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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碎飞

三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教导主任领着一

学生站在教室门口，说是位转学生，叫东（化

名）。这是一位高大、帅气的男生。我请东自

我介绍。他很神气地走上讲台，大拇指一翘，

说：“我是学校的名人，连校长都知道我！”

这“名人”到底“名”在哪里？

那天的美术课，我坐在教室听课。其实

我不是来听课的，而是来观察东的。我准备

了课堂观察记录表，分5个时段对东的课堂行

为进行记录。东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

板或窗外，有时会全神贯注地玩笔或咬手指

头……没过3天，各学科教师纷纷向我反映：

课堂就像他家，随便走动；有时候老师一转

身，他的座位上没人了；在学校里找，也许蚂

蚁窝边就有他。

通过连续一周的课堂观察、课余交谈、家

长沟通，发现东有以下五个特点：学习动机不

强，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缺乏三年级学生该

有的倾听、专注、识记等学习习惯；缺少安全

意识，经常会在教室里消失；注意持久性差，

课堂注意力集中最多5分钟；不自信，他的口

头禅就是“我学不来的”。

休息日我特意去家访，老远就发现他在

小区门口迎接。他把我领进整洁有序的书

房，一问才知道是他早上 6 点半就开始整理

的。而在我翻看他的课外书时，东端来了一

大碗甜蛋羹。我拿小碗分了一点，他将剩下

的分给了奶奶和妹妹。

回来后的班级晨会上，我真让他当了一

回“名人”，隆重向大家介绍了我的家访见

闻。东赢得了同学们的第一次掌声，热烈的

掌声！掌声之后，他就喜欢亲近我了，开始有

事、没事找我聊：笔借给谁啦，帮谁拿东西啦，

什么时候得到老师表扬啦，等等。这时，我都

会笑眯眯地告诉他：“老师喜欢听你的好消

息，希望天天听到你的好消息！”

有了前面的基础打底，我请东和妈妈一

起来制订一份实质为“约定中成长”的报喜鸟行动计划。首

次的约定内容很重要，约定什么呢？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

是不行的，那就从最让人操心的“从教室消失”和“课堂走

神”开始。约定如下：不随意离开自己的位置；认真听讲不

少于10分钟。商量的时候，东还挺乐意的，不就是坐着不

走神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第一天、第二天还不错，但

是第三天人就不见了，而且一去就是三节课。一周下来的

自评里，他给“不随意离开自己的位置”评了一个表示“差”

的哭脸。我却给他“每节课坚持10分钟左右”画了笑脸，给

他的“离开”画了一个表示“合格”的平脸，告诉他：“你进步

了，这星期上课只出去一次，相信你下星期会更努力的。”就

这样，东拿到了报喜鸟行动的第一份奖励——5颗红五角

星。我也通过报喜鸟行动“老师的话”这个栏目向家长及时

通报了这个喜讯。

临近学期尾声，进入了复习阶段。周四下午第一节课

后，东耷拉着脑袋来到我办公室。“有事吗？”我问。“英语老

师让我来找你。”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心里开始打鼓，但还

是平静地问：“怎么啦？”“同桌的复习卷被我撕了。”“你坐老

师这个位置，以‘复习卷粉身碎骨记’为题，把事情的经过写

一写。”我马上和英语老师取得联系，“他坐在位置上发愣，

同桌好心提醒他抓紧做题目，他还大吼一声‘你烦不烦啊’，

一把抓过同桌的卷子三两下撕掉”。

该怎么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为自己的进步喝彩；该

怎样让他学会扬长补短、缓释焦虑？

于是，我召开了一次名为“优点一箩筐”的班会课，组织

孩子分小组交流同学的优点。当同学拉着东，将小组讨论

的他的优点一条一条朗读出来的时候，东的脸上笑开了

花。我将同学们写给东的评价加上他的照片用粉红色的纸

打印出来，很隆重地颁发给他。当天晚上就接到了他妈妈

的短信：“今天看到儿子拿回家的红纸，真的很感动。现在

他正很用心地写作业，说自己要更好地达成约定。”

经过两年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东在改变。原来他最

头疼的习作已经成了他的最爱。一次，我发现东一篇很有

童趣的习作《动画片——我的最爱》，就推荐给了媒体，并给

编辑写了一封长信。感谢编辑，习作真的发表了！学校给

东发了一张“喜报”。东妈妈打电话给我说：“郑老师，现在

我对孩子越来越有信心啦！”后来，不单单是学习有了兴趣，

东还以他出色的文明礼仪和积极肯干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同

学的支持，担任了学校领操员、旗手等工作，成了校园里名

符其实的名人。

这是我坚持了 20 多年的报喜鸟行动中的一个案例。

报喜鸟行动曾被全国著名教育专家周一贯先生点评为“一

件功德无量的事”。

要知道，一个人智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一旦找到它的

最佳点，就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尊重孩子的差异，关怀备

至地呵护孩子的成长，找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就能激发他

们的热情、活力和自信。这种情感的共鸣和激发，就会在孩

子内心建起一座温室大棚，营造孩子心灵世界的盎然春

意。报喜鸟行动的实质，

其实就是验证了著名教育

家第斯多惠的一句名言：

“我们认为教育的艺术不

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

励、唤醒、鼓舞。”

（作者系省德育特级
教师、温州市实验小学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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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11月4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第18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名单揭晓

并进入公示阶段。毫无意外，北京再

次成了最大赢家，实现了“连续14年

蝉联全国第一”的战绩。

早在2011年，教育部原副部长

韦钰院士就曾无奈地表示，创办“明

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的初衷是想

给全国的孩子以机会，“但总是只有

大城市里的孩子才能来到这里”。

每年，活动最受瞩目的是全国仅

3名获得“明天小小科学家”称号的

高中生。今年公示的名单中，和两名

北京学生排在一起，并排序第一的衢

州第二中学学生饶伊珂的名字显得

格外醒目。

一个“小城”女生的科技梦
“胶体光子晶体结构色的调控及

彩画打印”“新型抗炎因子IL37在神

经系统中的功能初探”……提及赛友

们的项目，高高瘦瘦的饶伊珂会有些

“虚”，“他们研究的很多是我听都没

听说过的前沿技术，在衢州我甚至找

不到一个完备的实验室”。

然而，饶伊珂的研究成果“具有多

种防护措施的安全自动扶梯”以及她

在几天紧张、激烈的封闭笔试、问辩等

环节中的优秀表现，让她在经过层层

严格选拔出来的全国130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这个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单位共同

主办的“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

由55名院士、专家层层把关。

“专家们应该更注重选手的个人

综合素质吧。”11月6日，面对记者，

饶伊珂这样说着自己成功的“秘诀”。

答辩的时候，每名选手都要同时

面对6位中科院院士。“有评委会把

人弄哭的。对于评委，我和赛友们都

认为‘用户体验太差’。”16岁的饶伊

珂露出了她的孩子气。

“介绍自己项目这个环节，我临

时决定不放PPT，不讲项目背景、工

作原理，而讲自己一步步解决的过

程。”不按常理出牌，饶伊珂受到了家

长的质疑。而在“只要有问题、分歧”

就3人一起开个“怎么做更好”的思

辨会的常年训练下，她坚定了自己的

想法并成功说服父母。

“这是我参加其他比赛观察出来

的，评委们更关心的是我思维和行动

的整个过程。”曾多次参加国际科学

与工程大奖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斩

获颇丰的饶伊珂观察到，评委们并不

那么在意选手们的知识面有多高

深。“这次一位评委问的一个问题中

有个学术名词我完全不懂，便老老实

实地回答‘我猜，您是问我在现实中

怎么测盖板压力的临界值……’”

“善于观察！”是班主任汪耀生对

饶伊珂的第一个评价。

一起起电梯事故后，“我就把自己

的研究方向确定为：为社会提供一种

安装有防卡夹报警器、盖板松动报警

器和防护气囊的安全型自动扶梯”。

饶伊珂颇为自豪地阐述着她的“具有

多种防护措施的安全型自动扶梯”。

这样的成就感是促动她一直不

断探索的源动力。“小时候看见爸爸

修拖把、电灯，我就想尝试。”饶伊珂

非常喜欢帮弟弟修好玩具、帮妈妈设

计好总是需要整理的裤架夹子、帮削

铅笔废弃的铅笔芯粉找到润滑锁芯

这一用途而带来的快乐。

“而最大的收获，是我得到了另

外一种学习方式——‘想学什么就能

学什么！’”

因为“仿人体柑桔分类包装机器

人”项目，她曾一个寒假学习机器人及

计算机编程；因为安全型自动扶梯项

目，她对简单的电路控制设计、机械设

计和装配、激光对射传感器等方面的

知识有了深入了解；因为要出国参加

比赛，她的英语水平飞速提升……

除了喜欢“缠”科技辅导教师金友

滨，饶伊珂请教的对象非常广泛，学校

里的相关学科教师、衢州学院相关专

业的专家，甚至比赛

中的赛友，“只要看到

新的东西就会想办法

去弄懂，向‘陌生人’

请教并不觉得丢脸”。

饶伊珂指的“陌

生人”，还包括浙江

大学原子核农业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汪

志平。“自从在比赛

中认识汪老师后，我

就经常向他请教问

题。”她甚至成功地

让汪志平成为“具有

多种防护措施的安

全型自动扶梯”项目

的指导科学家。

“善于抓住每一

个获得新知识的机

会，对知识有一探到

底的精神”，这是汪

耀生对饶伊珂的第

二个评价。

“我最大的特点是好奇。”这是饶

伊珂的自评。未来想成为科学家或有

作为的研究人员的饶伊珂笑起来脸颊

会现出浅浅的小窝：“从小我就喜欢问

问题，被老师家长称为‘小问号’。”

“孩子的好奇心是需要保护的”
“孩子的好奇心是需要保护的。”

衢州二中校长潘志强认为，培养学生

对新生事物的兴趣，甚至对科技创新

的兴趣，都需要“呵护”的土壤，“而很

多学校、家庭和社会相关行业，当前

做得还不够好”。

“作为学校，要做好师资、设备，

以及与高校对接等工作。”潘志强说。

2004年，金友滨成为衢州二中的

科技辅导教师。2009年，衢州二中机

器人创新实验室成立。2015年，基于

STEM的科技创新实验室成立。

“近年来因为越来越受到省里、

学校重视，场地、设备的扩容、添置情

况令人振奋。”金友滨不仅辅导着衢

州二中一批热爱科学创造的学生，同

时还兼任着衢州市外国语学校的科

技辅导员，“好苗子，要从初中就开始

培养”。喜欢动手解决问题的“好奇

宝宝”饶伊珂就这样从初一开始就常

跟在金友滨屁股后头问问题。“这些

年下来，小姑娘已经有了5项国家发

明专利。”

在科技创新实验室里，记者看到

了琳琅满目的学生科技创新作品。“汽

车油门防误踩智能管理系统”“智能遥

控太阳能水面清捞船”“智能汽车随动

转向后视镜”“基于生物电的植物防御

系统”……“每件作品的背后，都是学

生们结合生活实际后的奇思妙想。”金

友滨认为，这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近

年来，我校学生共获得全国科技创新

大赛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成绩的背后，是该校开设创新教

育、智能机器人与创新、化学研究性

学习等的科技创新类选修课；是每年

中考前启动的专门针对创新人才的

自主招生；是陆续受聘为该校校外科

技辅导员的5位高校教师……

“自己动手制作一枚小火箭、卫

星过境；来一次模拟太空中的行走；

还是探究下新能源汽车？”今年3月

17日，中国科学院·衢州第二中学

“创新实践基地”挂牌成立。

“以后在自己的学校里，学生们

就能接触航天、计算机、新能源等时

代前沿的科技应用了。”衢州二中物

理教研组组长邓城秋很振奋，“和中

科院教授一起制定课程，将是一个奇

妙且收获满满的过程。”

“优秀学生将获得参观中科院相

关研究所或重点实验室的机会；学生

在创新实践基地的表现，将作为中国

科学院大学在浙江‘三位一体’招生

面试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科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国科大浙

江招生组组长胡伟武介绍，这是高

校、中学在共同探索高中阶段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强国之路需要创新型人才。”潘

志强说。

“它给了我另一种学习方式——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饶伊珂和她的“保护好奇心”学校

关关注注

□本报记者 张纯纯

“我始终认为，童年，埋伏着人生

最重要的线索。清晨，当一个儿童走

进校门，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来

学习的，他更是来生活的。”

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实验小学的校

园里，一个小男孩正在好奇一件“大

事”。他悄悄地来到桂花树下，努力地

用自己的小手去推动树干。校长刘慧

碰巧路过，问他在干什么。

“校长对不起，我错了。”小男孩下

意识地道歉，并且收回了正在摇树的

双手。

得知事情原委的刘慧没有生气，

反而让他发动四年级的全部同学一

起来摇桂花树。几天后，一堂微型定

制课程“桂花乐”在校园里完成了。

“怎么摇，才会有一场又香又美的桂

花雨”成了秋天里学生们和大自然最

动听的对话。

除了摇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还

可以摘花。9月1日开学当天，他们被

允许摘一朵校园里的鲜花，送给家

人。“你要相信今天被允许摘花的孩

子，长大后，一定是明白公共空间里的

花不能摘这个道理的。”刘慧说。

2013年，实验小学的每一位学

生都收到一份关于校园的愿望调查

单。他们用稚嫩的笔画写下：

“渴望有小鸟飞来，落在一块绿绿

的草坪上。”

“希望园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树，能

够吸引鸟儿来搭窝。”

“最好像外婆家门前那样吧，有一

条河。小鱼游动，还可以摸到螺蛳和

龙虾。”

“多种点花花草草，蝴蝶飞，蜜蜂

飞。我在草地上打个滚儿。”

5年后，孩子们写在纸上的愿望

早已经一一实现。和鲁迅先生一样，

实验小学的学生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百草园”。

园子不大，但有树草，有水流，有

花墙，有双桥，有沙石，这座生长着的

园子提供与支持着无数可能的遇见。

春天，孩子们躺在草地上，梦想在

脑海里疯长，生命的拔节就像一朵花

一样“叭”的一声开放，有力且清晰；

夏天，午后的池水清凉，不知道是谁

先动了手，但溅起的每一滴水花都是

童年的脚步在悄悄靠近；秋天，柿子

成熟了，整棵树的叶子变得火红火红

的，“不许偷吃”成了大伙们的悄悄

话；冬天，双桥下的河水结了冰，扳一

块下来，握在手里，就像是握住了整

个冬天。

季节对于孩子们来说不再仅仅

只是冷了或是热了，他们在百草园里

感受每一个节气的降临和万物生动

的亮相。

“一个人若连童年都不快乐，那他

一生就很难快乐起来。童年表情决定

着一个人整场的生命表情。”和学校里

的绝大多数教师一样，刘慧每天来到

学校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办公室，也不

是去教室，而是去百草园里走上一圈，

哪朵花绽放了，哪棵树结果了，这些事

情她都一清二楚。

在百草园的角落里，也有一座“三

味书屋”。

新华书店与学校合作，定期选送

一批适合学生们阅读的书籍，供爱书

者淘选。上千册书籍被静静地摆放在

书架上。学生遇到喜欢的书，只需要

把购书金投入一旁的诚心鼎，自主结

算，自行找零。

在三味书屋里，有一整墙的原创

书。第一本原创书的名字是《绝对小

孩》，小作者用他的创作热情，引发了

“我的世界，是一枚果实”的校园原创

书主题活动。现在，书房在一间一间

“生长”，原创书也在一批一批“诞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实验小学

为学生设置了一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不短不长的“童年的线索”。

学校为学生准备科技、手工，准备

舞蹈、绘画，准备体育、器乐，准备演

讲、表演，准备一切可以准备的，等待

梦想的醒来。

在中庭的草坪上，他们拥有自己

的英语实景场。在那里，教师们都是

朋友，用英语交流是一件稀松平常的

事情。

在百草园里，有孩子举办了人生

的第一场私人演唱会。当校长妈妈蹲

下身，用掌心与他共同托举闪光的奖

杯时，他说：“当我长大了，成了演唱

家，首场演出，一定是在我的母校。”

沿着校园的操场线，可以遇见

12棵各不相同的果树。石榴绯红、

枇杷橙黄、木瓜暖绿、橘子轻青，每一

粒种子都在各自的枝头长出了不同

的风景。

“让苹果树结出苹果，让梨长成梨

的样子”是刘慧的梦想。她说：“保卫

童年是常识，而常识需要一千次地被

重复。”

摇一棵桂花树最好的年纪是在童年

11月3日，浙江省第11届青少年健美操锦标赛暨2018年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
（浙江分站赛）在宁波市华泰小学东校区开幕。比赛吸引了来自我省各地的73支代表
队参加。图为华泰小学代表队正在表演自编街舞《综合齐哈风》。

（本报通讯员 袁亚春 孙行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