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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林静远

这几天，常山县五里中心小学的

“小小种植园”里很是热闹。学生正在

教师蒋林泉带领下为园里的葫芦搭攀

爬架子。葫芦是该校师生种植的“主

打植物”，平时学生还经常给它们除

草、浇灌，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学生

们兴奋地说，等葫芦成熟后，就可以把

它们收集起来，加工后用于美术课上

京剧脸谱创作。

这样深受学生喜欢的劳动教育，

在我省不少中小学都有开展。近年

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陆续发文强调

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但劳动教育在学

校教育中被弱化、在家庭教育中被边

缘化的现象仍存在，有些人甚至错误

地把劳动作为对学生的一种惩罚。对

此，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柯孔标说：

“劳动教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

态度，从小养成较好的劳动习惯。各中

小学校要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发

挥劳动综合育人的功能，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柯孔标还透露，现在省教育厅正

在制订有关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的指

导意见，深入推进中小学生的劳动实践

教育。

我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农耕文

明留传至今。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农

耕劳作活动因此成为各小学开展劳动

教育的主要载体。镰刀、风车、水车，

这些以往出现在田间地头的农具，如

今却现身在衢州市柯城区新华小学。

该校开展农耕文化教育已有十多年

了。校长刘秀芬介绍说，早在2008年

他们就在校园中打造了“百年村居”农

耕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很多老底子的

农具。借助这一博物馆，教师经常为

学生授课，让他们零距离感受农耕的

发展历史。学校地处农村，他们还让

学生参与家里农活，总结当地农业种

植的发展历史。

当农耕成果遇上运动会，学生们

的兴趣大为增加。从2015年秋季开

始，宁海县长街镇山头小学都会举办

以“农耕匠心”为主题的运动会。开幕

式当天，学生把种植的瓜果、蔬菜搬上

了运动场，现场俨然成了丰收的庆

典。更有趣的是，学校还设置了“奔跑

吧，水牛”“花生田里去”“舞动吧，禾

苗”等充满农耕元素的运动项目，让学

生在趣味比赛中体会劳动的价值。

此外，我省各中小学还纷纷开辟

校园农场、种植角，组织学生直接参与

农业劳动。“现在的学生缺少毅力，让

他们直接参加农事活动，可以磨炼他

们的意志。”杭州市下沙第一小学教师

沈兵说。2015年该校通过开辟植物

角，让学生种植黄瓜、西瓜等蔬菜水

果。每年的暑寒假，为了保证农作物

正常生长，他们不怕风吹日晒轮流值

班。每到丰收季，校园里瓜果飘香，学

生们定期将自己辛苦种植的蔬菜水果

进行义卖，所得的收入则捐献给需要

帮助的人。

结合当前课程整合的热点，我省

一些学校的劳动教育带上了新的元

素。不仅在动手中培养学生的意志品

质，还让他们学到了各类丰富的知

识。今年，杭州市滨和小学启动了“土

布STEM”课程。土布纺织技艺是省

级非遗项目。为了让学生在传承非遗

中学会劳动，学校成立了“编织坊”社

团，每周开一次课，邀请非遗传承人指

导学生。学校还开辟了一亩多地种植

棉花。从棉花种植到纺织，让学生了

解土布生产的全过程。缙云县新建小

学新近开设的“半亩田园”综合实践课

程，也让学生在参与劳动之余学会了

各科知识。近日，四年级学生带着皮

尺等一系列工具走进了农田，利用数

学的“测量”知识计算面积。在锄地种

植蔬菜过程中，学生懂得了握锄头就

是利用杠杆的科学原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中小学

校还将劳动教育及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结合起来。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山学校

在每年的学雷锋月、清明节、五一节、

重阳节等重大节日里，组织学生踊跃

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等校外场所开

展劳动实践活动。学校德育处主任王

永生说：“我们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

让学生们在服务中感受劳动的美好，

学会奉献，是我们组织他们参与社会

活动的初衷。”平时，学校还组织高年

级学生为低年级学生摆餐盘、分饭菜，

打扫教室等，在对高年级学生开展劳

动教育的同时，让低年级学生形成尊

重劳动的意识。学校还结合各年龄段

特点，为学生布置不同的家务劳动实

践任务，培养学生“自理、自律、自主”

和勤劳的意识。

丰富劳动教育，助力学生成长

视点第

□朱建人

自今年新春伊始教育部

等四部门联手整治校外培训

机构至今，全国已有二十多

个省份公布了意在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方案，形成

了一种“高压态势”。只是，

教育培训市场依然火爆，何

哉？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

基本道理是这个市场的基础

依然强大——在应试教育的

诱导下，广大家长依然强势

而纠结，少年儿童依然弱势

而无奈。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

孩子对赶场上兴趣班深感疲

惫不堪，但是许多家长却对

让孩子上各类兴趣班心存攀

比。当儿童的意愿与家长的

意志相悖的时候，儿童只能

屈从于家长的意志。这对矛

盾的存在，其本质是家长儿

童观的陈旧以及自我角色的

错位。

童年的最大特征是什

么？是无忧无虑，是阳光灿

烂。但是，今天我们身边的

儿童却大多没有了鲜亮的色

彩，或者干脆说根本没有了

童年。繁重的学业和各类校

外培训让今天的孩子疲于奔

命，累在了“起跑线”上。这

偏偏又在教育市场的驱动下

被许多家长认定为“成长的

代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

童只是成人社会的附庸，儿

童自己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

的生活的。儿童必得服从成

人的意志。这样的观念充斥

于《弟子规》等诸多“蒙学”读

物中。今天的儿童之累，除了整个社会应

试竞争大环境所导致的无奈之外，与现代

文明相冲突的陈旧文化依然在起着潜移默

化的巨大影响。

早在 1989 年颁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

公约》第31条就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儿

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

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

化生活和艺术活动。”这是一部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国际性约定。中国是该公约的第105

个签约国。但是，这个国际性约定在我国并

没有很好落实。我们今天不必奢谈一个有

充分闲暇和快乐的童年会对孩子一生的成

长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而是需要先从法律的

角度来告诉家长以及每一位成年人——闲

暇休息和游戏娱乐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

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剥夺。家长所扮演的角

色首先应该是这个规则的守卫者，然后才是

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促进者。

聪明的家长应该尽可能放手让孩子去

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哪怕是让孩子

独自坐在门槛上发发呆，也比整天驱使（或

者叫陪伴）孩子学这学那有意义得多！一个

长期缺失自由时间和空间，没有游戏玩耍的

孩子是长不大的，是不会有丰富的创造力

的，甚至会导致其严重的人格缺陷的。

“冰山理论”告诉我们，水面上看得见

的冰山只有八分之一，其余八分之七全部

潜藏在水面底下。一个明智的家长，或许

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孩子成长中那个“八分

之七”的隐性部分。而这八分之七，不是考

题知识，不是某种才艺技巧，乃是支撑起一

个人终身所需的那些综合素养和关键能

力。这种关键能力大多蕴含于点点滴滴的

生活世界之中。让孩子在丰富多彩的生活

世界中慢慢生长，这或许恰恰是家庭教育

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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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嵊州一教师多年热心公益帮扶困难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李忠亮）为了云南的贫困学生过一个快乐的“六一”，

近日嵊州市甘霖镇蛟镇小学语文教师姜利霞，在她的“陈物回环”微信群

中开展了“微心愿认领活动”。短短几个小时内，云南3个县9所小学的

125名小学生的心愿，被群友争先恐后认领完毕。

据了解，姜利霞从教27年，先后参加了嵊州市阳光公社和甘霖镇

“烛光爱心服务队”“红立方志愿队”等公益组织，在公益事业中奉献自己

的力量。去年11月，姜利霞建立了“陈物回环”爱心平台，帮助全国贫困

留守儿童。在“暖冬行动”中，她不仅为云南的贫困留守儿童捐献衣物，

还召集爱心社会人士，一起捐助。今年3月，姜利霞又通过当地广播电

台发起“陈物回环·书香千里”活动，共为云南学生募捐到了22500元书

款和680余本七成新的课外书。

踢毽子、跳皮筋、丢沙包……近日，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小学举办了“跟爸爸妈妈玩老游
戏”的主题活动，让学生在老游戏中了解父母的童年，增进亲子感情。图为学生和家长一起
玩跳绳子游戏。 （本报通讯员 楼 晨 摄）

学生解救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本报讯（通讯员 吴章德）近日，开化县实验小学学生在校内意外发

现了一只晕倒在地的罕见大鸟。他们迅速向教师报告，并立即向县森林

公安求救。同时，他们马上在校内给鸟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家”。

随后，县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来到学校，对受伤的鸟儿进行了细致检

查。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只野生竹鸡，重1千克。根据我国发布的《国

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规

定，野生竹鸡属于“三有”保护动物。他们将这只野生竹鸡带回救护站，做

进一步治疗后再放归大自然。

长期以来，开化县实验小学以少年林科院为平台，大力开展“知林、

学林、爱林”活动，学生在少年林科院实践活动中，不仅了解和掌握了林

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认识了很多鸟类。学校还经常开展“爱鸟”主题教育

活动，使师生爱鸟护鸟的意识不断增强。

和爸妈玩玩童年老游戏和爸妈玩玩童年老游戏

□本报记者 于 佳

在日前公布的第三批国家“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名单中，浦江县仙华外国

语学校的楼成芳赫然在列。楼成芳是

省英语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中小学外语

教师园丁奖、全国十佳初中外语教师、

省教改之星金奖、金华市名师等荣誉。

此次入选，可谓实至名归。近日，记者

走进了她的课堂。

“Eearthquake！How to Pro-

tect Yourself？（地震来了，我们该做

什么？）”讲台上，楼成芳刚刚提问，班

里学生立即以小组形式蓄势待发，迅

速地回应如何钻到桌子下方，如何有

序跑到操场等空旷场景。在学习了与

地震相关的词组后，楼成芳又设置了

一个地震现场，让学生根据在现场的

各种反应判断哪些是正确的自救行

为，哪些并不合理。

楼成芳说：“看着像是在‘过家家’，

但学英语就是要像小朋友学说话一样，

把语言用在生活里，语言只是载体，生

活才是落脚点。”

为激发学生兴趣，课堂上她喜欢

跟同学们聊日常生活的内容，然后引

入新课内容，接下来，她又把新课内容

链接到学生生活情境中，让学生在生

活情境中体验和学习。比如说刚刚过

去的节气“小满”，楼成芳请学生试着

翻译欧阳修的经典诗句：“最爱笼头

麦，迎风笑落红。”

从教25年，楼成芳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英语教学模式“情境—体验—探

究—感悟”。她倡导用生动的情境导

入，激发学生探求的欲望，使师生互动

在体验活动中得到交融。2010年，楼

成芳带领英语组教师尝试生活英语情

境体验教学，并开发了相关的校本英

语拓展课程。走进浦江仙华外国语学

校的校园，原本堆放杂物的储物间，都

被开辟成一间间“生活情境”体验室，比

如，寝室、餐厅、学习室、运动、会客室、

聚会、购物中心、户外活动室、邮局……

这些体验室里眼及之处都贴着单词和

对话，让学生随时可以开口说，随时可

以开口练。楼成芳说：“只有不厌其烦

地回归生活，才能帮助学生告别哑巴

英语。”

2015年，楼成芳带领团队把校本

英语课程发展成为具有知识拓展和实

践活动双重性质的系列拓展性课程，

将英语语言功能与生活情境和时政热

点话题相结合。比如，“生活英语浦江

之旅”“生活英语之舌尖上的浦江”

等。2016年，她所创建的“生活英语情

境体验”拓展性课程被省教育厅评为

省精品课程。2017年，楼成芳主持的

教师发展规划课题《基于课堂观察的

英语教师语言能力提升行动研究》获

省一等奖。

楼成芳说：“之所以成为精品，主要

是因为课程体现了‘学生为中心’的

思想。自主选课，小组合作准备会话材

料，自主进行角色分配，共同参加闯关

活动，打破课堂的边界，回归生活。”在

楼成芳的影响下，更多青年教师在教学

中不断尝试让英语学习走进日常生

活。浦江县实验中学教师朱康是楼成

芳工作室的一员，他说：“楼老师在教学

中注重创设生活化的教学语境，让学生

在贴近生活的情境中自然地进行语言

交流，达到在学中用、用中学，体现英语

学习的工具性性质。在课堂上，她始终

在不断适应学生的水平，这才是有效的

教学。”

近日，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击剑
课开课了。今年以来，该校在体育拓展课中
增设了击剑、皮艇球、攀岩等项目。图为教练
在指导学生。（本报通讯员 屠 宁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杨红卫 叶万伟）
“老师，小俊（化名）有你们真是福气

啊。”5月是松阳县民族中学的夏季家

访月，该校教师王丽、兰晓方再次来到

松阳县裕溪乡内陈村，初三学生小俊的

妈妈紧紧拉着两位教师的手，一个劲地

道谢。

小俊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形

容。家庭的贫困，使他一度产生了辍学

念头，母亲也希望他早点回家帮忙做

事。学校到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刻组织

教师上门家访。王丽、兰晓方和母亲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告诉她，无论遇到什

么困难，都要让孩子完成学业，并和她

一起规划了孩子的未来。在经济上，两

位教师还请家长放心，小俊可以继续享

受爱心营养餐，并与社会爱心人士结

对，给予他每学期1000元的资助。

这样的教师入户家访行动，在松阳

县民族中学是常态。2003年松阳县民

族中学撤并建校之初，校长翁成威就提

醒全体教师，我们的根在乡村，教师一

定要与家长保持紧密联系。前几年，学

校又定下家访制度，要求每位教师都要

深入各家各户，了解学生的家庭表现，

力所能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现在，网

络信息的普及给家访带来了方便，但是

他们除了手机、网络沟通外，还是坚持

每学期定期深入每家每户家访。

去年，一场大雪封住了进山的路，

有5位学生的家在积雪线上，还有一位

家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电话预约

时，家长都说，老师，路滑不要来了，心

意领了。但是，为了每一位学生，他们

踩着没脚踝的积雪，一步一步爬上大山，

一家一户家访。松阳县民族中学所在的

辖区是该县最偏远的山区，15年来校长

换了两任，可家访这个传统却从未间

断。教师们的家访行程累计已达20多

万公里，大致可绕赤道5圈。

家访15年，行程20万公里

楼成芳：走进日常生活的英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