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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视点第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我的‘代理家长’是吴老师，她

就像妈妈一样，我可以把烦恼都告诉

她……”时已冬至，遂昌县金竹镇梭

溪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小眉心里却暖

洋洋的。这所偏僻山区学校里进入

青春期的4名留守女童，在上个月底

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代理家长”。

正值青春期生理变化的留守女

童，很多因缺少基本的生理健康知

识，加上父母不在身边而感到无助和

害怕。学校女教师们自发组成了“代

理家长”群，通过一对一结对的形式，

引导留守女童们适应生理和心理上

的变化，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我们给

孩子们准备了青春‘三宝’，有私密日

记本、青春期卫生用品和小内衣。”学

校政教处主任吴意君说，学校还为留

守女童建立了青春期档案，并坚持定

期开展心理讲座，讲解青春期心理健

康知识及卫生常识。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省共有留

守儿童8.3万人。这一数据每年都呈

下降趋势，但是关爱留守儿童依然是

各地各校长期重视的工作。亲子长

期分离，给农村留守儿童造成的影响

很明显：自卑、戒备心理强、生活习惯

差、亲情淡漠、学习动力不足、沉迷于

手机游戏……关爱留守儿童，不能仅

停留在物质帮扶层面，如何丰富留守

儿童的精神世界，成了眼下我省众多

学校思考和行动的核心。

为每一名留守儿童登记造册，然

后组织教师和留守儿童结对，是各校

最普遍的做法。教师既要做思想道路

的引路人，又要做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和生活的保护者。多与留守儿童谈

心，多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学校的各项

活动，多进行家访，成了这些参与结

对教师的常态。比如江山市政棠小

学对留守儿童进行“家庭”式管理，按

照高、中、低年级搭配，把他们分成若

干小组，每个小组3～4名学生组建

成一个“家庭”。由一名教师担任“家

长”，“家长”负责照顾“家庭成员”的

生活和学习，每天在《家庭日志》上记

录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并且每周

召开一次“家庭成员”会议，摸排他们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

该校教师郑积文对记者说：“比起物质

保障，留守儿童更需要的是情感陪护，

教师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心有

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

不少学校还建起了专门的关爱

留守儿童“爱心小屋”，在小屋里放置

电脑、iPad等互联网设备，让他们能

在小屋里和父母视频聊天，缓解思亲

焦虑，弥补亲子沟通的空白。

学生在校的时候还好，回家之后

可怎么办？农村的祖辈通常文化程

度不高，无法和孙辈进行有效沟通，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手机保姆”现象

带来了滋长空间。对此，江山市新塘

边小学推出了针对留守儿童的“周六

课程”。每到周六，教师们自愿留校

组织大家开展各项活动，喜欢安静的

学生就去阅览室里捧一本书静静阅

读；喜欢热闹的学生，就在操场上玩

游戏、跑跑跳跳……校长李军说，“周

六课程”面向新塘边镇周边留守儿童

免费开放，解决了部分儿童周末无人

辅导作业、在家无人陪伴的问题。“平

时这些孩子都比较内向，而在活动

中，灿烂的笑容重回他们的脸上，虽

然教师牺牲了休息时间，可大家都觉

得很值得。”

此外，乡村学校少年宫也极大地

丰富了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的

课余生活。一些科技类、艺术类项

目，总是令他们啧啧称奇。眼下，嵊

州市下王镇中心小学学生心里就有

一桩无比激动的“大事情”：该校每年

年末举行的乡村学校少年宫汇报表

演又要开始了。学校组织了礼仪、茶

艺、足球、烘焙、国际跳棋、篮球等10

个社团，并建立了教学与活动两用的

8个专门活动室。目前，我省有超过

200家乡村学校少年宫，这些学校在

充分利用现有场地、设施和师资的基

础上，加大投入，开辟适合学生年龄

特点的活动项目。

关爱留守儿童，不仅学校教师们

在努力，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志愿者

们也在行动，众多乡村非遗项目传承

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大学生村官

等，成了志愿者团队的主力军。

诸暨市草塔中学语文教师张宋

芳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诸暨市红

十字关爱留守儿童马剑组组长。她

深有体会地说：“现在很多留守儿童，

经济上的困难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

帮扶主要集中在学业辅导和心理关

爱两大方面。”在她的小组里，有医

生，有自由职业者，有手工匠人，还有

心理咨询师。每个周末，志愿者们都

会有半天时间与马剑镇的孩子们一

起度过：辅导作业、指导阅读、一起做

游戏或手工、一起参加运动……特别

是在元旦等节假日，整个马剑志愿者

团队还会组织文艺会演等大型活动，

给留守儿童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罗树庚

最近，我赴美国考察学习，在走访

当地各中小学幼儿园的过程中，发现所

有学校从图书馆、走廊过道到教室，到

处都粘贴、陈列着学生的作品。说真

的，许多手工、美术作品十分粗糙，以我

们的眼光来衡量，真不值得拿出来如此

大张旗鼓地“晒”，甚至会认为有碍观

瞻。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这些作品

完完全全出自学生之手。

在当地一所初中走访，我们聆听了

一节创意课，教室中间的大板桌上陈列

着学生的一些创意手工作品，这些作品

大部分采用硬纸板、可乐瓶等制作完

成，作品质量很一般。见有客人来参

观，教师随意叫了两名学生给我们介绍

他们制作的构想。当学生一边介绍一

边从书桌里拿出自己这件创意作品的

构想图纸时，我们受到了震撼。原来，

学生在制作这些创意作品前，需要在一

张 A3 大小的设计纸上作图并标注说

明，然后才找废弃材料进行手工制作。

给我们展示的两名学生，都拿出了三张

设计纸，一张是整体平面效果图，另外

两张是局部放大示意图。教师告诉我

们，在制作过程中，学生们经常需要几

易其稿，经历许多次尝试。

在观摩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不断

跳出这么一个念头：我们的孩子们呢，

他们是否被成人“偷走”了成长的过

程？孩子们想放风筝，到超市里买一个

现成的风筝。买来之后，许多家长连怎

么组装，怎么绑线，怎么调节平衡等都

会帮孩子做好，孩子们只剩一个放风筝

的环节。学校要举行手抄报比赛，许多

家长会帮着把版面设计好，报头美工

好，孩子只需往手抄报上抄一些内容。学校要举行

手工作品比赛，为了在比赛中获得最高奖，许多家长

往往越俎代庖，或者干脆自己做。最后，呈现给我们

的手抄报、手工作品精美绝伦。但这样的精美绝伦

又有多少价值？家长们一边在抱怨学校布置的作

业，一边却在“偷走”孩子成长的过程。

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剪刀有危险，

不让孩子用剪刀；玩火有危险，不让孩子使用火柴、

打火机；水塘、河道有危险，不让孩子靠近水塘、河

道；孩子自行上学、放学回家有危险，不让孩子独自

走路上学、回家，再短的路家长也要开车接送。为了

安全，孩子们在校不能离开教师的视线，在自家小区

玩耍不能离开家长的视线。在这样一种环境，以这

样一种方式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怎么经得起风雨

的磨砺，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又如何胜出。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越位、缺位、不到位，都是

不可取的。过犹不及，我们不能为了一个精致的结

果，而越俎代庖剥夺了孩子试错、尝试、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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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留守儿童的世界充满暖意

□本报记者 林静远

“《长征》是毛主席在红军战士长

征途中越过岷山后写下的壮丽诗篇。”

正值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这几

天，爱国主义教育全国示范学校平阳

县凤卧镇红军小学语文教师郑希波在

学校开设的“革命诗词鉴赏”选修课

上，给学生讲解起了毛泽东诗词。

凤卧镇是中共浙江省一大所在

地，也是浙南著名革命根据地，素有

“浙江延安”之称。该校学生大多来自

本地，从小听着老一辈讲革命英雄故

事长大，自然也就有了对红军的崇拜

之情。校长施正取觉得，以红色文化

育人，仅听老一辈讲红色故事还远远

不够，学校应该以红色文化为主线，多

形式开展红色教育。

走在校园里，你会发现每一个角

落都渗透着红色文化。学校在校内也

成立了红色展馆，介绍省一大会址的

历史背景、先烈的英雄事迹。“挺进桥”

“明德桥”这两座校内的小桥装饰也带

上了红色元素，小溪两岸栏杆上雕刻

了红军长征伟大历程的图片。教学楼

的巨幅对联是“红军高举燎原火，学子

传承先辈志”，楼道上展出了“浙南刘

胡兰”——郑明德的故事，就连上课铃

声也被设置成了冲锋号。更有意思的

是，学校的中队也以当地英雄的名字

命名。

在此基础上，学校开发了红色文

化课程。每周五下午，是红军小学的

选修课时间，与其他学校不同，该校的

选修课都与红色文化有关。这几年，

学校还开设了“革命诗词鉴赏”“红歌

汇”“故事会”等选修课，把有关歌颂红

军的课文、故事、歌曲、图画等资料整

合在一起。“红歌汇”选修课上，音乐教

师陈芬然带领学生唱起了校本教材

《革命诗词大家诵》《革命故事大家讲》

《革命歌曲大家唱》中的红色歌曲，为

学生讲解歌曲中蕴含的革命故事。

活动也是红色教育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这几年学校新增的红色活动，

吸引了学生的视线。这些活动都是根

据小学生心理和年龄特点设计的，深

受他们的喜欢。

这几天，学校的红军节红歌比赛

就要拉开帷幕了。学生们正精心排练

着《红军小学红军娃》《穿上红军的军

装》歌曲，准备以大合唱或舞蹈等形式

呈现。

穿上红军服，走过独木桥，翻过一

座座模拟雪山。这几年，学校的运动

会上也增添了不少红色元素，在“新长

征之路”“背战友接力”“挑箩筐”“抬担

架”等红色趣味的集体项目中，学生个

个精神饱满，勇往直前，完成了跋涉。

每年的红军节和红色游园中小红军护

送情报、红军战士智斗鬼子、突破防线

等趣味游戏，也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参

与。他们在活动中不仅体会着当年红

军长征的艰辛，也懂得了团结协作、勇

往直前的道理。学校还组织学生小导

游在周末走进当地省一大纪念馆为游

客讲解介绍，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红

色文化。

平阳凤卧镇红军小学：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12月25日，长兴县第六小学“小菜农”正在进行
蔬菜义卖。据悉，该校开辟了一块面积2000多平方
米的“蔬香菜园”，种植了10余种蔬菜。年底蔬菜喜
获丰收，学生们将采摘的新鲜蔬菜进行爱心义卖，并
将所得款项用于购买新年礼物送给结对的贵州学校。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 通讯员
张 倩）学pig就画一只小猪，学farmer

就画一位扛着锄头的农民……对于台

州市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

生来说，每次上英语课都是一件很期待

的事，因为教师徐攀总能拿出令他们惊

喜的绘本。

这些英语绘本都是徐攀用彩色铅笔

亲手画成的。其实她并没有专业学习过

绘画，只是凭着爱好，一边自学一边摸

索。把爱好和教学结合起来，缘于去年

黄岩区要创编英语精品课程教材，需要

教师设计绘本的思路，徐攀便尝试把彩

铅手绘的一些卡通形象放进教材里。起

初，她只是画在自己的画册上，没承想被

学生看到后大呼有趣。于是在接下来的

课堂中，出现“徐氏英语绘本”就成了自

然而然的事。

每次课前，徐攀会根据课文设计好

绘本故事情境，再配上手绘图案，然后拍

照做成PPT在课上展示。这些直观而富

有童趣的画很快赢得了全体学生的心，

学生们纷纷表示想加入英语绘本的创

作，起初只有几个，后来慢慢发展成整个

班。徐攀索性将绘本创作与课程结合形

成课题，设计出了系统性的绘图写话作

业，要求学生按照“一单元一话题一组重

点句”的框架自主设计情境，并引导他们

利用树形思维图、情境对话、谜语汇编等

表现形式自主创作。

特殊学校教师
免费开设油画工作坊

本报讯（通讯员 谢潇冰 刘晓娟）每到周末，丽水市

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都会走进该校教师在校外免费开设的

绿谷油画工作坊，学习绘画技巧。

绿谷油画工作坊推出“公益+融合+美术”的理念，既

让特殊学校优质的美术教育资源走出去，也面向普通学生

招生，让听障学生和普通学生一起学习，让听障学生能有

更好的语言发展能力。该工作坊的教师均由特殊学校教

师组成，授课内容有经典油画的表现技法、超轻黏土的创

意手工、非遗剪纸、刻纸技艺等。得益于在工作坊的灵感，

这几年，特殊学生的油画作品先后参加杭州、厦门海峡两

岸文博会等展览，并多次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比赛一、二

等奖。

《小学生时代》首个美术教育
实践基地落户海宁

本报讯（通讯员 姜 辉）近日，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小学生时

代》美术教育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举行。仪

式举行当天，还开展了《小学生时代·快乐美术》杂志导读展示活动。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社长、副总编项勇义在活动中表示：“海宁

成为《小学生时代》美术教育实践基地的第一站，只是一个开始。希

望各校以美术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为新起点，涌现出更多的‘小小

美术家’。实践基地的建设也能将杂志的使用融入教学中，让更多

学生受益。”

据悉，为促进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将在

全省各地建立若干《小学生时代》美术教育实践基地，引领和推

进小学美育工作，袁花镇中心小学和文苑小学成为实践基地的

首批成员，这两所学校的81名学生荣获《小学生时代》“小小美

术家”称号。

追寻党的足迹

近日，嘉兴团市委、市少工委、市青少年宫联合举
办了“红领巾重走一大路”活动，少先队员走进南湖革
命纪念馆，按照“红色寻宝”任务卡上的内容，寻找中国
共产党成立的重要事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史。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朱文华 摄）

爱画画的英语教师自创绘本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