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综合新闻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

责任编辑：杨利民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97

E-mail：jyxxb2@163.com

定海为民工子弟
建立家庭图书角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俞赛红）
“我能想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书为你搭一个梦

想的阶梯。”刚过元旦，舟山市定海区海润学校的

70个新居民子女家庭就收到了该区教育局送去

的一份“新年礼物”——家庭图书角。

收到崭新的书籍和新颖的旋转书架，海润学

校一年级学生李珂激动不已，“我要把这些书和这

个小小的书架放到我的床边，这样我想看书的时

候，伸手就能拿到了”。而五年级学生张顺喜的爸

爸还惊喜地发现，新书里还有几本是给家长看

的。记者了解到，此次赠送的家庭图书角包括定

制的书架以及为每个学生选取的适合书籍 20

本、家长阅读书籍5本，共惠及蓝天、育才等民工

子弟学校的100个新居民家庭。

该区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全区目前共有外来

民工子女6564名，这些家庭对阅读的重视度，阅

读环境的建立与当地学生差距较大。调查发现，

当地学生一学年的阅读量在20本左右，而外来民

工子弟课外的阅读量只有2~3本。该负责人表

示，将会定期跟踪被赠送图书家庭的阅读情况，并

鼓励语文教师免费为他们上阅读指导课。

浙商大“最多跑一次”
改革见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房敏婕）“以前每次到计财

处报账，我都要提前排队取号、等号，如果去晚了

就要第二天重新排队。”最近，浙江工商大学大三

学生小陈惊喜地发现，以往的这些业务如今都可

以在手机上预约办理，既省力又省时。

为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浙商大专门上线

了校务服务网。该网站目前已集中了全校26个

部门的230余项审批和服务事项。通过网站，师

生可以清楚地知道办理事项的每一个环节、所需

材料、具体负责人和联系方式等。此外，它还是

一个连接全校各个在线办理系统的“互通枢纽”，

首批已有20余个在线办理项目。一站式办理，虚

拟型“校务服务超市”赢得了师生的点赞。

“推进校务服务网的建设和应用，将师生热

切关注的领域作为工作推进重点，让数据的跑腿

来代替师生的跑腿。”浙商大党委书记金一斌

说，学校将通过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和提供更丰富

的在线办理内容，使校务服务网越办越好，让3

万余名师生少跑腿。

据悉，学校将继续结合“三张清单”工作成

果，进一步优化跨部门联办事项的在线办理，根

据师生关注的热点不断注入新内容，积极推进网

上申报、网上预审、网上流转等多类型的在线服

务模式，让师生“多点一次、少跑一趟”，努力实

现“线上线下”办事一站式交互服务，努力使校

务服务网越办越好。

□耿银平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求真教育实验研

究院2017学术年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此

次年会发布了求真教育实验研究院的

“十不准”，其中规定：不准学校领导和教

师诱导学生在上级检查或者记者参访时

说假话，或违背学生心愿的语言。

所谓“真教育”理念，就是用全心全

意的真诚对待学生，不虚伪，不粉饰，不

做作，不逃避，不追逐世俗，不沽名钓誉，

外有坦荡，内有追求，让学生获得纯粹的

信念、纯洁的人格和纯真的道德追求，进

而成为一个直立行走、独立担当的高尚

的人、大写的人。

扪心自问，这难道不是教育应有的常

态吗？可为什么还要进行专门研讨、特意

强调呢？这就是当下的教育所面临的问

题所在，虽然我们知道“真教育”理念蕴含

着博大而厚重的价值内涵，是学生重要的

精神支柱，可好说却不好做，一不小心，或

因为过于追求纯真会被人说“傻”，或因为

洁身自好而被人认为是幼稚，还可能因此

影响到学生的成绩，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声

誉，甚至降低升学率等。所以，对于这种

所谓“真教育”理念的追求，不少学校和教

育者表面上非常赞同，实际上却不愿践

行，有悬空的倾向。

比如有些学校为了捞取浮名，让学

生和家长在网络上为自己投票或拉票，

失去了教育品格的真。再比如学校之间

的相互攀比，无中生有，巧立名目，甚至

不惜造假，编造出所谓的“状元学生”，打

肿脸充胖子。平时，也有教师的公开课、

观摩课和优质课，动不动将学生当作“机

器人道具”，重复训练很多次，成了模式

化、套路化的僵化重复，教学生造假，还

美其名曰“提高课堂质量”。身在这样的

假大空环境中，办学行为有太多的功利

气息，学生们真善美的情怀，怎么能得到

激活和培养呢?

陶行知先生有两句名言——“千教

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想让

“真教育”理念落地生根，教育者首先要

成为真人和真善美的信仰者，努力践行

“真立德树人”和“立德树真人”的理

念，在各种功利诱惑面前，不为所动，坦

坦荡荡，站得直，行得正，一身正气，傲

然挺立。

其次，就算是为了升学率和分数的

需要，教育者也不能动辄剥夺学生的道

德发展、人格发展、情感发展和心理发展

机会，使学生失去纯真的品格、率真的人

格。从竞争激烈的缝隙中去放眼未来，

以真为本，以真养德，才能锤炼出身心纯

正、品格纯真的优秀人才。

别让假大空“污染”真学生

鄞州出台好学生养成指南
能做不能做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杨斌英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中小学校园影

视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中，德清县实验

学校拍摄的微电影《妈妈，我爱你》获

全国校园影视奖一等奖，并获金犊奖

最佳微电影提名奖。

金犊奖代表着中国中小学校园影

视的最高水准，而金犊奖提名入围作

品则由专家从获得一等奖的作品中评

选出来，在内容、拍摄手法等方面都独

具特色。这部拍摄于2014年的微电影

缘何能在4年后夺得大奖呢？

近日，记者见到了微电影的主人

公，如今已在德清莫干山外国语学校

就读初一年级的徐煜岑。当天，他正

巧回母校看望老师。提及微电影的获

奖，这名身材瘦削、说话细声细气的少

年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原来，影片是根据徐煜岑教妈妈说

话的真实故事拍摄而成。2012年，徐

煜岑的妈妈因意外脑部严重受损，先是

陷入昏迷，是儿子每天的陪伴和呼唤才

令她再次睁开双眼。然而，苏醒后的徐

妈妈丧失了语言能力，一度被医生判定

恢复健康的可能性极小。人小志坚的

徐煜岑不肯放弃，从拼音开始每天教妈

妈说话，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正是在

孝心的感召下，徐妈妈如今已会说一些

简单的句子，每天还会认真做儿子布置

给她的数学题锻炼思维。

看过这部微电影的人都曾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许多学生更是在学校借

此开展的孝心主题教育中，明白了何

为孝义。正因为看到徐煜岑的事迹为

师生、社会带去了满满的正能量，德清

县实验学校才决定将这部拍摄于4年

前的影片送去参评。该校副校长陈水

红说：“能不能拿奖是次要，我们只希

望更多人看到这个朴实而感人的孝心

故事，将感恩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广泛

传播。”

为了体现真实感，影片中，徐煜岑

和家人以及德清县实验学校的师生等

都由本人出演，用了学校、家、医院等

真实的场景。只有妈妈这一角色由该

校教师毛丽萍扮演。因为拍摄需要，

在表演徐妈妈失足摔落楼梯的片段

时，毛丽萍踩着高跟鞋一次次重复动

作，直到完成镜头需求，敬业精神令摄

制人员十分敬佩。

回忆起那次拍摄，毛丽萍也动情

地说，从徐煜岑在拍摄中二话不说就

帮她洗脚的细节，可以看到他的不娇

气与孝顺，“拍摄期间

常常工作到凌晨，结束

后徐煜岑都会坚持把

当天的作业做完才肯

上床睡觉”。

“他特别细心、安静，学习成绩也一

直名列前茅，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带

了徐煜岑5年的班主任王惠琴这样评价

他。而在得知影片获奖的消息后，获评

2015年度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徐煜岑

很平静。他说自己唯一的心愿是有一

天妈妈能够主动说话，而不是只说自己

教的话。

上初中的他尽管学业更繁忙了，但

每天晚自习回家后，只要妈妈还没睡，

就会给她讲解数学题，教她表达，休息

天会带着妈妈出门散步锻炼。他说，长

大后想做一名医生，“我想让妈妈像正

常人一样能和我们交流，也想帮助更多

有疾病的人恢复健康”。

他教重病的妈妈说话
德清一学生演自己拿大奖

寻找身边的感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日，在绍兴市中小学CM3创客挑战赛上，来自全市
35所学校的130名小创客利用计算机、3D打印机以及各种
电子元器件和工具，综合运用科学、数学、艺术、工程等知
识，设计出了一个个集科技性、趣味性、环保性、智能性于一
体的创客产品，如关爱自闭症儿童的机器人小星、传达孝义
的老人健康助手等。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沈兆钧 摄）

小创客 大思维

义乌市中小学校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冬
至过后，红曲酒又飘香。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的
学生们在酿酒师傅带领下，当了一回“酿酒师”，在
传统酿酒体验中感受年味儿。

（本报通讯员 陈桦涧 摄）

追 踪追 踪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本报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薛丛川

从日常礼仪到遵守公共秩序，从

参加爱国爱家乡的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到环保行动、低碳出行……今后，

这些将成为宁波市鄞州区中小学生

习惯养成的重点目标。

近日，鄞州区教育局下发《中小

学生习惯养成学段重点目标》（以下

简称《目标》），从学习、行为、情态、

生活、安全健康、志愿服务6个维度，

将9年义务教育段的学生行为习惯

养成分成小学低段、小学中段、小学

高段和初中年段等4个阶段。

“虽然有《中小学生守则》和《浙

江省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但这

两个规范都较为笼统。我们认为，尽

可能细化、具象化中小学生行为规

范，从一到九年级，每个年级都应该

有不同的标准和考量，并且不断‘加

码’，逐级递进。”鄞州区教育局局长

王建平说。

以安全健康习惯为例，仅“打个电

话”就拟出了4个循序渐进的版本。

其中，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要求理解并

学习拨打110和重要亲友电话，基本

说清现状和方位概念；而初中生不仅

要掌握全套公共求助电话和重要亲友

电话，还要尽量提供完整信息，积极实

施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

为保证可操作性，这份指南还对

“受他人不良碰触懂得说不”“不盲目

救人”等模糊且难以名状的状态，通过

“预设情境”的方式说明白。例如，要

求小学低段学生背心、裤衩覆盖处不

许别人触摸，不告诉别人自己家的秘

密；小学中段学生不与力量强大的人

员一起参加平等的对抗性活动或游

戏，无大人陪同下不下水游泳，在水域

不擅自救人；小学高段女生不单独与

男生和亲人以外的男人外出、留宿。

记者注意到，在6个维度中，学

习习惯的培养放在首位。该区教育

局教科室负责人舒家华告诉记者，良

好的学习习惯，尤其对一、二年级的

学生来说，是他们一生中对学习的

“第一印象”，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学

习生涯。

宁波市名师、心理健康教育专家

韩文莲介绍，在制订学习习惯的培养

方案时，他们特别重视教育心理学的

渗透。像整体感知、分类圈划、思维

导图等的引入，有利于知识记忆的

“精加工”与“组织化”，而问题生成、

自我提问等思维习惯的养成则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另外，《目标》将志愿服务习惯纳

入其中，也值得关注。随年段升高，

志愿服务范围从班级校园、敬老助残

场所、公共场所到加入社会志愿者组

织等，都作了具体的表述，并对志愿

服务时长提出了每年5~20小时不等

的标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

研究中心王玉国博士表示，将志愿服

务写入一个区域的中小学生习惯，从

小致力培养孩子的志愿服务意识，这

在全国还是首例。舒家华也说，细化

原先的志愿服务特色，并把它纳入培

养孩子家国情怀的重要抓手当中，这

是整份指南最具鄞州特色的一块。

据介绍，鄞州从2014年起实施“阳光

学子”综合素质评价，2015 年开始

推行中小学生“志愿服务超市”，已

逐渐形成教育品牌。

据了解，为出台这份指南，鄞州

区教育局向全区学校广泛征求意见，

对诸多细节反复修改，对舆论关注的

热点如自我保护、学习习惯养成等，

结合生活实际作了科学规定。

鄞州实验中学校长李优治说：

“指南的出台，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提

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指导标准，无论

是对家长还是对教师，都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则计

划期末组织家校研讨会，和家长一起

学习这份指南，研讨该做什么、怎么

做，让学生逐条践行起来，做到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学生的习惯养成、兴趣能力培

养比简单的知识传授更重要，学生的

身心健康比考试分数更重要，学生的

生命成长比升学更重要。”王建平表

示，希望通过长达9年的浸润，让孩

子们真正悦纳自己、悦纳他人，成为

有教养、懂礼貌、讲公德、会学习、会

生存、有担当以及具有家国情怀的合

格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