民歌的歌词发音与演唱技巧。该校已经
成为杭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传统音
乐）传承教学基地。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反恐防暴演练

呵
护
儿
童
贵
在
有
平
常
心

数学教师6年写下10万字童话故事

打造“最育人”的学习空间

湖州清泉文武学校于近日开展了反恐防暴安全知识湖州清泉文武学校于近日开展了反恐防暴安全知识
讲座及演练讲座及演练。。长兴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警官除了向校园安长兴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警官除了向校园安
保人员保人员、、教师教师、、教练讲解教练讲解安全防范知识外安全防范知识外，，还示范了防刺背还示范了防刺背
心心、、防护盾牌防护盾牌、、安全钢叉安全钢叉等器具的使用方法和要领等器具的使用方法和要领，，以进一以进一
步增强师生的反恐防暴意识步增强师生的反恐防暴意识，，提高学校的安全应急处置能提高学校的安全应急处置能
力力。。图为警官们正在做图为警官们正在做““近身肉搏近身肉搏””示范示范。。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陈怀文陈怀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