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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洪画千）4月 2日是国

际儿童图书日，在这天，

浦江中学、浦阳第一小

学联合举办了纪念一代

童话大师洪汛涛先生九

十周年诞辰活动。

洪汛涛是著名童

话作家、童话理论家、

教育家，曾创作出经典

的童话故事《神笔马

良》。活动当天，与会

代表参观了洪汛涛纪

念馆、洪汛涛主题馆，

缅怀他在儿童文学创

作、出版和教育领域的

杰出贡献，重温他笔下

经典童话《神笔马良》

的魅力。

□本报记者 林静远

开学一个多月了，我省各中

小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活动也陆

续活跃起来。文学社、音乐社、美

术社……近年来，随着学生自主管

理能力的增强，在众多的学生社团

中，不乏有学生自主组建的。他们

活力四射，激情飞扬，耕耘着属于

自己的这片热土。但毕竟初出茅

庐，在社团组建上，一些学生缺乏

经验，需要学校加以有效引导。

对此，我省一些专家和社团建设

比较成熟的学校，给出了他们的

建议。

兴趣与当下热点结合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柯孔标认为，中小学生正处于人

生中自我意识最强烈的时期，他

们渴望从外界获得成就感和认同

感。由学生自主组建社团，正是

为他们提供了展现才能和实现自

我价值的机会，但他们毕竟组织

能力有限，所以学校要加强引导

和管理。他说：“可以根据学生的

兴趣爱好，结合当下社会、校园中

的热点组建社团，同时这样也能科

学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山学校是

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家长忙于

务工，很少有时间带他们走向大自

然，很多学生渴望亲近大自然。这

学期，在学校的引导下，学生们组

建了自然培植社。正值春暖花开

的时节，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在校园

中亲手种植各种植物。校长叶建

立认为，自然培植社团的建立不仅

戳中了学生当下的兴奋点，也与当

前提倡的新劳动教育很好地结合

了起来。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然而校

长们也认为，能把兴趣和当下的

热点结合起来组建社团，社团活

动会更具吸引力，也更能锻炼学

生各方面的能力。眼下，我省不

少学校由学生组建的各类社团恰

恰顺应了这一思路。

这段时间，湖州市第二中学

由学生组建的国风社正在筹划

“湖州与游子文化”诗歌朗诵会，

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当地先贤，即

以唐代诗人孟郊为代表的“游子

乡愁”文化。湖州地处江南水乡，

历史悠久。学校也一直重视对学

生传统文化的教育，经常邀请一

些文化名人为学生开设讲座，在

每年的读书节中融入传统文化内

容，学生参与热情高涨。2013

年，在学校的指导下，结合当下传

承传统文化的热点，学生组建了

国风社。几年来，他们开展的“演

绎文学作品”“追寻逝去诗人”等

活动，每次都紧密结合湖州当地

的人文历史，不仅在校内吸引了

不少学生参与，也引起了校外人

士的关注，现已成为该校学生德

育的一张“名片”。

丽水中学一直以来就有学雷

锋做公益的传统，2010年在学校的

引导下，学生们自发组建了青年志

愿者大队，属公益性社团。100多

名社团成员定期去福利院慰问孤

儿和老人，也在每年寒假，走进养老

院和老人一起欢度春节。校长范

寿仁说：“学生社团的力量虽小，但

他们的行动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在校园落地的体现。”

成为学生提升自我的平台
“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课

程。你可以在电脑上将自己喜欢

的图案画出来，再通过激光雕刻

机器利用激光把纸打穿，制成属

于自己的作品。”日前，温州市实

验中学学生、创客社团小导师吴

凯文正在为同学授课激光雕刻。

吴凯文讲得很投入，同学们听得

也很入迷。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授课是

教师的事。然而，我省的一些学

校大胆尝试，通过社团这个平台

让优秀学生担任小导师，学校则

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撑。柯孔标表

示，这样一来，学生社团真正成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他

说：“社团活动既有助于学生的学

习，也可以发挥德育教育的作用，

更可以引导学生从兴趣出发，走

向促进他们智力、能力和综合素

质提升的道路。”

“其实，现在的学生有时在某

一方面的特长已经超越了教师，

学校也应该为他们搭建展示的平

台。”温州市实验中学校长倪彤

说，该校从2016年开始，面向学

生招聘社团“导师”，目前共有8名

学生在自己组建的创客社等社团

当起了小导师。社团指导教师戴

小红则在课程体系的架构和授课

方法上给予指导。在戴小红的指

导下，吴凯文很快就入门了。他

授课的内容，既源于教材中的信

息技术知识，又进行了拓展，同学

们在社团活动中学到了丰富的信

息技术知识。

镇海中学的Running Smile

社团同样是学生自己组建的。学

生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团

指导教师王潇曼的指导下专注于

改善校园内师生、同学间的人际

沟通。在去年“世界微笑日”当

天，社团成员们组织了一场盛况

空前的“师生游园会”，创造了半

小时内14项活动同时举行、1200

人次共同参与的“社团活动记

录”。投篮、踢毽子校园吉尼斯等

活动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与，拉

近了师生、同学间的距离。

还有一些中小学校，结合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把自己组

建的社团成为专项人才的初训基

地。衢州第二中学有着学生自己

组建的文化产品创意社团。一直

以来学校的生态环境良好，经常

有白鹭、刺猬等动物出没。社团

指导教师白龙飞引导学生结合校

园环境，用这些动物的形象，设计

文创产品。学生们把校园的四季

风景和这些动物相结合，有的设计

成了杯子，有的打印出了3D模型，

也有的制作成了明信片。该校团

委书记裘杭荣说，结合当前清廉教

育，白龙飞正在指导学生设计猫和

老鼠的形象，在画面中配上和廉

政有关的文字。“这些看似简单的

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

维，为喜欢文化创意的学生搭建

了实践平台，也为他们今后进入

高校学习积累专业知识”。据了

解，目前，衢州二中有32个学生

社团，很多都是由学生自己组建

的，且收获颇丰。

□朱建人

今年两会召开以来，有关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

又一次成为热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力解

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但在网络上也传出

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称“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

减负”，更有人还认为“‘减负’是富人骗穷人的阴

谋”。那么，为什么着眼于学生健康发展的“减负”

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连思想认识都无法统一

起来？窃以为，这与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知态度有

着密切的关系。若大多数人并未认同“减负”可能

的实际效用，那么，再强硬的措施到最后也会变得

软弱无力。因此，向民众道明一些教育的理趣，或

许是实现“减负”所必需的一项“启蒙”工作。

这让我想起从嘉兴走出去的大数学家陈省

身。他生前曾经给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

分”。显然，陈省身的题词与当下那么多希望孩子

门门功课考100分的家长的想法是多么不搭调，但

是，这恰恰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切实领悟的一个教育

本质问题。在陈省身看来，学生根本不必为了追求

高分而在学业的细枝末节上花太多的力气，这样的

“投入”是不值得的，因为其学习“成本”很高，而价

值并不见得大，甚至还有把学生引向死读书、读死

书境地的可能性。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朱清时对陈先生这句话的理解是，原生态

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

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

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

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

了。如若大多数人能自觉认同陈省身先生的“不要

考100分”，那么就完全可能避免发生应试教育下

学生课业负担日趋加重的跟风现象和“剧场效应”。

前些年，在《最强大脑》节目中，误以为比赛输

掉而当众抱头痛哭的某位“天才少年”实在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其父亲为了让儿子成为“天才”，几乎

剥夺了儿子全部的闲暇时光，让儿子完全失去了快

乐的童年，最后获得的是一个输不起的“最强大

脑”。这种例子并不是个案。不少少年天才最终

“泯然众人矣”，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一个

人在儿童少年时期就犹如一个运动员万米长跑

刚刚跑出 100 米，根本没有必要用尽全部力气去用冲刺的速

度抢第一。如果为了考试成绩的拔尖而把孩子的学习兴趣和

创新的趣味扼杀掉了，将会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

面影响。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著名的“六大解放”思想是他生活

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在谈到其中的“解放孩子的

时间”时就专门谈道：“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

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

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学的学问，干一点他

自己高兴干的事情。”这样的告诫在当下不知有多少人能听得

进去并付诸实施？回过头来再看看陈省身，著名数学大师丘成

桐、吴文俊都是他的弟子。有人以为这是严师出高徒。陈省身

道出他的育人之道：“不管学生，让他们自由发展。”

当然，在应试教育如火如荼的当下，要给学生减负谈何容

易。但是，只要能通过大众媒体多传递一些科学的教育理念，

让更多的民众懂得一些好的教育理趣，我以为，这其实也不是

件难事。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以对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的态

度去理解教育，这样才会自觉地发自内心地去解放孩子，不把

孩子束缚在繁重的作业堆里，不让考分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

来，而是要努力创造条件，让孩子拥有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充满

活力的青少年时期。

“不要考100分。”解放孩子，这是一种教育大智慧！

从
陈
省
身
的
﹃
不
要
考
一
百
分
﹄
说
减
负

学生自组社团，学校如何引导？

清明节前，温岭
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组织当地“五老”革
命传统宣讲队，轮流
走进烈士陵园，为学
生宣讲烈士事迹，对
他们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图为日前当
地89岁的战斗老英
雄给城东民工子弟
小学学生讲述“解放
温岭”的战斗故事。

（本报通讯员
俞明德 摄）

实话 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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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记心中革命传统记心中

以游戏为核心特质的《幼儿园游戏·发展·成长课程》成功出版

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游戏伴随幼儿成长。
由国内幼教专家朱家雄教
授领衔、历经3年研发、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浙江
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审定通过的《幼儿园游戏·
发展·成长课程》，终于呈现
在广大幼教工作者面前，
2018年秋开始在全省各地
使用。本课程的研发，为推
进全省幼儿教育课程改革，
深化课程的园本化建设，提
供了可供整合的优质课程
资源和可资借鉴的课程实
施范例。

一、坚持“以幼儿发展为本”的课程实施理念

●关注幼儿发展的整体性和个体差异性，理解幼儿学习方

式和特点，重视幼儿学习品质，立足幼儿在蕴含游戏体验的各类

活动之体验为基础。

●唤起幼儿生活的需要、丰富幼儿生活的经验、培养幼儿生

活的能力。从简单规则到复杂规则、从低结构游戏到规则游戏

的学习脉络中，彰显幼儿身心机能和思维品质在游戏化学习中

的递进发展，最终实现健康快乐成长。

二、构建“以游戏为核心特质”的课程操作体系

●从游戏类型、游戏载体、游戏过程3个维度，重点设计基

于幼儿学习特点的课程游戏化实施过程，以富有游戏性的主题

为线索，贯穿幼儿主动唤起的游戏活动和蕴含游戏体验的各种

教学活动，包括生活活动、区域活动、集体教学活动等（并不是用

游戏替代其他所有活动），以幼儿在课程中的快乐体验和智慧发

展为价值取向，期望达成幼儿快乐成长的课程愿景。

三、选择“趣味生活”的课程教学内容

●遵循幼儿的心理特点，体现“游戏”既是课程内容本身，也是课

程的实施途径和手段。通过游戏性的环境、材料和人际互动，选择幼

儿熟悉的生活感知和生活体验的30个主题内容，每个年龄段安排6

个主题，每个主题下提供20多个活动内容，在主题串联下开展各种

类型的教学活动。游戏精神贯穿于幼儿的一日活动各环节。

四、倡导“与境玩、与物玩、与人玩”的课程实施方式

●通过自由游戏、低结构游戏、规则游戏等游戏教学的分类设

计，引导幼儿“与环境玩、与物品玩、与人群玩”，在多元纵横的游戏互

动中实现相互磋磨和人物交往。在积累生活和学习经验的同时，激

发对现实世界的探究寻秘，真正实现从游戏激趣到经验获得的“玩中

学、学中玩”的快乐学习方式。

五、尝试为“园本课程”留足广阔
的开发空间

●《幼儿园游戏·发展·成长课程》的开

发和实施，是新一轮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基层幼儿园推进课

程改革和贯彻课程游戏化，无论是课程实

施的理念建构，还是课程的体系架构和课

程资源整合，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施范

例。对已经具有丰厚教育、教学经验的幼

儿园，可以参照和整合本教材的课程框架

和资源，依据教育对象和生态条件，通过本

土教育资源的选择和应用，整体研发既有

特色资源又有实施创意的园本课程。

绘本故事

活动手册

教师用书

浙江人民出版社将组建“课程研究共

同体”，邀请省内外科研和教研专家，对《幼

儿园游戏·发展·成长课程》的实验园，进行

立项研究和论文撰写的跟踪指导，以园长

论坛、科研讲座、教学观摩、出版文集等方

式，引领实验园聚焦问题、科学研讨、共同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