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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吴 彦 王小飞

开学不久，地处农村的宁海县桑洲

镇初级中学班主任梅建芳又开始忙碌

起来，学生小金（化名）一直让她放心不

下，一有时间，她就想找孩子聊聊。小

金的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由于缺乏关

爱，他对学习满不在乎，上课睡觉、考试

交白卷也是常态。梅建芳一边电话联

系家长沟通，一边引导小金在学习和生

活上养成良好习惯。

桑洲镇位于该县西部贫困山区，那

里贫困儿童和留守儿童较多。梅建芳

的老家就在这个小镇上，她对这片土地

有着特殊的情感。其间，她曾有多次机

会调到城区学校，可为了能让更多的学

生走出大山，她每次都选择了放弃。现

在，梅建芳的家安在县城，工作却在桑

洲，两地相距30多公里。为此，她曾把

3岁的女儿送进了全寄宿幼儿园，一待

就是3年。

在桑洲中学，梅建芳的“头衔”很

多，比如语文教师、班主任、生活指导

师，她所带的班级每学期都被评为校优

秀班级。“留守妈妈”是学生给她的第

二称呼。当了20多年的班主任，“热爱

每一位学生”是她管理班级的秘诀。学

生建建（化名）平时沉默寡言，性格内

向，学习成绩也不太理想。为了解情

况，梅建芳绕了10多里的盘旋山路来

到建建家。交谈中得知，建建的父亲丧

失了劳动能力，母亲出走，全靠年近八

旬的奶奶操持这个家，没有能力去管理

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此后，梅建芳在生

活、学习、思想上处处帮助建建。慢慢

地，建建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学习进

步也很大。

面对山里诸多的留守儿童，梅建

芳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学生的

父母外出务工，就把孩子托付给她，有

钱的留下生活费，没钱的由她先垫

上。在学校的食堂里，她时常和学生

坐在一张大餐桌上，亲切得就像一家

人，谁该理发了，谁该换洗衣服了，她

都挨个叮嘱……

20多年来，有不少学生家长想让

孩子进入梅建芳的班级就读，理由很

简单：在梅老师班里是一件幸福的事，

既可以享受到母亲般的温暖，又可以

汲取心灵成长的力量，过上愉快的学

习生活。然而，这样的愿望不是每位

家长都能实现的，因此梅建芳将自己

多年来的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同事，成立了以她为导师的班主任培

训团队，也让更多的教师为学生送去

了温暖。

梅建芳对学生的关爱不仅限于这

初中3年，她带过的每一位学生都成了

她的牵挂。今年刚开学，梅建芳听说曾

经教过的一名学生未能及时进入高中

就读，她急匆匆赶往这名学生家，发现

他身体不适，于是马上带他去医院就

诊。两天后，这名学生在梅建芳的陪伴

下顺利完成了新学期的报到事宜。

江山保安小学有个民谣馆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华君）近日，江山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保安分校10多名学生在学校民谣馆里唱起了

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民谣曲《月光谣》，吸引了不少同学。

据了解，为保护方言文化，学校从2017年开始打

造民谣馆，面积为60多平方米，风格淳朴、自然。民谣

馆里以图文的形式展示着《仙霞关》等经典的江山民谣

和师生们自创的民谣。该民谣馆于每天下午对外开放

半小时，学生们轮流在此朗诵和表演。借助该馆，学校

开设了方言民谣课程。

□本报记者 林静远

下地挖荸荠、打年糕、用五谷杂粮

做百家饭……3月 8日是农历二月初

二，俗称“春耕节”，是中华传统节日。

这一天，诸暨荣怀学校留学生部的泰国

学生何多比和同学一起走进当地璜山

镇溪北村，和村民们一起过节，体验这

一传统的农耕文化。该校留学生部负

责人马菊女介绍说：“学校留学生来自

21个国家。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学校都

会组织相关活动，让留学生们深入体验

了解传统节日风俗，让他们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绵延五

千年历史不绝的重大支撑，也是人文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传播传统文

化近年来关注度较高。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提出，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拓

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

文明交流互鉴。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多

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传统文化

传播，提出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华传

统文化是一张亮丽的名片，应借助各种

传播平台让更多不同年龄层次的大众

接触、了解并熟悉中国文化；也应走出

国门去宣传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我省各中小学校如何发挥自身优

势担负起向全球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

责任？记者就此走访了我省一些中小

学校。

走进来感受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一

条路径。“近年来，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外籍学生进入我省中小学校就

读的人数在陆续增加。这是对外传播

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好机会。”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处副主任、汉办副主

任张笑贞说，“学校可以设计相应的传

统文化体验性课程，加深外籍学生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兴趣。”为了带给

外籍学生形象直观的感受，设置的这些

课程往往都是体验性的。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有90多名外籍

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学校开发了中国

文化课程，介绍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及宁

波当地的非遗特色。上学期，该校教师

在教授中国文化中的古典建筑艺术时，

就结合了宁波当地保国寺修缮等非遗

技艺。他们还带领学生走进宁波博物

馆，看宁波的发展历史，组织学生结合

中国山水画特点设计徽标图案。在该

校IB初中项目负责人童欣看来，设计体

验性课程，还应融入中国的历史、地理

等知识。

在开发课程的过程中，一些学校感

到仅凭一己之力，资源有限。“我们可以

与其他学校合作，利用各方丰富资源，

让外籍学生在活动中有身临其境的体

验。”不少受访的中小学校校长表示。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学校目前有来自8个

国家的27名外籍学生就读，该校的体验

性课程一部分就是联合其他学校开设

的。校长朱小亮说：“婺剧课程就借助

了当地义乌市稠城第三小学的资源。”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走进来，走

出去传播也是助推传统文化国际化的

一条路径。其中，省教育厅和省外办合

作设立的“千校结好”项目就为我省中

小学校对外传播传统文化搭起了平台，

学生通过这一平台走向世界当起了传

播传统文化的小使者。省教育厅外事

处副处长蓝晶晶说：“目前，全省‘千校

结好’姐妹学校数量已有2400多对，姐

妹学校之间互动交流频繁，开展了师生

互访、冬夏令营、合作文体活动等多形

式的交流。”

“千校结好”学校杭州市朝晖实验

小学从2015年开始组织研学旅行，学

校利用杭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把研

学游与传播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在澳

大利亚的结对学校，学生们介绍了世界

非遗西湖文化、京杭大运河等。“在海外

研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自身加深了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让世界进一步了解

中国。”校长吴聪慧说。

“千校结好”学校温岭市第二中学

不仅通过出国访问传播，更是在平时通

过网络传播。该校副校长郏乾说：“学

生不定期和结对学生开展网络视频主

题论坛活动，内容涉及中国传统节日、

二十四节气等。平时他们还通过QQ、

微信等形式交流。”学生蒋天翔经常和

结对的美国学生微信联系，最近还为他

介绍了温岭当地的国家级非遗特色大

奏鼓和王氏大花灯制作技艺。

当下，不少国外的学校也开设了汉

语课程，有的学生还自学起中华传统文

化。与衢州第二中学结对的美国品格

瑞学校早在 2008 年就开设了汉语课

程，传授汉语言文学和中国的传统风

俗。衢州是南孔圣地，随着该校学生的

不断到访，美国学生喜欢上了中华传统

文化，汉语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

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

巾帼服务队
助新居民子女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李 梅）近日，长兴县李家巷镇

中心小学“益家亲”家庭教育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成

立。今后，他们将联合当地镇妇联干部、村妇女主任

等社会力量加入，共同助力新居民子女家庭教育。

该校新居民子女来自全国14个省份，13个民族，

占比70%。为了能让他们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该服

务队的8位教师每周都要接受家长的热线咨询与现场

咨询，同时联合社会力量走村入企，为新居民家长宣传

家庭教育的科学理念与方法。

学生自创安全小视频

本报讯（通讯员 吴 丹 陈新芳）近日，由浦江县

浦阳第一小学学生创作拍摄的微视频《与校园欺凌说

“不”》正式面向社会发布。

据悉，浦阳一小一直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他们

曾在寒暑假推出一系列安全小视频，内容涵盖了出行、

防火、用电、食品、防溺水等各方面。学生把这些安全

小知识创编成快板、相声、情景剧等，这些作品形象生

动，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至

今，这些小视频已在学校微信平台上推出了55期。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 陈
桦涧）3月7日上午，义乌中学一学

生突发心脏骤停，经学校教师、校

医和义乌中心医院医生接力抢救，

目前该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当天上午9点，义乌中学高一

年级学生正在参加大课间跑操活

动。大约跑出10米路，值周教师

杨峰发现学生小Y无法站立，赶忙

上前扶住。此时，小Y嘴唇发紫、

口吐白沫。教师们见状，迅速行

动，有的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

有的到附近急救点取来自动体外

除颤仪，有的对该生进行胸外按

压，还有的有序疏散围观学生。该

校领导班子得知后，立即停止正在

进行的办公会议，分头行动，同步

完成安排教师维护现场、电话联系

医院协调抢救、奔赴中心医院坐镇

指挥等事宜。

救护车很快赶到，医生进行专

业救护，并迅速送往医院抢救。当

救护车到达中心医院时，医护人员

已在急救室门口等候。经过近一

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小Y呼吸、心

跳逐渐恢复正常。

事后，学校安排相关教师为该

生所在班级进行集体心理辅导。

校广播站也发出温馨提示，再次提

醒特异体质学生关注身体状况，有

必要时一定要请假休息。

校长朱跃望说，正是学校平

时高度重视安全教育，锻炼了教

职工分工协作的能力和应急救护

能力，关键时刻才能临危不乱。

据悉，这些年义乌市一直在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行动计划，全面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提高师

生自救自护能力。截止到目前，全

市超过90%的教师考出了应急救

护员资格证。义乌中学教师参训

率、持证率均为100%。

义乌中学教师接力抢救心脏骤停学生

为传承红色文化，近日丽水莲都区刘英小学“小红军讲解员”拓展课程正式开课。“小红军”讲解员走进
当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了解浙西南革命历程，并在纪念馆讲解员柳素娟指导下练习解说技巧。

（本报通讯员 林华斌 周飞燕 摄）

““小红军讲解员小红军讲解员””课程开课了课程开课了

梅建芳：乐当“留守妈妈”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王崧舟

一堂好的语文课，存

在不同的境界：人在课中、

课在人中，这是第一重境

界；人如其课、课如其人，

这是第二重境界；人即是

课、课即是人，这是第三重

境界。境界越高，课的痕

迹越淡，终至无痕。

好课的第一重境界，

关键是一个“在”字。我

“在不在”课上，这很重

要。有人会觉得奇怪，我

在上语文课，我怎么可能

不在现场呢？此处的“在”

大概涉及三个层次。第一

个层次叫“身在”；第二个

层次是“意在”，指教师能

全身心地投入课中，一心

一意、专心致志，这一层次

已经触及到我所讲的境界

了；第三个层次是“思在”，

笛 卡 尔 有 言“ 我 思 故 我

在”，课能上出自己的思

考、上出自己的思想，这才

是哲学意味上的一种“人的存在”。有

些教师是在上课，身在、意也在，但他上

的不是经由自己独立思考、独立批判、

独立创造的课，而是人云亦云的课、照

本宣科的课、囫囵吞枣的课，这就是

“身”在场而“思”缺席的课。严格地说，

第一重境界，应该是“思在”之课。这重

境界的实现，关键在于坚持和尊重自己

的独立思考。讲授经过自己思考的课，

才能渐入佳境。

第二重境界，关键是一个“如”字。

“如”者，不仅谓“好像”之意，更谓“适

合”之意。课的风格，就像你的性格、你

的人格。也因为课的风格与人的风格

在深层次上具有同构之故，才称得上真

正意义的“适合”。对待“课”，既有“事

业”的态度，又有“科学”的态度，更有

“审美”的态度。“如”的境界，已是自觉

地将课作为一种艺术加以追求了。形

成课的风格，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对自我、对主体的一种深刻尊重和理

解。最好的风格就是“本色”，拒绝机械

模仿、拒绝东施效颦、拒绝削足适履。

人格的率真一定折射为课的洒脱，人格

的庄重一定表现为课的严谨。实现这

重境界，关键在于上出最适合自己的语

文课。

第三重境界，关键是一个“即”字。

你的人生，存在于课的每一个当下；课

的每一个当下，成就了你的人生。语文

人生，人生语文。诗意的、宁静的、优雅

的、温婉的语文课成就了你诗意的、宁

静的、优雅的、温婉的人生，这实在是职

业生命的不二法门。自然，此处所言为

佳境，当是语文课的一种积极的当下实

现。我在上课，但我同时又在享受上

课。我在课堂上彻底敞开，全然进入课

堂中的每一个当下，和学生情情相融、

心心相印，彻底打开自己的生命，我会

在不经意间邂逅生命的高峰体验，我会

在课堂上率性而为，和学生一起欢笑、

一起流泪、一起深思、一起遗憾。我就

是课、课就是我，我和学生一起全然进

入一种人课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

什么？这种境界就是诗意，就是自由，

是深深的幸福感。要实现这重境界，关

键是要保持清明的觉知，全然活在语文

课的每一个当下。其实，好课的境界，

就是人生的境界。课的诗意境界，也就

是人生的诗意境界。

好
课
的
三
重
境
界

视点第

“小球旅行记”“声波看得见”“平衡测试”“窥视无
穷”……近日，以“体验科学 放飞梦想”为主题的中国
流动科技馆走进缙云县水南小学，为该校留守儿童打
开了学习科学之窗。

（本报通讯员 施 瑛 杜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