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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农民家里怎么烧饭？

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那

里 的 生 活 条 件 真 的 很 苦

吗？对于城里孩子而言，农

村生活非常陌生。据媒体

报道，今年暑假，不少城里

的爸爸妈妈选择把孩子送

到农村“吃苦”，体验与平时

不一样的生活。

与组织孩子出国游学、

亲子结伴旅游以及报名参

加各类补习班等暑期活动

相比，带孩子去农村“吃苦”

堪称是另类的暑假安排。

让孩子到农村体验生活，让

其拥有一段“吃苦”经历，有

助于孩子的意志磨炼和品

格培养，不失为一次有益的

教育。

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

孩子，自幼享受悉心呵护，

犹如长久生活在蜜罐里而

鲜有“甜”的感觉，让孩子零

距离感受农村生活，有助于

唤起其对城市生活的幸福

认知，从而增强其对现有生

活的热爱与珍惜之情。

纵观当下，怕苦怕累几

成城市孩子的“通病”，去农

村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

事活动，比如插秧与捉鱼

等，其间克服困难的劳作过

程，无疑会让孩子体会到劳

动的艰辛，拥有“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奋斗体验和成

功喜悦。这种历练记忆，可

能会成为孩子日后在面对

学习与生活上的一些挫折

时的参照案例，从而提升其

吃苦耐劳、抗压耐挫的能

力。这势必有助于孩子补

齐短板和完善品格。

当然，农村是一个广阔

天地，到农村也未必都是

“吃苦”，采桑捕鱼、饲养家

禽、砍柴生火，都有可能成

为孩子们开阔眼界、获取信息、增长知识

的美好回忆和生活阅历，这对于久居城市

的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一份难得的财富。

从“吃苦”到“收获”不可能一蹴而

就。将“吃苦”经历升华为思想感悟，离不

开家长与教师的教育启迪与顺势引导。

让孩子去农村“吃苦”，不能让其产生畏惧

与反感心理，更不能让其因城乡生活条件

有巨大差距而产生不良的自我优越感与

傲慢行为。要教育孩子正视贫苦、不畏艰

辛，进而产生让农村孩子拥有与城市孩子

一样生活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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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开学倒计时，教师准备好了吗？

本报讯（通讯员 王秩惠）这个暑假，台州黄岩区澄

江中学党支部在澄江街道24小时市民书吧开展了“党员

先锋岗”暑期志愿辅导活动。全体党员教师志愿认领任

务，以坐班辅导的方式为初中学生提供暑期作业辅导、学

科内容答疑等。

“党员先锋岗”暑期志愿辅导活动从7月7日持续到8

月22日，每天安排不同的语文、数学、科学、英语、社会教

师“坐堂问诊”，参与教师近40人。辅导对象并不限于本

校学生，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初中学生。校长罗安波说，只

要有需要的孩子都欢迎过来，并让家长放心，教师会一视

同仁，用心辅导。

听说有教师免费辅导活动，家长们非常高兴，但也有

很多疑问。“我刚给孩子买了辅导用书，课外书里有不懂

的能问吗？”“我的孩子基础比较差，能多照顾下吗？”面对

家长们的各种问题，罗安波一一耐心解答。

虽然不是正式的课堂教学，但澄江中学的党员教师

们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认真为学生答疑、辅导。这次辅

导活动不仅吸引了周边的孩子和家长，连远在上垟、宁溪

的孩子和家长也闻讯赶来。“每年孩子放假后，我就发愁，

大人要上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怕不安全，外边的辅导班良

莠不齐，价格又贵，效果也难以预料，这样的辅导活动实

在是太好了。”一位送孩子前来的家长表示。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暑假余额已不足，请做好开学准

备！”这些天，几乎每一个教育相关部

门的微信公众号都推送了类似主题的

信息，目的是为了给学生解除“假期综

合征”支招。其实，面对新学期，要收心

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应做好充分

准备。近日，记者采访了多所学校的

教师，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您

为新学期做了哪些准备”，他们的回答

可以代表我省广大一线教师的“备战”

状况。

被提及最多的是新教师的岗前培

训，大都是集体组织，包括区域和校

级层面。培训的主题，一般包括新教

师德育培养、班主任管理技巧、学科素

养与教学研究、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

旨在请专家和资深教师做引路人，帮

助新教师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杭州天

杭教育集团就有一所专门培训新教师

的“旭日学校”，8月22日，该校新教师

学员参加了暑期自主培训总结会。集

团校长邱曙光对新教师提出了3个要

求——“做一个有目标的人，做一个有

办法的人，做一个乐于投入的人”，代

表了学校对所有新教师的期待。

新教师对首次踏上三尺讲台除了

充满兴奋和新鲜感，总免不了有些惴惴

不安，因此在参加集体培训之外，还会

悄悄给自己“加码”。杭州长河高级中

学物理教师蔡增艳就是其中之一。去

年8月底才入职的她，开学后将成为高

一（2）班的班主任，这一下子成了“新

教师+新手班主任”的“双新”，虽然心

里期待，但蔡增艳还是很“惶恐”。因

此，蔡增艳的暑假就没闲过：向老教师

“取经”，组织班会和未来的学生提前

见面……为了熟知每个学生的情况，

她还请每个学生填写一份表格，让学

生贴上相片，写上自己的特长、家庭情

况；学生家长也有一份，由家长来描述

自家孩子的优缺点、性格特征。如今，

她差不多把班上的学生都认全了。

省教育厅师范处调研员李敏强给

即将走上讲台的新教师的建议是“做

好思想准备”。“成为教师，首先要热爱

这个职业，愿意陪孩子成长。新教师

要做的第一步是准确定位、站稳讲台，

学会及时发现问题，并掌握通过与学

生、同事、领导、家长、社区五方沟通来

解决问题的技巧。”

“而对于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资深

教师而言，自身专业能力都比较扎实，

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是责任心。”李敏强

说，“暑假正是教师们给自己‘充电’的

好机会，不论是参加自己专业的学习

还是获得其他技能的长进，对于教师

自身素养提高都大有裨益。”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确实有很多教师利用假

期给自己报了不少“课外”学习班，内

容五花八门，有书法、绘画、插花、健

身、器乐、舞蹈……以此来开阔视野、

陶冶情操、提升素养。

还有一些学校会给教师布置暑假

作业。比如，东阳市巍山镇中心小学的

教师们有3项书面作业：取适合自己的

点，撰写一篇有特色的教育生命叙事；

阅读一本关于“新教育”的专著书籍，撰

写好心得体会；以师德、教育大讨论等

为内容，书写10张硬笔书法作品。“给教

师布置暑假作业不是施压，而是一种引

导，引导教师不断学习、总结。”开化县

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叶金福说，

“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使自己

永远处于教育教学的前沿。”

其实，不论是新教师还是资深教

师，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在新学期来

临前给自己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规

划。“规划尽量细致一些，比如在新学

期四五个月时间里，准备读些什么书，

写多少文章；准备实施什么新方案，设

想创建什么新模式；准备怎样锻炼身

体，怎样调整心态等。”杭州市萧山区

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朱华贤说。

如果教师想要在新学期有些新变

化，那么在工作中大胆尝试一些小改

革是个值得挑战的体验。“在常规工作

中有新意，在一般工作中有提升，才能

使循环往复的一个又一个学期更有滋

味和追求。”绍兴市柯灵小学校长金华

星说，“教师要注意问题导向，将问题

当课题，研究着教，研究着做，就会更

有策略和方向；注意任务驱动，自觉地

从被动应付任务走向主动寻找；不墨

守成规，不惯走老路，坚持常作常新，

善作善创。”

视点第

“小发明控”
一个月“造”辆卡丁车

本报讯（通讯员 盛 伟）这几天，在衢州城

西公园里，一个驾驶着酷炫卡丁车的小男孩引起

了大家的注意。小男孩名叫邵子衿，卡丁车是他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自己手工制造的。

邵子衿就读于衢州市实验学校，下个月就要

上六年级了，11岁的他看起来沉稳老练。他是

一个地道的“小发明控”，从小爱动脑、动手。暑

期，邵子衿浏览了一些科技网站。国外同龄孩子

造卡丁车的视频引起了邵子衿的兴趣，他和父母

说，想在家里造一辆卡丁车。父母决定支持他的

想法，不过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你可以在家‘闭

门造车’，但要搞出点名堂来，不能半途而废。”

经过几天的图纸设计和查阅资料后，邵子衿

决定制造一款电瓶驱动的三轮车。他画好图纸，

并用乐高玩具做了一个卡丁车的模型。准备好

材料和设备之后，邵子衿戴起手套，拿起电钻、锯

子开始干活。整个7月，邵子衿都在家里埋头造

车，客厅成了他的制造车间。“每天手工造车4小

时左右，其他时间就是看书、查网站，攻克一些技

术难关。”邵子衿说，造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是转向问题，他一度准备放弃，但最后还是咬牙

坚持了下来。一个月后，邵子衿外出试车。戴上

安全帽和安全手套，他坐在卡丁车里发动了引

擎，车子平稳向前开去。“成功了，这感觉太棒

了！”邵子衿很是得意。

他母亲说，邵子衿还曾在家里设计了一款

“懒人浇水器”，把一个微型抽水机连接到牵牛花

盆上，每天早晨只要按一按床边的开关就能顺利

浇灌花朵。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宏程 胡海文）还没到开学的日

子，校园里本该静悄悄的，可是杭州丁蕙小学的一间教室

却与众不同，几乎天天都有孩子来上课，这是怎么回事？

上课的教师是该校刚入职一年的年轻男教师，名叫

黄光平，今年27岁，教语文。他上的是书法课，教室里有

6个孩子，年纪都在七八岁，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位置上写

字。黄光平在边上巡视，不时俯下身子指导某个孩子的

书写。

放暑假后，因为要照顾怀孕的妻子，黄光平一般都待

在家里。家附近有个小卖部，有不少孩子聚在这里，要么

玩耍打闹，要么玩手机里的游戏。黄光平经常到小店里

坐坐，慢慢地就跟这些孩子混熟了。“我发现，这些孩子多

半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到暑假就没人管。”黄光平

说，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孩子，会参加各种培训班、夏令营，

这些孩子家里负担不起费用，就只能到外面玩，既不安全

又浪费时间。“反正我也闲着，何不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

上书法课，帮他们学点东西。”黄光平把这个想法和孩子

的父母一沟通，大人们都非常开心。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免费书法班微信群的成员越加越多。

“一开始我以为顶多五六个孩子，到最后竟然有17

个孩子报名。”黄光平说，为了让上课更有质量，他将孩子

们分成3个班分期培训，每一期培训10天。课间，黄光

平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孩子们说，课堂上他是一

位严格的老师，下课后就是一个有趣的朋友。

热心教师免费给外来孩子上书法课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暑期辅导班

暑假期间，温岭市箬横镇团委等单位联合开展了“大手拉小手，齐心护家园”参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活
动。结合该镇打造“有记忆的街区、有故事的小镇”的目标，他们组织志愿者带领箬横镇中心小学学生用画笔描绘箬
横老街。图为志愿者在指导学生写生。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周
理武 苏立军）勾轮廓、

描花纹、着色彩……一张

张色彩艳丽、造型生动

的“蔡和脸谱”从学生笔

尖跃然纸上。遂昌县蔡

源乡中心小学有一门特

别的社团活动课“蔡和脸

谱”，很受学生欢迎。每

到开课的时候，学生都会

在脸谱传承人郑存品或

脸谱社团辅导教师沈豪

华的指导下，认真地学

画脸谱。即使在假期

里，学生也会自发练习。

“学生从一、二年级

开始学习描色，三、四年

级在纸上画脸谱，等到

五、六年级就可以独自

‘上道’了。”校长王隆峰

介绍，学校在脸谱绘制

基础上，还推出了“石头

上的脸谱”“乒乓球上的

脸谱”“剪纸脸谱”等，并

把“蔡和脸谱”融入教学活动和表演展示活

动中，让学生感知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校

期间，每周一节学画脸谱的社团活动课是

学生的必修课，社团教室陈列的近百件脸

谱作品均出自学生之手。”

“蔡和脸谱”源于明嘉靖年间的婺剧班

社“蔡和班”。最辉煌的时候，“蔡和班”的演

出剧目曾有108本大戏，并时常到周边的金

华、衢州等地演出，有“处州第一名班”之

誉。几经沉浮，如今却面临着失传的窘境，

提笔就能画“蔡和脸谱”的只剩郑存品一人。

蔡源小学因地制宜开展“蔡和文化”

传承教学工作，组建了“蔡和脸谱”绘画艺

术社团、“蔡和脸谱”剪纸社团等，充分挖

掘各类资源，学习和探讨脸谱绘制方法和

技能。同时，学校以“蔡和文化”为核心，

积极开设拓展性课程，先后开发了《蔡和脸

谱——图谱》《蔡和脸谱——乡土教材》等

校本教材，形成丰富的学校特色教育，将校

园打造成“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传蔡和文化

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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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心中家乡美

8月以来，浦江县黄宅镇中心小
学古城党支部开展了“走教帮扶学
生”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教师针对各
自送教学生的实际情况，制订教学计
划，准备教学内容，还悉心询问学生
的假期生活情况，针对学生的困惑提
出合理建议。

（本报通讯员 张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