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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创寓言故事

本报讯（记者 林静远）为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台州市黄岩区北城街道中心小学近日组织学生集体创

作系列传统文化寓言故事。作为“中国寓言文学创作

基地”，该校至今已出版3本《学生寓言作品集》，每学

年都有400多篇学生寓言作品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

学校早在1997年就开始打造寓言教育特色。

校长张桂明说：“寓言故事幽默诙谐，其中蕴含很多

做人做事道理，学校发挥寓言故事独特的教育功能，

改变以前陈旧、僵化、说教的育人模式，让学生在创

作寓言中，懂得做人做事道理，形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完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学校要求学生结合当下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创作

或改编寓言故事。2016年正值台州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之际，学生发现当地很多旅游景点的文物古迹上

被刻满了游客的名字，于是就创作了寓言《梦回五指

山》，寓意大家要绿色文明出行。学生黄梓悦创作的

寓言作品《从爱出发》，则告诉大家做人做事要诚实

的道理。学校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寓言节，组织开展

寓言创作比赛，吸引全校师生共同参与。

如今，该校共有200多篇学生寓言作品在全国

各类寓言大赛中获奖，其中两名学生获中国寓言文

学最高奖——“金江寓言文学奖”。两位教师则获全

国首届中小学教师寓言创作大奖赛佳作奖。

□郑可菜

日前，在南京一所小学举

行的“江浙沪写作教学名师大

讲堂”开幕式上，按惯例，校长

先致开幕词。紧接着第一节

研讨课开始，执教教师夸学生

刚才听校长讲话坐得端正，听

得认真。不想这时，有个学生

站起来说：“老师，校长刚才有

个字念错了！”

与会教师为在这样的场

合里这个学生的大胆表达而

喝彩。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

师，我认为，这是一份久违了

的稀缺而珍贵的童心。每一

个高中生，都是从小学生一步

一步走过来、学过来，被我们

一路“教”过来的。那些有灵

气的学生是怎么被教得讷于

表达的？

当我以一名高中教师的

身份去小学执教一堂名为“小

公民的理性表达”公开课时，

再来审视这一小小插曲，更是

感到愧疚难当。因为理性表

达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

实”，而高中写作许多时候是

在为命题者代言而失去写作主体的“真”思

考。这么敢讲真话的率真学生到了高中是

怎么一步步退化为讲空话、套话、假话的“伪

写作”高手的？我们的教育，何以使我们的

孩子不敢、不愿、不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

这些学生也曾是冲到讲台上来扯着你的衣

角让你给机会发言的小学生，也曾是在大型

会议开幕仪式上直喊“校长有个字念错了”

的孩子。

当然，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学生心智

成熟的必然。但我们一味把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全推给“高中生的心理特点决定”

时，我们不会赧颜吗？那个小学生所在的

班级，早早地被带来坐在偌大会场的台上，

前后左右几台录像机，台下是黑压压的听

课教师，还有一个摄影者大炮筒般的照相

机的镜头……想必，这些学生早一天甚至

早几天已经知道要“被展示”，教师也一再

强调注意事项，诸如“代表学校的风貌好好

表现”“大声发言”之类的交代。当学生们

以一种他们所不习惯的陌生方式“无遮无

拦”地“坐”在台上时，想来他们是有点紧张

的。某种意义上来看，学生接受的教育更

多是“遵从”“听命”，而欠缺主体意识的培

养。因为特定的情况下，我们鲜有告知学

生，说“你可以”，更多是“必须”“禁止”“绝

对不能”。

一直以来，我们常用“园丁”来比喻教

师。可是别忘了“园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工作就是修剪，修枝剪叶，把长的、斜的、嫩

的、不符整体形状的统统裁剪去。在教育

的花园中，我们是怎么不辞辛苦慢慢把孩

子“剪”成想要的样子的呢？

“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

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

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

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这是张晓风在她

著名的《今天我给你一个孩子》一文中的话，

也是一个母亲的惶惑不安和忧虑，是对教育

者的拷问，需要我们教育者时时省思，省思

教育智慧，省思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对得住

一个又一个母亲的深深期许和殷殷期待。

童
心
去
哪
儿
了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陈军港

十字路口画上了醒目的斑马线，

草坪中央建起了岩石公园、月相公园，

角落一侧矗立着高高的气象塔，忙碌

的摄像师正在导演的指挥下拍摄着电

影……看到这一幕幕情景，可别以为

自己正身处街头、科技博览馆或是气

象台，事实上，这里只是一所乡镇中

学——浦江县黄宅中学。

这些别具匠心的创意全都来自该

校校长徐国阳。

自主持学校工作以来，徐国阳就

努力“让校园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氤氲

着教育的力量”，在他眼里，校园里的

一石一角应当具备承载教育的功能，

一草一木也都要让学生感受到温

暖。正是对教育的这份善思与用心，

让徐国阳从一名普通教师蜕变成为

“名校长”。

每周四下午，黄宅中学的烘焙室

里就热闹非凡，一拨又一拨教师陆续

赶来，只为吃上一块校长亲手烘焙的

蛋糕。该校教师薛枫说：“我吃的不是

一份点心，而是一份甜蜜。”

临近放学，徐国阳总会在校园里

走上一圈。一次，一位正吃着饼干的

教师在看到徐国阳走进办公室时，忙

不迭地把饼干藏进抽屉。他默不作声

地走了出去，心底却涌上一阵心酸：

“多可爱的老师啊！他藏起来的哪里

是饼干，而是尊严！”

教师如果没有尊严，又怎能收获

幸福感？没有尊严和幸福感的教师，

又怎能教出乐观向上的学生？“要让老

师们光明正大地吃！”为此，徐国阳偷

偷报了一个烘焙班，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烘焙。去年12月，学成归来的他终

于实现了自己“每周四让老师们吃一

回点心”的愿望。

事实上，为了提升教师的幸福

感，徐国阳在担任校长后就没少“折

腾”，一心想为教师打造一份“幸福套

餐”。他为教师们开辟了一个有茶

水、咖啡和杂志的小型研讨区——

“聆语轩”，教师们在轻松、自在的环

境下开展各学科研究探讨活动时，连

连为校长的用心点赞；他用心收集整

理班子成员和班主任的教育随笔并

汇编成册，让全校教师都能分享优秀

的教育心得和教学经验；教师学习机

会少，徐国阳就选派教师参加各类培

训，到各地学校学习取经；学校每年

都要评选“最美教师”，为此，徐国阳

还四处“拉”赞助、发放奖品……“幸

福套餐”不仅拉近了校长与教师间的

距离，更激活了教师们的精神动力。

这么大的学校，总有几个让教师

头疼、家长气恼的“熊孩子”。对德育

工作情有独钟的徐国阳却始终坚信，

所谓的“坏孩子”只是一群缺乏爱的折

翼天使。他主讲的“德育小课堂”成了

“熊孩子”们最喜欢的课。徐国阳说

道：“没有学生天生就是‘坏’的，只要

付出足够的爱，就能在他们的心里埋

下爱的种子，长出爱的翅膀。”

徐国阳清楚地知道，办好教育不

能因循守旧，只有在变中思进，才能在

孩子们的心里埋下爱的种子。为此，

他倾力探索将德育、教学与“美丽校

园”建设相结合的办法，最终让黄宅中

学成了名声在外的“百变校园”。

校园微电影是徐国阳实践爱的教

育的一大创举。从2015年至今，已有

12部由他担任编剧、学校师生自导自

演的校园德育微电影问世，引起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在造就了一大批校园

电影明星的同时，校园微电影进一步

丰富了学校德育载体和途径。如今的

黄宅中学校园里，电影海报制作、演员

海选等活动一应俱全，时不时上演的

拍摄阵势更让人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来

到了影视基地。

暖心校长徐国阳的“办学经”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学校适时请来专家作讲座，受

益颇多。”近日，杭州市建兰中

学的“家长大学堂”如期开讲，

引起了很多家长的热烈反响。

这是该校为实现家校共育“深

呼吸”搭建平台，在理念上引领

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使家庭

教育与学校教育协同互补，互

相促进。

此期“家长大学堂”从不同

年级学生的实际出发，邀请专

家来作讲座，为家长答疑解

惑。就如何帮助初一新生快速

适应初中学习和生活，省教育

厅教研室综合部主任张兰进认

为，家长不仅要了解孩子的学

习特点，帮助孩子学会自主学

习，有效地提高学业成绩，还要

重视对孩子的情商培养，回应情

感需求，与孩子共同成长。省德

育特级教师韩似萍还针对学生

青春期难题，从生长发育和心理

变化特点出发，给家长上了一堂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课。

初一学生朱相忆的家长

说：“之前想帮助孩子尽快适应

初中的学习生活，却无从下手，

听完讲座后，知道除了运用适

当的方法提升成绩之外，更要

注重培养孩子高效自主学习的

能力，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这样

才能在日后的学习和人生长跑中

有坚实的土壤和内生的力量。”

“‘读懂’是最让人感触的词，确

实青少年需要的是‘读懂’而非

‘改造’。”八年级学生徐泽的家

长感慨讲座给了他很多家庭教

育的启示。

建兰中学办起“家长大学堂”

日前，遂昌县实验小学举办了首届校园游戏节。
“呼吸的力量”“旋风跑”“板鞋竞速”等集体游戏项目
在给学生带去快乐的同时，也让他们体会到团结协作
的重要性。图为学生在体验“呼吸的力量”项目。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苏立军 摄）

小游戏蕴含大道理

实话 实说.

近日，玉环市龙溪小学举行了“成果分享 快
乐成长”蔬菜爱心义卖活动。本次义卖的蔬菜是
学生们自己栽种的，义卖所得的资金将捐赠给贫
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州的学生。

（本报通讯员 钟 心 摄）

□本报记者 张乐琼

“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

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

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

国际化人才。”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中，教育国际化有着明确的要求，然

而，在汹涌而来的教育国际化浪潮中，

基础教育何去何从始终百家争鸣。

近日，在由省中小学名师名校长

工作站和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联合举

办的“新班级教育”国际化发展高峰论

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基础

教育国际化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到底该

是什么，又该如何走出只单纯注重表

象的“国际范儿”。

重在价值观和技能
“毋庸置疑，我们的学生唯有在

初始阶段打好教育国际化的基础，方

能保证在未来的国际化世界中生

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副会长王国

华称，未来教育将是全人教育，学校

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说：“在国际

化视野下，学校要做出改变，特别是

在人才培养方面，将跨文化浸润的重

点放在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与技能的

掌握上。学生来学校不是为了参加

考试，更重要的是培养跌倒了能够爬

起来的能力。”

对此，浙江大学教授刘力深以为

然，他表示：不论是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全球胜任力”还是我国学生核心素养

要求的“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

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发展”，

都意味着教育元素的国际间流动要

突破学生狭窄的学习定式，关注学生

如何提高国际化素养，使之具备在全

球化社会中一展所长所需要的技能，

而不只是让基础教育国际化看起来

很美。

如今，基础教育国际化是个必然

选项，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徒有其

表？“我们需要关注人才的培养目标，

人才的发展模式和我们所采取的方

法、策略，包括对评价的跟进。”崇文实

验学校校长俞国娣说。而在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健敏看来，基础教

育的国际化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首

先要在理解和坚守本国教育特色和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结合，进而

把握课程设置这一核心，实现课程建

设上的资源共享共融，打造真实文化

交流下的课堂新样态，同时探索基于

学生素质发展的中外教师协作教学。

其中，为适应教育国际化对课程

结构性变革的要求，明远教育书院学

术委员会秘书长沙培宁强调，创新变

革的关键要服务于学生认知结构的改

变。“我们可以将课程结构性变革由浅

入深分为三个层面，包括散点式结构、

分科式结构、能力整合式结构。”沙培

宁说，学校要力图从第二层面提升到

第三层面，以适应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警惕不留神将“结构”丢了又陷入散点

式的尴尬境地。

从课程整合到教师融合
“如何表现快乐的表情？悲伤

的？生气的？那么坚定的，怀疑的表

情呢？”在崇文实验学校展示的一堂名

为“亚瑟王（King Arthur）”的戏剧课

上，负责回顾学习过程、确定重点训练

场景的是学生坊主，而中外教师仅仅

是小演员们请来的助手，这让人不禁

惊讶于孩子的能力。

引进西方戏剧教育这一常见的儿

童教学方式，并整合我国和英国的戏

剧精粹课程，是该校今年戏剧整合优

化课程迈出的一大步。俞国娣说：“戏

剧教学是多元艺术教育的最佳整合工

具，涉及语文、艺术、英语、社会等学

科。由孩子们演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剧，在突出的动作和盎然的想象中天

然亲近故事中的人物、觉察事件的本

质，无疑能带来极大的审美享受。”

而上海万源协和双语学校则将东

西融合的“重头戏”放在了中外教师合

作与成长上。如何在民族自信的基础

上，将国际教学中的优秀元素为我所

用并能做到融会贯通，是这所学校国

际教育本土化探索20年来摸到的门

道。校长全力介绍，在最初中外教师

独立教学的1.0版本中，中外教师与教

材相互隔离，之后经历了中外教师为

共同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能力而进行

合作教学的2.0版本，如今的3.0版本

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中心的同

心圆，外围的国际化则是通过国际交

流合作取其精华。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中外教师的

教学观难免存在分歧。在提高教师国

际化素养中，通过相互理解与磨合，我

们发现中方教师比较擅长整班教学和

竞争性教学策略，而外方教师比较擅

长小组合作学习，以此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通过这些跨文化的碰撞，可

以激发许多教学灵感，而最终的评判

标准是基于对孩子发展有益程度来进

行有效结合的。”全力说。

基础教育国际化：不只看起来很美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