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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林静远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杭州市崇

文实验学校的学生们走出校门，再次

走进浙江省盲人学校，与那里的小伙

伴们共庆属于自己的节日。除普通

的文艺会演外，学生们一起聆听了分

别由两校教师执教的《父亲的菜园》

和《相伴，领略汉字的魅力》。崇文实

验学校与盲校的“六一”联谊活动已

开展 4年了，彼此的情谊也愈发深

厚。这个别样的“六一”，既让崇文实

验学校的学生们收获了关爱他人、分

享成长的快乐，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盲

校学生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

“六一”儿童节是每个孩子一年

中最期盼的日子，那么学校应该如何

引导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为他

们的童年时代打好精神底色？省教

育厅基础教育处副调研员朱丹说：

“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关系到他们的

自身成长。在生活日益富裕的今天，

小学生更需要精神上的追求。”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各小学根据

省教育厅把德育贯穿于整个教育教

学环节的要求，挖掘节日内涵，将少

先队课、各类专题教育与德育课相

结合，围绕“六一”，用活动组成了精

彩纷呈的节日课程，做好德育主题实

践文章，丰富他们的精神家园，让孩

子们过一个更有意义、更有内涵的

“六一”儿童节。

台州学院椒江附属小学举行了

“习爷爷嘱托记心中，童心共筑中

国梦”主题队日活动，学生们把想

对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心里话都写成文

字贴在墙上。他们书垦荒精神、讲垦

荒历程、诵垦荒诗歌，以自己的视角重

温了大陈岛垦荒的心路历程，在少先

队员中弘扬“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

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

围绕六月品味童年的主题，江山

市实验小学不只是举行文艺会演、

游园活动等传统项目，还结合学校

的蜜蜂文化，开发了校本教材《一场

蜂的甜蜜之旅》，在每年的“六一”评

选出争蜂少年、追蜂少年，表彰一批

品学兼优的学生。嘉兴市崇德小学

把“六一”和毕业典礼相融合，结合

语文课本中《毕业了》一课，学生们

自编自演小品剧，表达对学校和教

师的感恩之情。

朱丹透露，省教育厅正在紧锣密

鼓地开发《我们的节日读本》教材，

其中一部分就是重点介绍各地各校

“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和课程内容，

该教材准备在今年9月面向全省中

小学发行。

从校内走向校外，开辟第二课堂，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良好的思想

道德品质，是我省各小学在“六一”等

节庆期间开展德育主题综合实践活

动的主要形式。浙江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学院德育教授蔡志良认为，这种

形式不仅最受学生欢迎，而且符合少

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

到今年“六一”，宁波地铁开通3

周年了。鄞州区江东中心小学联合

地铁公司，推出了“花儿与少年”品牌

站台活动，让学生了解地铁运营与乘

坐礼仪知识，并穿上志愿者红背心引

导市民文明出行。宁海县前童镇中

心小学的学生们走出校门当起了“小

导游”，他们带着游客一边参观一边

讲解当地历史。校长鲍常飞说，让学

生在自己的节日里服务社会，目的就

是为了给他们不一样的节日体验，让

他们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增加对家

乡和乡土文化的热爱。

地处磐安县贫困山区的大盘镇

中心小学是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

小学的结对学校。今年“六一”，富春

七小组织学生把校园里丰收节上义

卖所得的1万多元钱，送到了大盘小

学，30多名学生也与大盘小学学生结

对牵手。

□叶文明 潘养松

此前阅读张建林先生的《赞

扬声也会让学生迷失》一文，深有

同感，现在的教育存在着一种误

区，即盲目地进行赏识教育。幼

儿园、小学里赏识教育的过度流

行，造成了现在许多孩子听不进

半句批评的话语，盲目自信，当做

错事情受到教师、父母批评时毫

无悔改之意，无理辩解甚至说谎、

顶嘴等。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

过这样一句名言：“当人过度的时

候，最适宜的东西也会变成最不适

宜的东西。”学生一直生活在赞扬声

中，时间长了，再美妙的赞扬声也会

腻味，单纯的表扬不但不会激起他

上进的欲望，反而会让他找不到度

量自己的标尺，迷失在赞扬的鲜花

铺成的道路中，看不到前进道路上

的泥泞，更学不会走泥泞道路的正

确步伐。自信心是被培养起来了，

却演化成一种过度的自信。

要达到好的教育效果，表扬学

生时就要讲究个度。首先，要把握

表扬的时机。正所谓“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学生身上确有“闪光

点”时，教师要善于捕捉，及时抓住

表扬的时机，鼓励学生的进步。表扬只有在最需要

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才能为学生打开一扇

“别有洞天”的窗口。其次，要把握表扬的度。不言

过其实地表扬，也不轻易表扬。事实上，过多的、廉

价的表扬不仅不能对学生产生积极作用，反而会让

他养成浅尝辄止和随意应付的习惯。不付出努力、

唾手可得的赞赏又有谁会珍惜呢？另外，表扬要讲

究方式、方法。走进课堂我们不难发现，教师们的

赞美之词大都千篇一律，“你真棒”“你真聪明”这样

的表扬已经成了教师的口头语。学生听惯了，听腻

了，也就谈不上激励作用了。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

特的个体，表扬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表扬的方式

也要有所不同。其实，赞扬学生不一定要用语言或

物质奖品。有时，一个赞许的眼神、一次轻轻的抚

摸、一句激励的话语，都能在学生心中激起上进的

涟漪。

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论批评还是

表扬，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不能为了满足学生

的成就感就毫无原则地一味表扬学生。当学生犯

错时，就必须及时地提出批评。如果连几句真实客

观的评价都不能接受，他们长大以后又怎能面对风

雨、迎接挑战？

□本报通讯员 张麦玲

提起湖州市吴兴区妙西学校的

邢红琴，好多人都会问：“是那个说话

柔柔的、成天微笑着的邢老师吗？”如

果说，温柔可亲是她留给人最初的印

象，那么了解她的人或许还会加上这

么一句：“就是那个做事认真、上课精

彩，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的邢红琴。”

日前，她被湖州市推荐为“浙江省师德

先进个人”的候选人，这个喜讯很快

在这所山区学校传开了。

邢红琴原是湖州市凤凰小学的

一名中层干部，为响应吴兴区教师流

动政策的号召，她从城市来到山区支

教三年。在业务上，她是大家公认的

牛人。“邢老师工作中不挑环境、不畏

困难，干事很有一股韧劲，说她‘牛’

一点儿都不过分。”学校校长施火林

这样说。邢红琴对工作的认真劲儿

是出了名的。有位同事曾开玩笑地

说：“她生孩子也比别人厉害，周五上

完课，周六去生娃。一节课都没耽

搁。”不仅如此，她来山区学校支教，

将城市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理念也

带了进来，积极带领学校骨干承担起

了妙西学校的课程开发工作。今年

年初，她不得不做了甲状腺肿瘤切除

手术，可还没来得及好好静养，就又

精神抖擞地召开了课程开发工作组

成员会议。

“以黑色为初稿，蓝色标注为提

示，铅笔圈注为重点，红色勾勒为修

改……这是邢老师教给我们如何磨

课、做好备课笔录的‘绝活’。”邢红琴

的徒弟曹菲菲向笔者展示了那沓五颜

六色的备课稿纸。在妙西学校支教的

三年，邢红琴一边致力于对青年教师

的培养，一边研究如何改进学校的教

研氛围。第一年，听说曹菲菲要参加

青年教师展示，她从教材挖掘到教学

设计、从教具准备到磨课修改，手把手

地教曹菲菲如何研究课堂；在展示前

两天，考虑到城市学生的起点比农村

孩子高，她又联系城市学校去借班试

教，这场课堂展示，成就了她们的师徒

情。第二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主题教研故事

在邢红琴的带领下成为校公众微信号

上的热门话题。第三年，新来的美术

教师俞菁菁说“上课孩子们太吵，我没

辙了”，邢红琴就跟她一起想办法，将

课堂管理经验倾囊相授，用行动影响

着周围的教师。

邢红琴来妙西学校的三年，也是送

温暖的三年。2014年冬天，她第一次

走进山里，对一个随父母来浙江打工的

贵州孩子雷大训进行家访，一张破旧的

餐桌、一块吱呀作响的床板、一把摇摇

晃晃的椅子，这便是他家的全部家当

了。昏暗的灯光下，姐弟俩各坐在一块

板砖上写着作业。那个冬季，邢红琴挺

着大肚子，踏遍了妙西的每一个山间地

头，走访了任教的每一个孩子的家庭。

在了解了学生情况后，邢红琴开始了

“添件衣服添份暖”的行动。第一年，她

搜集了自己和亲戚闲置的棉衣，洗晒、

整理，然后为它们寻到了主人；第二年，

在她的影响下，来自城区月河小学和东

风小学的几位教师也加入到送温暖的

行动中，她们委托邢红琴转达了这份暖

暖的情谊；第三年，远在织里的朋友知

道了此事，还特意送来了一份心意。

“一件衣服，可能只是温暖孩子一个冬

季，但我们希望这份善意在孩子心中

撒播上温暖的种子。”邢红琴说。

初中生活怎么样

体验营里找答案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和蔼的老师，有趣的课堂，

美丽的校园……这是我对未来初中生活的初印象。”六年

级小学生王一霖在参加了杭州市朝晖中学此前针对学区

内的六年级学生推出的初小衔接先锋体验营活动后，兴

奋地说。

这段时间，每周六上午，学区内的小学生们都会来到

朝晖中学，参加体验营活动。体验项目分为三大类：一类是

拓展性课程，包括生活语文、思维训练、Magic English、

趣味探究等，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主要学科；一类

是社团课程，有同音社、创意空间、健美操等精品社团，涉及

音乐、美术、体育等领域；一类是初中生活体验，安排学生参

观学校的青春健康教育俱乐部，走进男孩屋、女孩屋、互动

角、微影厅，了解生命成长的“秘密”。

本报讯（通讯员 富玲燕）“穿越了

一天才知道，老师也要每天学习，不然

会被学生的问题难住。”“老师牺牲那么

多时间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原来做学生

是最幸福的。”自然的人物表演、有趣的

台词、多维度的剧情，最近，温州翔宇中

学学生自导自演的微电影《梦换记》异

常火爆。

究竟是部什么样的电影，如此受师

生欢迎？《梦换记》讲述的是一个个性顽

皮、上课吊儿郎当的男学生，有一天在

课堂上睡觉，梦到自己变成了教师，体

会到了做教师的不容易，梦醒后他就特

别用心读书，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带一副黑框眼镜，高高瘦瘦、斯斯

文文的任韦翰是《梦换记》的主演，现实

中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与微电影里

男主角的人设截然不同。“我为了演好

这个角色，平时会观察这个类型的同

学，并去模仿他们。每次回家会对着镜

子演，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任韦翰

说，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下了不少功

夫，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学生在表演过程中都会对我们

写的台词进行临时改动，他们会嫌弃

我们的一些台词太老土了，不符合当

下的语境。”翔宇学生新媒体工作室

负责人王莉说，《梦换记》的剧本是教

师写的，演员、副导演都是从初中部

学生中海选出来的，一起参与对剧本

的修改。

微电影制作完成后，参演学生变成

了售票员，向全校师生售票，票价则是

“随便给”。“我们本来印了100张票还

担心卖不掉，就选择在人流量比较大的

餐厅门口卖，没想到10分钟就全部卖

完了，后来加印到600张，不到两天又全

部卖完了。”说起当时卖票的火爆程度，

王莉直呼太意外了。翔宇教育集团总校

长卢志文得知此事时正在外地出差，还

特地托人帮他花100元买了张票，这也

是卖得最贵的一张票。电影票还专门设

计了弹幕区，可以留言。餐厅门口的宣

传板上，贴满了观影者对该片的点赞或

吐槽，剧组人员都一一作了回复。

“虽然只是短短20分钟的电影，但

首映当天，学校报告厅座无虚席，很多

学生和老师买了票也只能站在边上

看。”参演者戴大可说，本来以为不会

有很多人来看，只准备放映一场，没

想到来的人太多了，后来还特地加映了

一场。

“原创作品需购票观看，这既让学

生们参与体验了商业运作模式，享受

到劳动成果，也培养了学生尊重知识

产权的意识。”王莉说，本次电影票卖

得的钱一半支付电影团队每位成员的

报酬，另外一半则将存入翔宇学生新

媒体工作室财务部，作为下一部微电影

的筹备费用。

据悉，翔宇学生新媒体工作室成

立一年多了，这是他们拍摄的第二部

微电影，工作室一般让初中部的学生

侧重于表演，高中部的学生侧重于拍

摄和后期制作。接下去，他们打算每

学期拍摄一部微电影，剧本在全校征

集，表演、拍摄、后期制作等由初中部

和高中部的学生们合作完成。

这样的“六一”体验更有意义

视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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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导自演微电影“票房”大卖

邢红琴：在山间撒播“爱”的种子

近日，一盏高1.2米、直径0.75米的巨型八
六四款百子灯亮相义乌市田心小学。义乌百
子灯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金华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田心小学是百子
灯制作技艺的传承教学基地。该校成立了百
子灯工作室，开设了百子灯制作拓展性课程。

（本报通讯员 杨 骏 龚琴娟 摄）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小学举行了“美丽家乡，
文明台州——大手拉小手共绘台州新府城”亲子绘画
活动，一至五年级每班出两名学生代表，与家长一起
共同描绘心目中的美丽台州。其中，一、二年级学生
在空白团扇上作画，三至五年级学生在空白风筝上完
成作品。 （本报通讯员 洪小友 摄）

百年华灯耀新辉百年华灯耀新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