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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周裕东

曾几何时，校园欺凌在人们眼中还是

“孩子打打闹闹，不算个事儿”。近年来，

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度逐渐

提高、容忍度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家长

意识到欺凌不是打打闹闹，而是校园毒瘤。

从发现问题到重视问题，下一步便应

是解决问题。可惜的是，当下我国针对校

园欺凌的预防与处理机制尚不够完善。

在这样的现状下，很多家长就只能寄希望

于教会孩子如何自保，甚至将以暴制暴视

为对付校园欺凌的首选。孩子在学校受

了欺负，就告诉他打回去。这听起来简单

又有效，但其实是一种不够谨慎又不够负

责的做法。

首先，从某种角度来看，孩子遭受欺

凌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你的孩子很可

能打不过欺凌者。毕竟很少有孩子在遭

遇欺凌时是真正不懂得反抗或善良到不

愿还手的，受欺凌的孩子很可能不是没动

手，而是“战败”了。另外，校园欺凌很多

情况下是群体行为，欺凌者往往通过抱团

的方式来取得绝对优势。有些欺凌事件

虽然看起来是“一对一单挑”，但其中除了

欺凌者和受害者，也可能有协助者、附和

者从中推波助澜。面对这样的“欺凌共同

体”，又何谈让孩子以一己之力打回去？

其次，如果家长只是隐约察觉到自己

的孩子受到欺侮，不能在没有摸清事情真

相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挨了

打。校园欺凌不只有暴力殴打这一种形

式，还有敲诈勒索、辱骂嘲讽、谣言中伤、

孤立排挤等多种不易察觉的形式，而这些

类型的欺凌显然不能都用打回去来解

决。急于让孩子武力反击，等于把复杂的

问题强行简单化，很容易把“有理”变成

“无理”。

再次，“受到欺凌要打回去”这一观念

本意是想教会孩子自卫，但其分寸不好把握，很多父母

在教育过程中把“自卫”教成了“动手”，把“挨打要反

抗”教成了“以力称王”。这很可能会让孩子形成“武力

解决、睚眦必报”的错误观念，滋长孩子的暴力倾向，甚

至会让曾经的欺凌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给孩子的成

长埋下隐患。

更严重的是，年幼的孩子往往不知深浅，青春期

的少年又容易冲动，他们对分寸的把握能力、对行为

的控制能力、对结果的预估能力都不够高。校园血

案，有很多是从一般的学生冲突逐步升级，最终酿成

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遭到校园欺凌伤害的孩子，正处于最脆弱的时

候，需要的是父母的支持、抚慰、鼓励。要更好地保障

孩子的校园安全，就一定要与孩子建立起能够无话不

谈的信任，针对问题和困难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成

为他随时可以寻求安慰和温暖的“避风港”。

一旦孩子遭到欺凌，父母在给出任何建议之前，

一定要先把事情的原委、欺凌者的特征以及孩子所受

的伤害程度搞清楚，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来决定下一步

的措施，在安抚孩子情绪、保护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尽

快和学校、教师以及对方家长沟通。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在刚刚过去的秋天，建德市航头

中心小学的一年级学生收获了校园

生活中的第一份硕果：入学时获赠的

蔬果种子，经过亲手种植可以采摘

了。校长饶建军说，每年新生入学，

高年级的学生都会向他们赠送自己

收集的种子，这已经成为该校推进农

耕德育以来标志性的“传承礼”。农

耕德育，作为这所山乡小学的一张金

名片，在2018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

典型经验名单上赫然在列。

“春耕秋收，万物循环，千百年传

承下来的农耕文化，本身就是一部浸

润学生心灵的大自然教科书。学校

德育以此为核心，就是希望学生在知

农、敬农、爱农的过程中，感受农耕文

化中蕴含的勤劳朴实、善良厚道、勇

敢争先的品质，成为‘向勤、向善、向

智、向勇’的少年。”饶建军说。

建德是农业重镇，可是饶建军

却在一次面向学生的调研中发现，

虽然他们的家庭大部分务农，学生

本人却既不会种田又不辨菽麦。“农

民的孩子怎能不知田间事？”饶建军

说，推行农耕德育的初衷，就是让学

生知道，家传的东西不能丢。

2014 年，学校开始探索“九陌

四品”农耕校本课程。“九陌”是田间

小路之意；“四品”则是学校类比作

物生长规律，为学生提炼的一年四

季德育主题，即一季品勤，二季品

智，三季品勇，四季品善。学校每周

都会安排固定课时授课，全校教师、

熟悉农耕知识的家长及农业专家都

是指导教师。课程配有分年段的自

编校本教材，一、二年级是介绍农具

的《陌上利器》，三、四年级是展示学

生参加农耕课程情景的《陌上童

影》，五、六年级是反映农耕文化创

意的《陌上匠心》。其中，“陌上童

影”还被评为浙江省精品课程。此

外，学校还将农耕文化融入心理健

康教育和社团活动之中，诞生了《陌

上阳光》和《陌上脉动》教材，让学生

多方位、更系统地参与到农耕德育

中去。饶建军说：“我们的思路不是

要把学生培养成农民，而是希望他

们能亲近大自然，掌握一些农业知

识、生存常识。”

学校为校本课程的实施建立了

多个农味十足的阵地，比如阳光廊、

九陌小农场、家庭自留地等，最值得

一提的还是校内的农耕博物馆。这

个校内博物馆占地400平方米，藏品

逾千件，分为围垦岁月、农具变迁、

创意农业三部分，馆内农耕器具都

是师生捐献的。不同的农具上方，

还悬挂着教师编撰的不同的德育寄

语：做豆腐用的石磨上是“清清白白

豆腐身，堂堂正正做人心”，砌黄泥

墙的工具上是“墙一层一层砌，德一

点一点立”，编草鞋的木机上是“编心

田稻谷之魂，引心间美德之源”……

行走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农耕文化

的时代变迁，更是接受一场涤荡心

灵的洗礼。

“农村孩子对‘九陌四品’课程

中的器具和场景是熟悉的，对于家

人的乡言俚语也非常亲切。”学校教

导主任夏仕忠说，挖掘农耕文化并

将其应用到德育上，用家人感知来

进行品德教育，学生会豁然开朗，变

“轻农”为“亲农”，并感到由衷的自豪。

学校把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本

土文化引入校园，组成农耕德育的

活动元素。“农村的劳作和生活方式

遵循的是应时、取宜、守则、和谐这

四大内涵，因此学校就让学生在不

同季节参与不同的农耕、民俗体验

和实践活动。”饶建军介绍。

四个季度农耕体验活动各具教

育思想，依次为“尊重规律，勤为本”

“因地制宜，智为用”“遵守规则，勇

当先”“团结协作，善立身”。活动安

排种类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

为草莓代言”“乡村毅行”“小小农民

运动会”等。

而最为学生期待的是每年迎元

旦时的农具体验活动。教师们会把

农耕博物馆中的农具抬到学校操场

上，还把家长请进来，手把手地教学

生使用。一时间，压冻米糖、打麻糍、

舂年糕……整个校园人声鼎沸，学生

们俨然过了个好吃又好玩的节日。

□本报记者 金 澜

“世界上最帅生命的逆行，帅在

精神品格，虽然我们不能像消防员一

样火场救人，但当他人遇到困难时，

我们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每周一，在温州滨海学校社政课教

师杨林巧的课堂上，学生们都会上

交他们一周的新闻记录本。翻开记

录本，大部分内容是学生记录的各

类时政新闻，以及他们对新闻的理解

和感悟。

为何利用这样的载体，杨林巧说

是源自对学生的观察。现在的“00后”

思想很活跃开放，不再是“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

子”。课余时间，常常能看到学生三

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热点新闻，有

时还会因为观点不一致而争得面红

耳赤。“我就想能不能借助孩子们喜

爱的时事分享活动，锻炼学生的思辨

力、表达力和信息搜集、梳理能力，以

此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道德观。”

经过筹备，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

播报会拉开帷幕。学生们争相上台

发言，情绪高涨，这让杨林巧惊喜不

已。自此，她就把“新闻播报”纳入

了道德与法治课的正式环节，每节

课课前花5分钟时间，2分钟用来播

报新闻简讯，2分钟给学生分享交流

评论，最后1分钟由教师做补充和引

导。学期末，全体学生还会投票选

出十佳评论和两位新闻达人，并予

以表彰。

很快，就有学生反映，想分享的

新闻太多，想发表的观点也太多，5

分钟不够用。于是，杨林巧就顺势

向全体学生布置了一项特别的作

业——记录新闻。每个学生每天收

集一则新闻，撰写摘要并标明事件主

题、时间，分门别类归纳整理。同时，

每周还要选择其中一则，结合课本知

识写评论。在一次次对“窗外事”的

思考、评论与分享中，学生养成了理

性思考能力，丰富了家国情怀，提升

了人文素养。

为进一步提高新闻记录本的利

用率和传播率，杨林巧还在教室里布

置了新闻广角，分为国际、国内等板

块，学生收集的精品要闻都能第一时

间在那里读到。如今，新闻广角又添

了新闻评论星栏目，学生们的精彩评

论也会每周更新共享。

随着学习深入，现在不少学生已

养成关注新闻、辩证思考、乐于表达

的好习惯，具备了一定的时政素养，

他们开始跃跃欲试，期待着“实战演

练”——对当下的民生与社会问题提

出意见与建议。杨林巧又趁热打铁，

指导学生撰写建议书，并发送到市

长邮箱。

社政学科的学习从来不是空中

楼阁，需要脚踏实地和日积月累。杨

林巧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引导学生梳

理好有价值的时事要闻，以学科记录

本为抓手，融合新闻记录本，集错题

集和知识构图于一体，聚焦核心素养

的培养。

大课间学生闻“诗”起舞
本报讯（通讯员 郑积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到大课间活动时，江山市政棠小

学的学生闻“诗”起舞，场面蔚为壮观。

该校的古诗词韵律操从开学初就着手准备，由语文教师精

选经典古诗词，班主任引导学生熟背古诗，音乐教师配曲谱，体

育教师指导动作，最后由师生配音后录制合成。其间通过反复

修正，删去不符合诗词含义的复杂动作，最终形成了目前这套

古诗词韵律操。如今，每当大课间广播声响起，学生们听到的

不再是广播体操音乐，而是《草》《夏日绝句》等经典诗歌改编成

的歌曲。五分钟内，伴随着配乐，学生身着统一的校服，在操场

上一边深情地吟诵古诗，一边和着节拍精神抖擞地拍手、抬足、

伸臂、弯腰、踢腿、转身……动作到位，整齐划一。整个古诗词

韵律操分春、夏、秋、冬、送别、励志六个章节，将经典与富有童

趣的音乐、体育完美融合、巧妙编排，具有鲜明的农村学生经典

诵读特色。

本报讯（通讯员 徐琪琪）“建议学校可

以定期开放机房给同学们做资料搜索。”“学

生会、宿管会选举可以扩大到全校投票。”……

本学期过去大半，青田县伯温中学教学楼一

楼的“校长信箱”仍然很“火爆”，每周都塞满

了学生的来信。

在现在电邮盛行的时代，这所学校的线

下“校长信箱”为什么还这么“火”？这得益于

校长室为“校长信箱”制定的“来信有始有终”

计划。第一步，校长章荣会在每周一、三、五

打开信箱，认真读每一封来信，将重点内容做

好抄录与批注；第二步，在校领导班子会议

上，章荣会将信上提出的每一条意见跟相关

科室反馈，并作进一步分析，探讨改善措施；

第三步，确定好具体的针对性措施后，章荣会

在对应的来信上记录下来，并在全校的大课

间集会上，一一为师生们“回信”。

除了意见反馈，信箱里还不时会有“表扬

信”出现。比如：“食堂免费赠送的饭后水果

不仅好吃，而且种类多，为食堂点赞！”“每天

晚自习前‘齐唱英语歌’活动，让我的英语口

语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滴地进步着。”……

“作为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线下的‘校

长信箱’不能废，收信读信的过程相当于开

一次座谈会，能达到‘人人能参与，时时可发

言’的效果，促进学校管理者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多角度、全方位地提升学校管理

工作。”章荣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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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德育，浸润学生心灵的大自然教科书

11月27日，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中心小
学五年级的学生们收到了寄自丽水市遂昌县
王村口镇中心小学学生的100多封来信。遂昌
学生在信中用热情洋溢的文字介绍了自己的家
乡。这是共青团南湖区委员会与共青团遂昌
县委员会在山海协作大背景下开展的“红领
巾书信手拉手”活动。图为南湖学生在分享
来信。

（本报通讯员 朱文华 摄）

“山娃大讲堂”开课了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 黄红丹）“小朋友因为生病落

下课了，考试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你会给他抄吗？”日前，在遂

昌县柘岱口小学“山娃大讲堂”上，五年级班主任巫晓蔚正在

用身边的案例，教学生用正确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烦恼。

柘岱口小学全校总共52名学生，最少的一个班6名学

生，最多的一个班也只有14名学生。“针对这一自然小班的

现状，我们在德育推进的过程中，尝试将全校学生集中在一

起分主题开展教学，一方面方便教师准备素材，另一方面节

约了师生的时间。”校长柳成武表示。

心理健康课、诚信课、感恩课、环保课……该校从开学

初就拟定了一个学期的“山娃大讲堂”计划，各班主任轮流

担任主讲教师，学生反响很好。该校计划不断丰富大讲堂

授课内容，将它们开发成一门门主题校本课程。

天天说国事 周周刷新闻

温州有位初中教师社政课上出新意

线下“校长信箱”还“火”吗？

鸿鸿雁传书手拉手

日前，杭州市袁浦小学举行校园艺术教育展示活
动，通过书法、国画、篆刻、剪纸、陶艺等艺术形式，展现
该校开展传统文化拓展课程、组建艺术社团以来取得
的丰硕成果。图为该校学生在绘制水墨画。

（本报见习记者 张 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