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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长急救路上昏倒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 薛丛川）近日，宁波江北区66

岁的蔡慧珍阿姨和家人带着锦旗来到鄞州区堇山小

学，感谢该校副校长王艳萍。蔡阿姨说，在她外出晕

倒的时候，多亏王艳萍及时相救，才得以化险为夷。

事发当天，蔡阿姨出门去看望老朋友，没想到在

公交车站等车时，突然昏倒在地。当时已经是中午，

路上行人很少。第一次昏过去醒来后，蔡阿姨赶紧给

外甥女打了电话。等外甥女赶到时，蔡阿姨又一次昏

过去了。此时，有好几位市民围过来，但大家都束手

无策。

这时，正驾车赴弟弟家午宴的王艳萍看到公交车

站有多人围着一位老人，便放慢车速，发现不对劲后，

立马下车跑向蔡阿姨。王艳萍一摸蔡阿姨的手，冰

凉，整个人冷汗直冒，脸色煞白，唇无血色，当时就判

断老人很有可能心脏不好。王艳萍赶紧运用跟专业

人士学过的一些医学知识，出手施救。过了几分钟，

蔡阿姨醒过来了，喘气也顺畅了。王艳萍安慰蔡阿姨

不要害怕，没有危险了。这时，好心人拨叫的120救

护车到了。

聋哑教师传授古老手艺

本报讯（通讯员 林志亮 张 诚）近日，温州市特

殊教育学校聋哑教师朱道孟在课堂上为学生传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细纹刻纸的技艺。他打着

手语，向学生们讲述刻十二生肖的要领，及时解答他们

的提问。

乐清细纹刻纸是集中华民族艺术精华的一项手工

艺珍品，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为传承这项古老的手艺，也为培养特殊学生的一

技之长，方便今后就业，学校开设了乐清细纹刻纸校本

课程。

据了解，朱道孟执教乐清细纹刻纸课程已有8年，在

设计、生产、包装等方面比较内行。制作乐清细纹刻纸

作品，必须做到心静如水和精益求精。正是凭着这种精

神，朱道孟带领学生创作的作品，获奖众多。现在，从该

校毕业的学生有的成立了乐清细纹刻纸工作室，有的成

了教师。

□本报见习记者 邵焕荣

“上《全等三角形》复习课，该引入

怎样的问题激发学生兴趣？”“你可以

从配三角形装饰板出发提问：配一块

一模一样的三角形装饰板，需要测量

哪些数据？”

“我的课，尖子生跟得上，但中下层

的学生比较吃力，怎么办？”“能不能站

在中下层学生的角度设计教学？”

……

在这个国庆长假，湖州市南浔区研

训中心主任、省数学特级教师褚水林却

一直没闲着，在他的名师网络工作室，

他不停地在线上为来自全省各地的“徒

弟”们答疑解惑。节后上班了，于是，

“白天做行政，晚上做线上名师”就成了

他的工作常态。

“做教研，帮助教师专业成长，自己

首先要专业，同时还能详细了解每位教

师教学中的薄弱点和痛点，做到对症下

药。”这是褚水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此话不假，在成为教研员之前，褚

水林在南浔的一所农村中学“耕耘”了

20多年，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教学要考虑到学生的认知特点，

要理解学生、读懂学生。”褚水林的一

大“法宝”是，让学生每两周写一次数

学小周记。“学生把学习中的困难、心

得都写出来，这样我就能全面地了解

他们，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层教

学。”褚水林说。其实，早在十几年前，

褚水林就开始了分层教学，他给学生

们定制了不同的学习目标，上课时，针

对不同的学生提问不同的问题，并分

层布置作业。他也会在学生作业本上

粘上额外的“小纸条”，为成绩薄弱的

学生提供基础练习题目，为优秀的学

生提供难度较大的题目。

“做教师和做教研员有相通的地

方”，从2003年成为教研员开始，褚水

林就将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引入了

教研岗位，“理解教师、读懂教师，并站

在教师的角度指导教学”。

有一次，褚水林在练市二中调研，

听《特殊角三角函数》展示课时，他发现

教师的问题设计缺乏层次性，学生的上

课积极性不高。于是，他主动要求在隔

壁班开了一节相同内容的“下水课”。

授课时，他为学生们讲述三角函数概念

形成的整个过程，由浅入深，并让不同

层次的学生回答不同的问题，学生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了。“同课异构，可以与教

师们零距离地交流和解决教学中的实

际问题。”褚水林说。这些年来，他始终

活跃在教学一线，全区22所中学他每

年最少要去一次，先后听了1500多节

课，指导公开教学课250多节。

“南浔区校网分散，以往我们采用

区域研训制度，可有些边远地区学校的

教师，数年来都没机会参加区级层面的

研修活动。”褚水林说。于是，区研训中

心积极推动联片式研训制度改革，在全

区建立了15个联片区，每个联片区自

主开展研修活动，区研训中心则指派一

名教研员作为各联片区的联络员和指

导员。

“压担子，搭台子”是褚水林培养教

师专业发展的又一个诀窍。“我们通过

教研大组、课题研究等载体，既为中青

年教师创造成长平台，又用任务驱动的

方式推着教师往前走。”褚水林说。南

浔区研训中心教师姜晓翔，课堂教学能

力突出，但科研能力薄弱。于是，褚水

林要求他每一学年至少要在省级刊物

上发表一篇论文，还把姜晓翔吸纳到工

作室中亲自指导他的科研写作。如今，

姜晓翔已经成了南浔区的科研精英，近

几年来，他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

30多篇论文。

名师网络工作室是近年来褚水林

教研工作的重点，“这是省里的项目，

由特级教师牵头，采用‘1+10+100’的

模式，我带10名学科带头人，他们再

辐射到全省的100名教师”。现在，有

了网络平台，褚水林可以随时与教师

们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教学困难，提

出解决方案。9月27日，褚水林名师

网络工作室第一次线下集体研修活动

在北大附属嘉兴实验学校举行，在褚

水林的带领下，来自全省的14名数学

学科带头人和当地数学教师就“基于

高阶思维能力的数学问题导学”这一

主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同时，南浔区

全体初中数学教师也通过网络直播全

程参与其中。

□陆青春

在电视、电脑、手机、iPad 伴随

下成长起来的 00 后已经进入小学

和中学。和以往相比，现今中小学

生的阅读趋向已大不相同，很多学

生感兴趣的可能是当下的流行读

物，比如某些靠商业运作包装起来

的明星作家的著作，他们也更习惯

网络等更为快捷的阅读方式，而穿

越、轻松搞怪、调侃等网络文学的

特性，似乎也更加符合这一代孩子

的阅读需求。

诚然，信息化时代，数字化阅读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对

于少年儿童而言，数字化阅读弊大

于利。快捷的阅读方式、海量的信

息，是难以让人沉淀下来思考的。

那些“流行的快餐”，或许能够很快

满足信息需求，却不能让我们感受

到细嚼慢咽“经典佳肴”才能感受到

的营养和魅力。大量电子产品的阅

读让孩子的阅读变成了浅阅读和碎

片化的阅读。比如，我们在网上阅

读新闻，很多人不会记得里面具体

的内容，不会注意新闻事件之间的

因果关系，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孩子

只关注“是什么”，却不愿去思考“是

什么”背后的“为什么”和“怎么办”，

孩子的思考能力就会下降。

因此，引导少年儿童放下电子

产品，捧起纸质书籍，多做一些“有

深度、有耐心、有思考的阅读”无疑

更加重要，而且应该成为当下与未来所有爱读书

的人尤其是少年儿童必不可少的精神生活内容。

纸质阅读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攀登思想高峰

的必经之路，也是无限接近于思维的乐趣的体

验。相较于“娱乐至死”带来的快乐，思维的乐趣

和理性精神的培育更应该成为学生乃至每个读书

人的追求。

无论网络时代如何发达，阅读的精神、阅读

的习惯是不应消亡和淡忘的。当下，尤其是青

少年一代，在让自己的阅读方式多元化的同时，

不要和颇为“传统”的、和纸质图书零距离接触

的书面阅读太疏远了。可以安排自己每星期

“挤出”几个小时，关掉手机，离开电脑，捧起一

本自己心仪已久的好书，细细地、一行一行地读

下去，找回或者说重温一下和纸质图书亲密接

触的充实感。

□本报记者 林静远

10月9日，长假结束后的第一

个周一，在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中

心小学带着浓浓国学味的升旗仪式

上，五（1）班的6名学生一字排开，

在学生蒋依琳的带领下，以说唱的

形式诵读起《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等一组有关中秋节的诗歌。其

他学校的升旗仪式，内容大多为国

旗下讲话，马鞍镇小学这一融入了

国学经典的仪式显得有些与众不

同。这样的做法，该校已坚持了多

年。每逢升旗仪式，学生都会以说

唱或情景剧表演的形式演绎各类国

学经典。演者尽兴，看者出神，慢慢

地，国学精髓浸润了每位学生。

马鞍镇小学一直以来重视国学

教育，除了利用升旗仪式演绎国学

经典，他们还开发了一整套国学课

程体系。2015年，学校成立了国学

课程开发研究团队。开发的《国学

堂》校本教材在去年9月正式启用。

不久前，教育部出台《中小学德

育工作指南》，要求各学校创新载

体，对中小学生开展学习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育，并把它与德育结合起

来。在校长姚兴尧看来，这与他们

实施国学课程的初衷不谋而合。国

学中承载的很多内容与德育有关。

“但是单纯地让学生诵读，难以在他

们心中留下印记。”姚兴尧说，“只有

依托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想方设

法设计一些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他们才愿意学习国学，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使其道德素养和文化

素养得以滋养。”

带着这样的想法，马鞍镇小学

以儿童心理特点为核心指导，按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在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文言文中选

取精华内容，以“正身清心”“孝悌为

先”“大道于行”3条主线，以“蒙学、

古诗词、小古文、越中名贤”为架构，

编成“勤学”“礼教”“仁义”等9个主

题的文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学

经典课程。其中，还融入了陆游、贺

知章等绍兴历史名人为人处世的故

事。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循序渐

进：低年级以蒙学为主，中年级以古

诗词为主，高年级以古诗词和小古

文为主。

姚兴尧介绍，针对小学生的特

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是学校在

国学课程开发实施中考虑最多的一

点。他说：“小学里的国学课堂以说

教的授课形式，让学生理解文章的

中心思想，他们会觉得很枯燥，参与

的热情难以调动。”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国学堂》校本教材中，每篇经典

课文后面还有“小能手”和“小链接”

部分。“小能手”联系生活实际，向学

生们提出有关课文中的问题。“小链

接”讲述的是与课文有关的故事。

教师们通过富有童趣的课堂，激发

学生们的活力，寓教于乐。

记者发现，很多教师在授课“国

学堂”时，通过讲故事等形式，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让学生

体会其中蕴含的道理，从而学会做

人做事。语文教师赵秀琴授课一年

级《七步诗》时，针对学生心理特点，

为学生讲述了发生在曹植和曹丕之

间的故事，并让学生结合同学之间、

兄妹之间相处之道，谈谈对诗歌内

容的理解。

“国学堂”课程也被教师们巧妙

地整合进各学科的教学中。思想品

德课教师赵丹告诉记者，在涉及

“孝”的教学片段中，她把“国学堂”

中“亲思勿忘”的内容整合了进去，

让学生深刻领悟“孝”的内涵。美术

教师经常组织学生结合“国学堂”中

的内容进行创作。教师傅洋让学生

对《滥竽充数》的画面展开联想，并

进行绘画，让他们懂得做事要诚信

的道理。学校还选出优秀学生作品

作为《国学堂》教材修订版中的背景

图，并为他们颁发证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女生的声音刚落，男生的声音

就响起来了。平日里，学校让学生以

这种对对子的形式学习国学经典，也

通过晨诵、课前诵、放学诵等一日三

诵，积累学生们的国学知识，提升他

们的国学素养和道德修养。

两年来，通过国学与德育的无

缝对接，马鞍镇小学学生们的面貌

悄然发生了变化。学校涌现出了省

美德好少年1名、绍兴市美德好少年

2名、校“孝善之星”90多名。

实话 实说.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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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10月9日下午，东阳市江北小学教育集团举行了“喜迎十
九大，红领巾在行动”活动。该校还组织了以“习爷爷，我想对你说”为主题的班队活动课，
并让学生以“喜迎十九大”为主旋律创作手抄报。

（本报通讯员 吕 颖 朱赛慈 摄）

让国学精髓浸润每位学生

日前，中国美术学院附属小学——杭州市娃哈哈
小学教师曾媛芬的一堂美术公开课吸引了来自深圳学
校的考察者。在这堂主题为“彩墨游戏”的课上，学生
们玩转水墨画的技法，并在雨伞上绘画，感受艺术创作
的乐趣。图为学生在课堂上绘制创意纸伞。

（本报通讯员 任 芳 摄）

褚水林：做教研员要读懂教师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红领巾在行动红领巾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银
凤）近日，舟山市定海区大丰中

心小学的党员教师、普通一线

教师与14名留守儿童进行了

爱心结对，开展二帮一的活动。

近年来，大丰中心小学多

途径做好留守儿童帮扶工作，

为他们架设起爱的桥梁。学

校要求结对教师经常与留守

儿童交流、沟通，掌握他们的

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使他们

走出孤独，同时激励留守儿童

不畏困难，做生活、学习上的

强者。

学校在每天中午开放心

理辅导室，有心事的留守儿童

可以向当天值班教师“谈心”，

教师则详细填好记录卡，对少

数学习成绩严重滑坡的留守

儿童制订个别教育管理方

案。学校还开放了儿童之家，

为他们提供娱乐场地，带给他

们家的温馨和成长的快乐。

放学后，留守儿童可以和自己

的好友相约到儿童之家看书、

看电影，也可以向当天值班教

师请教学习上的问题。

为留守儿童搭起爱心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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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族常识大观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李 梅）“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

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近日，长兴县李家巷

镇中心小学502班学生在教师周红芳的带领下，唱着

《爱我中华》，走进了民族常识的大观园。

李家巷镇小学有100名少数民族的孩子，他们来

自布依族、彝族、水族等12个民族。该校把每年的9月

和10月定为民族常识普及月，让所有的学生一起了解

不同的民族风俗。

该校教师利用由民族团结教育教材编写组编著

的《民族常识》这一教材，为学生授课。教师杜治姣为

学生介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教师王星向学生展

示了不同民族的服饰，还有的教师介绍了不同民族的

建筑风格。这些都让学生们了解了不同民族的文化

与特点。

学校将以《民族常识》这一教材为载体，结合德育

课程，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活动”，如设计民族服饰、

讲民族英雄故事等，让所有的学生一起共学民族常识，

同享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