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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范新萍）
日前，长兴县实验小学二年级

学生学习了《中国美食》一课

后，领到了一项任务，为家人

做一道菜，比比谁最有小厨师

风范。

这是该校小家政体验课程

的实践环节。学校根据小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开设了家政课

程并划分成“自我服务”“家务

劳动”“美化生活”等五大类。

按低、中、高三个年段安排不同

的体验重点。比如低段的“自

我服务”内容包含洗漱、收拾房

间；中段的“家务劳动”包含学

做简单的菜肴等；高段的“美化

生活”则包含毛线编织、室内插

花、种植花草等。

此外，学校鼓励家长多给孩

子安排一些固定的家政作业，

现在全校2000多名学生每人承

包了自家一两项固定的家务劳

动，坚持天天完成。学校利用

“家长课堂”“阳光家庭组合”等

平台，邀请家政经验丰富、技能

熟练的家长来校指导，成为学

生家政学习的辅导员。

□朱华贤

与一位刚步入不

惑之年的教师闲聊。

他说，最近六七年，好

像陷入了个人发展的

沼泽，想想今后至少

还要工作二十年，如

何改变在原地踏步的

现状？

这位教师有这种

意识，难能可贵。处

于教学高原状态的教

师，如果不能破茧而

飞，实际上就是走下

坡路。时代在毫不顾

忌前行，年轻者都在

力 争 上 游 ，不 进 则

退。中年教师要突破

高原状态，最好的方

法就是自找苦吃，磨

砺自己，自己下轭，我

认为可以有以下四条

途径：

用 心 磨 亮 一 节

课。自找苦吃，就是

要每学期都选择一个

教学内容，一遍一遍

地琢磨、试教、改进。

试教时主动请别人来

挑 剔 ，争 取 磨 成 精

品。实践证明，磨课

是 教 师 成 长 的 加 速

器。磨成后，不妨主

动要求亮相。敢于亮

相，这对自己和其他

教师都会形成一种压

力，可能产生积极的

效果。

费 心 锤 炼 一 篇

文。人到中年后，职

称基本已评到位，有

些教师就不愿费心在

科研与写作上了。其

实，写作是最深刻的

思考，是最深入的学习、提炼与积

淀。中年教师要想更上一层楼，少不

了写作。最好每年都磨一篇文章出

来。这一篇不是应付的，不是拼凑

的，而是经过大脑层层筛滤过的，每

个例子，每个判断，每一句，每一字，

每个标点，都经过自己反复推敲与斟

酌，整篇文章都浸润着自己的心血。

精心读透一本书。读书是识字

者最大的人生福利。中年教师，上有

老下有小，事务确实比较多，要广泛

涉猎、海量阅读有些困难，但不妨可

以采用钻井式阅读方式。选定一本

经典，反复重读，嚼出滋汁来，读出疑

问来。重读和精读的收获不一定会

比多读泛读差。中年教师如果每两

三年选择一部喜爱的经典，读它五六

遍，一定会有所收获和成长。读透一

书，等于多一绝。

潜心编拟选修课。有了十几年

的教育生涯，对学生、对课程、对教学

都有较深的理解，自己也有了一定积

累。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能开设什

么选修课了。教师的广度与深度，取

决于能不能开设常规课程以外的选

修课、能开设几门、学生的欢迎程度

如何。假如一位资深的教师，什么选

修课也开不出来，或者不待学生见，

那是令人遗憾的。开设选修课，是中

年教师的后发之功，是突破高原瓶颈

的重要之策，必须尽力为之。

教育无终点，只要愿吃苦；人生

无顶峰，只要肯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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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课本学榜样

本报讯（通讯员 钟勤奋 赵 娜）近日，诸暨市浣

江小学教育集团行知小学的红色长廊完工。长廊里展

示的图片内容均与课本中的革命故事有关。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进一步学习传承革命精神，深

入了解课本中的革命故事，该校以“跟着课本学榜样”

为主题，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的红色元素，将革命先辈

的历史故事搬进文化长廊中。该长廊用22幅全景式的

图片展示了课本中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

《邓小平爷爷植树》等历史故事。本学期，教师也将在

该长廊前为学生授课。

松阳培智学校
有条茶叶生产线

本报讯（通讯员 蔡建梅）恰逢春茶采摘季，近日，

松阳县培智学校全自动茶叶生产线也正式启动。

据悉，这是学校利用“特教教育中央补助资金”106

万元配备的自动化茶叶生产线。该生产线由电脑控

制，操作简单，特殊学生能很快掌握这项技能。生产线

启动当天，特殊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习如何启动机器

和调控参数。从今年开始，学校依托当地浙南茶叶市

场，建立茶叶生产厂房，培养学生采茶、制茶技能，让他

们学会一技之长，为今后就业积累经验，以便更好地融

入社会。

班班都有“农场主”

本报讯（通讯员 吴 彦 杨志丹）近日，宁波李惠

利中学“一米农场”管理团队正式成立，90名学生通过

自愿报名的方式成为“农场”首批当家人。

近年来，该校结合“会呼吸的绿色校园”课程，开发

了劳动课程。“一米农场”包括学校的空中花园、植物工

厂、屋顶绿化等绿色场地。现在，全校各班均有“农场

主”，由1名队长、4名队员组成，负责本班的“农场”管

理。日常种植中，这些“农场主”邀请物理教师和校外

农技师担任指导教师。学校则根据各班管理情况，每

月评比“优秀农场管理团队”，并进行表彰。

□本报记者 林静远

日前，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等单位

联合发起的“青春志愿行 奉献新时

代”浙江志愿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专项

行动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浙江师

范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11所高校与

开化县林山乡国芯希望小学等11所农

村中小学结对。这些高校将在农村学

校开展“七彩假期”集中关爱服务活动，

并依托“七彩小屋”等阵地，在寒暑假期

间为农村学生提供学业辅导、文体活动

指导等服务。

因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制约了乡村

教育的发展，这个问题如何破解？浙江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周国华

表示：“当前农村学生物质上并不缺乏，

缺少的是学习资源。像类似的高校与

中小学结对的专项行动，应该更多开

展，中小学也可以多挖掘社会资源，比

如科技大篷车、博物馆等，多方借力，丰

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科技大篷车、图书馆“开进”校园
“无形的力”“双曲面”“锥体上

滚”……在长兴县李家巷镇中心小学，

每年都有科技大篷车开进校园。该校

有来自全国14个省的600名新居民子

女，他们渴望有更多的学习资源。学校

借助湖州市科技协会和湖州市科技馆

主办的“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把学

生带入了神奇的科技世界。借助科技

大篷车，学校开展了向阳花科技嘉年华

活动，建造了科技馆和气象站，为学生

开展科普探索提供了更多灵感。这几

年，学校的“小气象站科普大课堂”等科

研成果，在全省乃至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中获奖，学校也成了湖州市科普

示范学校。

“农村学校远离城区，受安全因素

等制约，组织学生走进城区体验实践相

对困难。借助科技大篷车这些‘流动’

资源，学校弥补了自身的不足，也开阔

了农村学生的视野。”不少受访的校长

这样表示。

针对农村学生课外阅读资源整体

匮乏的现象，我省农村中小学的“流动”

图书馆项目也做得风生水起。学生在

“流动”的图书馆里可以阅读到校园里

不曾出现的课外书。在泰顺，你时常会

看到一辆喷涂着“汽车图书馆”字样的

中巴车穿行于乡间，每到一所农村学

校，就吸引了众多学生。“汽车图书馆”

是泰顺县教育局与该县图书馆为偏远

乡村学生共同打造的，满载图书量约

3000册，学生一次可借阅10本。3月

15日，该车开进了该县雅阳镇松垟中

心小学，为学生们送去了精神食粮。“学

校的藏书数量虽然不少，但有些书籍年

代久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校长雷朝

平说，“汽车图书馆”每月一次开进校

园，不仅藏书量大，而且内容紧贴当下，

有很多学生喜欢看的书。

借“固定”资源开设课程受欢迎
深受学校欢迎的“流动”资源虽然

丰富了农村学生的学习生活，但“流”入

校园的次数相对有限。因此，我省农村

中小学校也借助一些固定的社会资源

开设了相关拓展课程，让学生能定时定

点学习。

每到周末，衢州柯城区新世纪学校

中心亭校区的学生都会走进当地墩头

文化礼堂学习。新世纪学校校长姜益

群说：“城区学生在学习体艺上有很多

资源，但农村学生的学习条件比不上他

们。2015年，我们联合墩头村开设了

‘放学来吧’，地点就在文化礼堂，邀请

有才艺的退休教师发挥余热，发展学生

的兴趣特长。”现在，文化礼堂里有3位

银龄教师，分别教授学生二胡、书法等

艺术类课程。

我省有的农村学校则和高校一起

打造实践基地，聘请优秀大学生为学生

开设社团。桐庐县江南初级中学与浙

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结对，开设了国

旗护卫班、街舞、“魅力篆刻”等10余个

社团，每周一次由大学生授课。

前不久，省教育厅和省旅游局认定

省博物馆等54家单位为省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不少农村学校就借助

博物馆等固定场馆开展深度的馆校合

作，这些合作项目大多结合地方特色，

做出了成效。

余姚市河姆渡镇中心小学早在

1993年就开始和当地河姆渡遗址博物

馆合作，双方联合培养了一批小讲解

员。这几年，馆校合作进一步推进，结合

国际博物馆日，双方举办了主题为“我是

河姆渡小传人”等社会实践大课堂，开设

了和河姆渡文化有关的校本课程。该校

大队辅导员任皇燕说：“依托博物馆这一

资源，学生以不同形式体验起了古代人

的农耕生活，有的学生还在附近的田螺

山开展了模拟考古实践活动。”

多方借力，丰富乡村学校教育资源

本报讯（通讯员 杨 帆）3月 21

日，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音乐厅正在举

行一场特殊的学术发布会，之所以特

殊，是因为这场“学术发布会”的主角竟

然是一群小学生。

发布会中的一项成果“多功能导轨

式直尺”，已经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受理，即将获得专利。这项成果的发

明者是该校六（8）班的楼潇阳。楼潇

阳是学校“小海燕创新研究室”的成

员。据楼潇阳说，他发现普通直尺在画

长线和平行线时需借助工具，操作很不

便，因而有了改良直尺的想法。在观察

抽屉和结合抽屉导轨的原理后，在指导

教师陈菲的帮助下，他设计了一个横向

导轨、一个横向滑道，完善了尺子的延

长功能。之后，他又结合了定位尺和纵

向滑道，最终完成了“多功能导轨式直

尺”的设计。

发布会上，另有来自不同年级的学

生带来了他们源自生活的研究成果和

论文。据了解，这是崇文实验学校举办

的第3届“小海燕创新研究室”学术发布

会了。在这3年里，有近200名学生参

与到了创新研究室的学习中，有25名学

生带着他们的杰出成果得以发布。“创

新研究室”是崇文实验学校“新班级教

育”课程体系中，为有研究兴趣和能力

的部分学生定制的个性化课程，涉及数

学、科学、信息等领域。每次的学习周

期为一学年，学生通过学习和观察，发

现自己身边感兴趣的话题或现象，提出

问题并分析问题得出结论，体现了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学校和教

师给予平台和适时指导，让那些有创新

研究能力的学生获得最优的发展。

杭州崇文实验学校有个学生“创新研究室”

近日，嘉兴市光明小学邀请该市急救中心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活动。为方便学
生学习，急救中心还把救护车开进了校园，让学生在现场了解车里的救护设备和一些急救知识。

（本报通讯员 祝慧华 摄）

救护车里学急救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创意美术工作
坊社团开课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创作充满童趣的浮雕
艺术作品。图为学生在制作作品——仿铜浮雕画《花》。

（本报通讯员 余 峰 摄）

视点第

长兴县实验小学开设家政体验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