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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叶青云

“一个好家训，比什么都强。”新春

佳节，一则由央视网微视频工作室制作

的公益短片《家风传承》在网络上被广

泛传播，受到追捧。短片通过描述三个

普通家庭的故事，还原习近平总书记所

倡导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精神，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近

年来，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宣传和传承

好的家风家训，各中小学也纷纷在德育

课程中引入家风家训内容，教导学生从

小识家风、爱家风、传家风。新学期开

学伊始，记者采访了我省部分中小学，

看看孩子们在寒假期间，为传承家风家

训，做了些什么、有何感悟。

从寻访者到融入者
中国年自古就是阖家团圆的标志，

相对于暑假来说，寒假因为充满了年

味，成了中小学引导学生寻访和传承家

风的最好时机，一系列结合年味和家风

家训的寒假作业相继出炉。

比如诸暨荣怀学校高中部，让学生

深入乡村过年，深切体会本家族的各类

传统年俗，通过仪式向祖辈、父辈探访优

良家风并积极传承。学生郑昊可在和爷

爷、叔叔联手打制手工年糕时，体会到了

“肝胆相照，自立自强”的家训；学生宣雅

妮在帮大伯剪红纸、写春联，向村里的低

保户送春联时了解到了“书香剑气担道

义”的家训；学生杨庭昂和奶奶、妈妈一

起做团圆果分送给村民时，体会到了“家

和人团圆、心中天地宽”的家训……校长

宣天明说：“良好的家风家训对学生有着

潜移默化的精神滋养作用，有利于促进

学生在青少年时期树立起自己的精神坐

标。我们布置此项作业，就是想利用春

节这个最佳的实践契机，通过家校联

动，让学生在深入传统仪式中亲身体验

本家族的家风家训。”

不少学校认为，在让学生寻访家风的

过程中，有必要设计一些活动或者实践项

目，让学生参与体验，使他们不仅是走访

和记录者，更是融入家庭的主人翁式的亲

历和传承者。同时，可以通过开展比赛或

是讲评、展评等方式，把学生成果体现出

来，这样将会更符合青少年的身心特点，

让他们在过程中获得成长感。

“想一想您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等家族长辈经常告诉您的是哪几句话，

比如‘做人一定要勤劳、诚实’之类，渐

渐地这些话语就转化为您的行动、内化

为您的品质，进而变成您经常告诉您孩

子的话语，成为引导他（她）做一个好人

的标准，这些句子就是您家里最宝贵的

财富！”杭州公益中学校长潘志平在给

家长的亲笔信里，请家长和孩子一起，

整理几句家训。该校让学生在寒假里

把最能代表自己家做人做事风格的话

提炼出来，写下来贴在家里，开学后，将

在学校“德育节”的第一次活动中作分

享交流。他相信，“理家训、讲家训、行

家训”将是一项特别有价值的功课。

而在此之前，该校师生和家长志

愿者自己编写的两本书《大画〈颜氏家

训〉》和《大画〈朱子家训〉》，刚刚出版。

书中有一个特别的栏目——学生和家

长一同设计和记录与家训逐条对应的

《亲子对话》。“设计这个环节，是为了使

家长和孩子在日常对话与讨论中促进

对家训内容的理解，家长和孩子可以发

表不同的观点，这不仅符合现代孩子的

心理特征，更是亲子之间相互尊重的重

要体现。”潘志平说。

仙居县第四小学校长朱炎樟认为，

优良的家风和其中蕴含的内在品行规

范和伦理教化内容对学生成才、和谐社

会建设具有巨大的助推力。该校通过

“与亲为孝”班队课，评选学校“慈孝家

庭”等活动树立先进典型，让学生和家

长明白“慈孝传家万事兴”的道理。假

期里布置了“百善孝为先”的家风建设

实践作业，鼓励学生每天为家长做至少

一件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并将这些镜头

上传到班级微信群，开学时学校会开展

“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

从爱小家到爱“大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是

歌曲《国家》的一句歌词，如今被越来越

多的学校引用来教导学生爱小家更要

爱“大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

“家”，既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

“家”。学生在传承自己家族好家风的

同时，也正走在立足小家、着眼“大家”

的传递正能量道路上。

“学生们把从各自家中挖掘、总结

出的优秀家风家训，带进校园，在学校

里也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诸暨市

浣东街道五一小学校长倪立军说，学校

成立起校长带头的“家风家训伴我行”

小组，开展了“传文明家风、做美德少

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收集家教

故事，学习优秀家风家训，弘扬中华美

德，来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注重道德自律的家庭成员，才能够在

家庭中享有威信，同理，有了良好的家

风，整个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家风正国

风清’让师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传承优

良家风的重要性，有助于进一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师生共

同树立良好的道德观。”

金华市洋埠镇初级中学的学生则

和家长一起，在寒假期间共同参与了

“我从哪里来——我的寻根之旅”德育

实践活动。语文教师李玲以家风家训

为切入口，设计了“访一访”和“记一记”

任务：确定采访对象、列出采访提纲、写

下访谈记录、记下活动收获。“家风是一

种无言的教育、一本无字的典籍、一种

无声的力量。好的家风指引人们传播

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李玲说。在此

次活动中，该校学生化身为“小记者”，

采访老人、倾听讲述、阅读历史、搜集和

解读自家的家风家训故事。校长徐永

高说：“家风正，则国家有力量。正家

风，弘扬正气，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

当自觉弘扬和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更

要让学生自觉成为传承和弘扬优良家

风家训的践行者，让他们成为国家复兴

的新生代力量。”

桐庐县凤川初级中学发动学生踊

跃参加“书家史”活动。“家史能告诉你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当学生通过问

长辈、翻家谱等方式明白自己家族的渊

源时，对家乡、宗族、历史的概念便有了

深切的感悟与理解。”在校长柴春杰看

来，家史是一部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

中规范了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

代经典，包括教人如何立志、治学、敬

业、做人等，这些都能陶冶孩子的情操，

鼓舞他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家庭

争光，为国家作贡献，“这对于学生来

说，无疑是一次精神洗礼”。

新春第一课：传承好家风

视点第

□本报通讯员 潘舒畅 施 君
陈孝拉 项学品

“当自己一跃而起的时候，寒冷已

经不在身上。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早早

到校，让早到校成为一种习惯。本周和

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让优秀成为一种习

惯……”这句话出自瑞安市桐浦镇中心

小学校长周国平在开学第一周写给全

校教师的信。2016 年初至今，周国平

坚持每周给全校教师写一封信，从不间

断，如今已超过100封。

为什么要写信，写什么内容？周国

平回顾教学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

尝试各种方法后发现，写信可以一举多

得。“当面沟通，部分教师容易产生抵触

情绪，而信是经过深思熟虑写成的，交流

的话题更系统、更有条理，收信的人也能

避免尴尬，心平气和地看完。”周国平说，

信最初是写给个别教师的，后来越写越

多，就萌发了将所见所想通过“每周一封

信”写给全体教师的想法。

2015年下半年，周国平担任桐浦镇

小校长。彼时桐浦镇小是一所只有300

多名学生的农村学校，留守儿童和新居

民子女居多，学校教学设施陈旧，基础薄

弱，大部分教师日复一日地付出，回报甚

微，产生了懈怠情绪。周国平把发现的

问题写在信里，提出建议。一开始，教师

们对校长的行为除了好奇，更多的是无

动于衷。大家觉得这是校长一时心血来

潮，写一段时间没人理会，自然会消停。

慢慢地，大家被周国平的坚持和热忱打

动，开始认真看信。

周国平的信中有宣言“我不做‘老好

人’校长”、有感悟“有一种教育叫活动”、

有指导“做一位会思考的教师”、有勉励

“我们是一个团队”，更多的则是对教师

们工作的鼓励和中肯评价。周国平说：

“我会用整整一周时间去观察某位老师

的优点和不足。”用一周时间写一封信，

他的信文笔朴实，词句中透着满满真诚，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教师们看过几十封

信后，也有很多话想对校长说。终于，有

人写了第一封回信，接着越来越多的人

写起回信。教师们在信里袒露心声，提

出建议，表达理想。这种转变的力量是

巨大的，大家从松懈的状态里慢慢走出

来，重新拥有最初的激情，学校的面貌也

在渐渐改变。“我写了足足一年，到2017

年1月才有人给我写回信。”周国平笑着

说。如今，他的信，已成为桐浦镇小教师

们每周的期待，真正成了彼此间沟通的

桥梁。

“我梦想中的学校是学习的场所，校

长带着教师一起学习，教师再带着学生一

起学习。”周国平爱看书、爱写作，在学校

里倡导批注阅读。他在信中反复提及“要

让每一位教师和孩子都热爱阅读”的理

念。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教师爱上阅读，

闲下来就捧起一本书细读，写下心得。教

室、走廊、楼梯，到处可见摆放整齐的图

书，部分学生还在家里创建家庭书房，和

同伴分享阅读的快乐。每周三和周五的

下午一点钟还是“周国平读故事”时间，由

校长为全校学生读一个故事。

当问起对周国平写信的印象时，教

师徐燕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煮一锅石

头汤’的信让我们感觉到很新鲜，然而在

仔细阅读后，我慢慢产生共鸣，或许这就

是周国平给我们的教育智慧吧。”“和蔼”

“思考”“执着”是教师口中对周国平的描

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周国平的信字里

行间透着浓浓的人文情怀，给全校教师

和学生带来爱的暖意，撒播在校园的每

一个角落。

“带老师们一起学习，教师发展了，

学校就一定会发展。”周国平从一线教师

到校长，经历了18年的教学、管理生涯。

谈及教育理想，他这样说：“假若每一位

教师、每一名学生都能够自信、开心地在

这所校园生活，将来无论他在天涯海角，

都会回忆起这里留给他们的美好记忆，

这便足够了。”

周国平：小小信纸书写满满情怀

□张 丰

新学期，杭州市上城区

和拱墅区的孩子们收到一

份令他们非常高兴的“礼

物”：两区不约而同发起“深

夜不作业”的倡议，即最迟

到晚上十点，学生可以选择

不完成剩下的作业，保障其

充足睡眠。

与前几天浙江省全面

推行小学生“早八点，不上

学”相似，这次的两区倡议

“晚十点，不作业”也是从唤

醒家长认同入手，以学校跟

进实践来争取家长放心。

小学生“晚九点，不作业”、

初中生“晚十点，不作业”，

设置家庭作业的时间底线，

明确在健康作息与作业操

练之间的价值选择，明确在

整体学习效率与作业多多

益“善”之间的清醒判断，反

对对可能导致学生学习兴

趣衰减的“折磨式作业”的

无视。这一举措与过去强

调作业总量的减负规定相

比，是一种发展与创新。但

这是忍无可忍的创新，是对

教师课堂效率与作业布置

的倒逼，也是对家长群体焦

虑状态下“病急乱投医”的苦口婆心。

一项改革措施，必然需要整体运筹。

杭州两区的这次行动有同有异，各显风

格。他们做法的共同特征有三点：一是规

定家庭作业时间的底线，二是强调教师参

与作业的校本化过程，三是鼓励作业管理

的以校为本的实践智慧。拱墅区基于充分

的家长沟通和调查，采用校长教师们的集

体倡议，用情真意切的“为成长，不熬夜”去

打动家长；上城区则深刻领会省厅作业管

理的相关文件精神，采用系统周密的操作

细则，用见微知著的教育服务要点表达学

校决心。

在中小学生学业焦虑犹在升级的今

天，教育行政部门如此旗帜鲜明地保证学

生睡眠时间，实属难得。他们对于以牺牲

学生健康为代价的题海战术说“NO”，其

实是一种正确的战略选择，与其熬夜刷题

混眼熟，不如保证睡眠好状态。依靠曾经

做过才会做的“会做”未必是有意义的，赌

博式的挑灯夜战是得不偿失的，靠耗损学

生的兴趣所换来的“优秀”是有名无实且

迟早会归零的。在不少地区千方百计向

学校、向教师、向学生传导压力以催逼业

绩的时候，拱墅区与上城区愿意以积极的

措施去保障“健康的优秀”值得点赞。

作业问题是基础教育领域的难点问

题，其中绝不只是一个“减”字能概括。此

次杭州两区在作业改革上的再次“举旗”

不是偶然的，是深化课程改革的一次出

击，是教育人回应社会呼声的实践努力。

因为见过太多政策的“一阵风”现象，

也有一些舆论声音表达出冷静的评论或是

观望的怀疑。说明这一问题光靠文件与倡

议是不够的，要将“量”控制住，必须有“质”

的提高，必须放到教学管理系统中去思

考。我们不能仅仅从作息时间变化的角度

来看“深夜不作业”，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

教育质量形成的“过程与成本”的关注，这

正是2013年以来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改革的重要精神。但愿这次的改革

倡议能够得到智慧的落地，也希望“绿色的

教育质量观”得到更多地区的认同与推广。

七旬退休教师
笔耕不辍传承农耕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吴莉莎）“日月轮流转，世

间万物秀，人生论价值，付出与贡献……”这是

诸暨市璜山镇校退休教师朱火成在自己的日记

本上写的一句话。今年72岁的他，退休以来一

直痴迷写作，用文字弘扬璜山农耕文化。

朱火成从2012年开始已连续5年编写书

刊，著有《草根‘游戏活动’回忆》《走进革命老

区 寻踪历史见证》《璜山古今》《璜山草根故事

选》《远去的记忆》等书籍，这些书介绍了璜山的

古今、祖辈们的草根故事及草根游戏回忆。为

了收集历史资料，朱火成和志同道合的几位教

师一起，奔波于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之间。

在镇内下村调研，跑遍20个行政村，走访有关人

士，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我虽然退休

了不能教学生，但还可以为展现乡土历史贡献

余热，土生土长的璜山人应该了解农耕文化，不

忘远去的岁月。”朱火成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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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寒假

桐乡市城北小桐乡市城北小
学的小摄影家们在学的小摄影家们在
石门镇东池村文化石门镇东池村文化
礼堂开展送摄影下礼堂开展送摄影下
乡活动乡活动，，吸引了许吸引了许
多村民多村民。。图为学生图为学生
正在为村里的老艺正在为村里的老艺
人摄影人摄影。。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沈剑峰沈剑峰 摄摄））

在建德市大同镇富塘村毛氏
学堂里，20多名身穿古装的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诵读起《三字经》。
寒假前夕，该市为290多个村的文
化礼堂、道德讲堂等场所提供图
书书源，农家孩子可在规定的时
间免费借阅。

（本报通讯员 王淑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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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摄
））

2月 21日，温岭市
新河小学学生来到 91
岁高龄的老校长孙才元
家，探望孙老。孙老退
休后在家办起了红领巾
图书室，免费为农村学
生提供阅读的场所和书
籍，至今已坚持11年。
（本报通讯员 俞明德
莫灵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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