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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家校沟通不顺畅，家长不配合、不

理解；留守儿童多，班级管理难；社会

环境、家庭教育、学校德育时常相违

背……日前在武义举行的全国首届乡

村班主任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乡村

班集体建设课题组公布了此前开展的

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地

的乡村教师，或多或少都碰到了上述

难题，调查还显示，情感教育缺失是

导致种种难题的主要原因。如何通过

班集体建设，为留守儿童补上情感缺

失这一课，如今正成为很多乡村学校

积极研究和探索的德育工作重点。

挖掘资源引领学生健康生活
由于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特殊的

环境中，缺乏父母直接的关爱与呵护，

久而久之，容易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

在性格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柔弱内向、

自卑孤僻；在行为方面，容易引起偏

差，甚至误入歧途；加之照顾孩子的祖

辈或其他亲戚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不

善交流，留守儿童情感需求得不到满

足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在不少专

家和一线乡村教育者看来，优秀乡村

班集体建设，最重要的是要直面学生

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帮助学生形成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健

康的生活方式。

“虽然近些年来农村公共服务均

等化建设不断加快，但还是有很多乡

村尚不能为当地儿童提供有效的成长

环境，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课

外教育空间，更无法积极协助乡村班

主任完成全方位育人。”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副教授张聪说，与城市里有

博物馆、少年宫等丰富的课外活动机

构相比，乡村儿童的课外生活略显单

调，而且缺少来自家庭和乡村社区的

有效支持，乡村班集体建设显得更加

任重道远。

“乡村学校有其天然优势，就是学

校及周边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

资源为乡村学校教育打开了另一片教

育天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

基区长青乡海格小学教师焦忠宇说，

“留守儿童生活视野封闭，我们就要想

方设法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让他们

进行自觉学习，提供给他们实践机

会。”一方面，让他们体会到班集体

“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带领他们走进

周边社区，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事实上，不少乡村学校会利用各

自的优势资源，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引

领学生的健康生活。“此前对家长的调

查发现，大多数监护人的教育意识停

留在‘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取得好成

绩’上，通过蜜蜂农场劳动实践教育基

地建设，家长逐渐认可和支持我们的

育人理念，并开始重视起孩子的综合

素养培养。”武义县武川小学班主任邹

庆能说。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比较缺

失，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一般也集中在

学业成绩上，这给孩子的综合发展带

来了一定的制约。邹庆能在班级文化

建设中融入劳动实践的元素，班集体

取名为蜜蜂中队，他把校外一片荒地

开垦为蜜蜂农场，带领学生耕种收获

后举行义卖，并成立蜜蜂微公益基

金。同时，利用主题队会的时间，他把

劳动实践中所涉及的思想动态、知识

技能、精神文化等要素进行内化和教

育。邹庆能说：“孩子们在活动中，综

合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为了引导家长

共同参与，我们还在农场中设立了‘家

庭树’，让每个留守儿童家庭不仅有了

牵挂，更多了份共同的责任。”

着重沟通实现家校共育
教育部今年8月颁布的《中小学德

育工作指南》指出，要发挥学校主导作

用，引导家庭、社会增强育人责任意

识，提高对学生道德发展、成长成人的

重视程度和参与度，形成学校、家庭、

社会协调一致的育人合力。对于留守

儿童占多数的乡村学校来说，家校合

作并不容易。张聪说：“隔代监护实际

上忽略了儿童成长过程所必需的亲子

关爱，乡村班主任的治班过程也往往

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有效配合，乡村班

集体建设成了完全压在乡村班主任一

人身上的重任。”

如何克服这样的家校合作困境，

尽可能地达成协同育人？武义县柳城

畲族镇中心小学班主任吴静超和她的

同事陈楚楚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吴静

超所带的班级，共有37名学生，其中

留守儿童21人，超过半数，他们中学

习困难、个性孤僻、情绪消极等问题

迭出。“监护人不知道如何教育留守

儿童，更不明白留守儿童的思想状

况，留守儿童在家中无所事事，缺乏

道德判断力，对未来没有目标。”吴静

超说，根据她的调查，88%的监护人对

留守儿童的学习无法给予帮助。于

是，两位教师一起组织起校外家庭互

助小组，让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

家庭建立互助关系，请非留守儿童家

长给予留守儿童一定的关爱，使留守

儿童在同伴托付中感受温暖，弥补情

感缺失。接下来，她们还打算开展非

留守儿童家长培训，发动班级任课教

师加入指导教师的行列，提高家长组

织策划活动的能力。

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在逢年过

节回家，或者在寒暑假时把孩子带去

身边做“小候鸟”。这是家庭情感体验

活动的最佳时间，不少乡村学校和教

师们都抓住这个机会，开展家校共同

育人工作。包括让孩子“当家作主”，

安排全家人一天的生活；和爸爸妈妈

一起上一天班或干一天农活，体验父

母的艰辛等。“在‘互联网+’时代，沟通

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乡村教师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家长策划假期活

动项目，比如让家长与孩子一起做攻

略，从某一地域的文化背景、特色饮

食、传统习俗等角度进行研学。”宁波

市象山县涂茨镇中心小学校长陈海敏

说，“教师参与谋划、指导假期活动，能

激发家长、孩子参与的积极性，也能拉

近学校和留守儿童家庭之间的距离。”

乡村班集体建设
助力留守儿童情感教育

实话 实说.

□俞国娣

怎么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

这次长达 3 个月的新加坡学习和

培训过程中，我经历了多次体验式

研训，对此有了新的想法。我以

为,要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落实实践为导向的体验式学习，首

先要从教师的自身转变开始。教

师培训同样需要体验式教学。

新加坡有一间公司叫 ARC

Centre，公司规模不大，开发了一

些创意课程，被政府购买，为部分

学校所用。这次，新加坡国立教育

学院请来了公司创始人吕嘉峰先

生和合伙人洪云杉女士一起为我

们开讲“STEM,STEAM or SETA”

课程，两位教师协同教学，他们希

望课程围绕多元的主题，在综合

性的教育理念引导下，通过各种

知识的联通、各种能力的互补，在

科技的联系下，从活动中不断地

创造与发现跨学科的新知识,提倡

“玩中学”。

课堂上，两位培训者完完全全

把参训的校长们当成了“小学

生”。让我们全班分成 7 个小组，

每个小组开一间“玩具公司”，并给

了我们任务：给“公司”取名字、想

广告词、制作玩具、售卖玩具，最后

需要盈亏核算，盈利现金最多的为

赢家。开始的时候每人交 2 元新

币的风险保证金，因为在创业的过

程中，需要有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勇

气。我们 4～5 人一组，每人抽取

一个职位：CEO（首席执行官）、

CPO（首席采购官）、CCO（首席文

化官）、CFO(首席财务官)、COO

(首席运营官)。我分到的角色是

CFO，作为首席财务官，我在培训者那里领到了

210 元代币的创业基金。首席采购官抓阄抽到

了一包原材料，首席执行官就带领我们完成各

项任务。所有“公司”都无比投入，挖空心思制

作产品，成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然后大家巧舌

如簧、王婆卖瓜地推销产品，甚至不顾形象地上

演真人秀、满场吆喝。

回顾这次体验课，我问自己：这么幼稚的游

戏，参训的校长们怎么会那么全情投入、那么认

真？这么多主题丰富、定位多样的“公司”创意

是怎么在一节课上冒出来的？校长们离开手工

劳作课那么久了，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是美术

或劳技之类课程的专业教师，每个小组又是怎

么会在短短的40分钟里制作出这么多眼花缭乱

的手工作品的？售卖产品为何可以放下身段、

毫无顾虑地自吹自擂？为了“公司”赢利这个共

同的目标我们付出得毫无保留。

我头脑里回旋着的是“同理心”三个字。我

想，我们在设计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时，如果教

师能把自己想象成孩子，能够像孩子一样去经

历，像孩子一样去思考问题，像孩子一样去学

习，有了这样一份同理心，体验式教学也许才能

真正落地。

教
师
培
训
也
需
要
体
验
式
教
学

□本报通讯员 黄誉兰

“爸爸，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吧！”“妈

妈，我们一起读书吧！”“奶奶，我们一起买

菜去咯！”……从浦江县实验小学学生的

口中，每天都能听到他们对家人发出诸如

此类的邀请，眼下，“约读、约炼、约活、约

赏”已然成了孩子和家长学习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这都源于该校今年一直

在推行的“小鬼有约”系列德育活动。

“百善孝为先，孝也是基本的责任感

和道德要求。”谈起开展“小鬼有约”系列

活动的缘由，校长徐双莲说，“我们发现，

孩子们确实存在一些不尊重父母的情

况，家长帮孩子拎书包，孩子不说‘谢

谢’；家长下雨天为孩子送来雨伞，孩子

也丝毫没有感动的表示。因为科技发

展，电子产品的诱惑力很大，很多孩子宁

可蜗居在家里玩游戏、看手机，也不愿意

与长辈交流，不愿意陪伴长辈。”

为了让学生从小知孝行孝，培养责

任心，该校自今年初设计开展了“小鬼

有约”系列活动，同时，把“小鬼有约”列

入家庭作业中每天进行。

徐双莲介绍，“小鬼有约”通过“四

约·三心”和“两线·三实”来落实。其中

“四约·三心”是通过“四约”活动，进行

孝义教育，使学生在思想品德上追求高

尚，让父母放心；珍爱生命，珍惜学习，

让父母称心；做事有责任心，回报父母

和社会，使父母安心。

如今实验小学的学生，每家每户制

订了“有约”计划，如“七点约炼”“八点

约读”“周末约赏”“周末约活”等，并按

计划开展。每个节假日，孩子们纷纷约

上父母，参加各种文化讲堂，参观道德

文化基地，看望老人等，通过身体力行

的体验，把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品格。

“‘小鬼有约’活动，让我们家长也好好地

反思了自己。现在我们都是‘手机族’，

孩子来约我们锻炼，约我们一起读书，

真的让我们在高兴之余也感到惭愧，很

多时候，我们做得没有孩子好。我们家

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一起读

书，一起锻炼，一起做家务，很多时候，

我们还会约上爷爷奶奶，一家人相亲相

爱，其乐融融。”402班学生王藤雄的爸

爸说。

该校还以“小鬼有约”为载体，积极

利用家长资源，开展了一系列集生活性、

趣味性、探究性为一体的拓展性课程实践

探索，使得原来学生只能选择教师上的课

扩展到可以选择家长上的课。目前，该校

已开设了浦江乱弹·中国鼓欣赏、徽胡的

秘密、我的影视之路、小小漫画家、民族

舞、我的童年等自主拓展课程。

视点第

“小鬼”，约吧！
浦江县实验小学创新开展亲子德育系列活动

宁波一小学
推出德育微体验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朱尹莹 池瑞辉）通过查阅地

图按比例画好一幅简易地图，并确定好自己的交通

工具——换乘两辆公交车，到达同学陈子豪家后，和

他制作一张时刻表，安排做作业、聊天、看电视、床上

打滚等活动……这是宁波市范桂馥小学四年级学生

戴钲昆最近完成的学校任务。这个任务是该校正在

试水的德育微体验活动的一项内容——“到同学家

做客”。

“我们小时候，和同学结伴做作业，晚了干脆就在

同学家吃饭，这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现在很

多孩子来说，非常少见。”校长车益明感慨地说，该校

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主题是“你到同班同学家做过客

吗？”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只有9%的学生回答经

常到同学家做客，14%的学生根本没有去同学家做过

客。为此，学校要求每个孩子在6年内要完成到同班

每个同学家做一次客的体验活动，平均每个学期要去

4名同学家拜访。“不仅仅是单纯地去同学家做客，我

们要求学生要做足一定的‘功课’。”车益明说，比如

去了解同学家在哪个小区，该小区位于什么路上，附

近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朝什么方向；打算怎么去同

学家，要经过几条路，几个红绿灯等。活动中待客学

生及家长对做客学生言行都要有记录。“看似简单的

一次做客，却融合了数学、语文、科学等学科的知识，

对孩子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说。

除了做客和待客，该校还将开展一系列德育微

体验活动，让学生扮演一种角色、体验一种感悟、收

获一种成长，使学生有更广泛的学习场景与场所和

更丰富的自然、生活、社会体验。

本报讯（通讯员 施 琛 王 洁）
一把伞除了可以挡雨遮阳外，还能有其他

功效吗？当然有！日前，在杭州青少年活

动中心举行的“创客马拉松”赛上，杭州市

胜利实验学校的3名小学生，就捣鼓出了

一把“指南伞”，顾名思义就是一把可以让

你在陌生环境中迅速辨别方向的伞。

这把伞内侧的东、南、西、北4个位

置，分别设有4个指示灯，亮着不同的颜

色。当伞开始旋转时，代表4个方向的

指示灯也会随之变化。这是怎么做到

的？设计者之一的徐乐祺道出了其中

的秘密：“伞的顶部装有一个电子罗盘，

连接着4个指示灯，当环境发生变化，罗

盘会将信号发送给指示灯。”

为什么会想到发明这把“指南伞”？

徐乐祺说，爸爸因为经常要到外地出差，

有时候雨天出机场容易辨不清方向，很

多时候他一手拿行李，一手拿雨伞，就腾

不出手再拿出手机来搞清楚位置，如果

雨伞有指向功能，就方便多了。

3个小家伙为了完善这把伞的功能

还动足了脑筋。他们在伞把的位置安

置了一个电筒，并连接上光敏传感器，

当这把伞处于打开情况下，周边暗度达

到一定值时，电筒会自动打开，这也可

以让人在黑暗的环境中行走时能更好

地看清前方的路。有了这个光源，同时

可以提醒周边车辆和撑伞人保持距离，

从而保证出行安全。

小学生发明“指南伞”

法治进课堂

国家宪法日前夕，德清县华盛达外语学校为
初一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学校邀请该县
人民法院、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来校讲课，为学生讲
解国徽的由来和含义，并用生动的案例教育学生
树立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本报通讯员 谢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