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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静远
通讯员 朱国兵

碾磨红玫瑰，酒精稀释，漏斗过滤

装瓶，一会儿一瓶清香扑鼻的玫瑰香

水制作成功了……上个周末，温岭市

箬横镇第四小学的留守儿童再次走进

当地田后村的乡村七巧板候鸟守护

站，在七巧板爱心服务队教师带领下

体验了手工制作香水的神奇之旅。这

支爱心服务队教师来自全市各中小学

校或各机关团体，曾被省教育厅、省文

明办等单位联合评为暑假“春泥计划”

志愿服务优秀团队。

田后村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较多，他们大多就读于箬横镇第四

小学。为了给他们一个健康快乐的童

年，这几年，七巧板候鸟守护站的志愿

者们一直在努力。2010年他们在省慈

善联合总会、温岭团市委等单位支持

下，成立了该守护站，取名”七巧板“，寓

意服务社能衍生百千姿态，成为留守儿

童的智慧和娱乐园地，以丰富多彩的活

动，为他们拼接出幸福的七彩人生。

这几年，乡村七巧板候鸟守护站

除了开设假日辅导班，邀请各校教师

为留守儿童答疑解惑，帮助他们提升

学习成绩外，还为他们开设了安全自

护课堂、乡村儿童阅读梦、青春共成长

等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如每年的

“小候鸟看温岭”春泥夏令营，七巧板

守护站的教师都会带领“小候鸟”们走

进温岭市象局、环保局及台州市安全

教育馆等，引导他们树立安全意识，提

高自我保护和自救的能力。

候鸟守护站还设置了“道德经典

大家读”等文化课堂，为学生讲解《三

字经》《弟子规》《论语》等经典著作，结

合走近国粹、传承经典等活动，对学生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其中“寻找父辈

的年味”更是成了品牌活动，每年都有

近500人参加，写春联、剪窗花、做纸

灯笼带给学生浓浓的年味。

平时，乡村七巧板候鸟守护站的

教师还帮助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学生胡

顺美来自贵州大山，出身于单亲家

庭。父亲忙于打工，和她的交流也很

少。在当地团市委、妇联联合举办的

“爱的陪伴，成长护航”留守儿童大型

感恩活动现场，她说自从父母离异之

后，就再也没见过妈妈了，一直以来，

想和妈妈见一面是她最大的心愿。七

巧板爱心服务队教师知晓后，千方百

计联系上她妈妈老家的亲人，又以胡

顺美为主人公，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孤

单的星星》，希望以此把她的心愿传递

到妈妈那里，圆胡顺美之梦。虽然这

次圆梦计划最后并未实现，但志愿者

们的行动深深感动了胡顺美和她的父

亲。她开心地在作文中写道：“从志愿

者教师那里感受到那份久违的爱，我

太幸福了！”

最近，该村还利用省慈善总会为他

们下拨的7万元，把候鸟守护站重新装

修了一番。他们还新增了一个童玩区，

同时该市慈善总会和市关工委也为他

们赠送了平板电脑和价值1万元的书

籍，丰富了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截至

目前，乡村七巧板候鸟守护站共计开展

200多次活动，提供志愿者服务1350

多人次，受益对象超过5000人次。

□本报记者 舒玲玲

3月28日，教育部发文公布11所

本科院校增设书法学专业，其中师范类

院校占6所。至此，全国共有48所师

范院校开设了书法学专业。这一数据

背后，是全国有多达50万人的中小学

书法教师缺口，以及各地中小学校常态

化开展书法教育的现实需求。

近日，北京市已先行确定将书法纳

入2019年中考语文考查范围，增考认

识篆、隶、草、楷、行5种字体。教育部

在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言的回复中也明

确强调：“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广泛开展书法教育对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书写能力、提

高文化品质和审美能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书法教育如何更好地落地，记

者走访了相关中小学校。

不仅仅是为了写一手好字
上周，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四小

学举行了该校第十八届“小海豚”杯艺

术节。书法现场赛环节，全校共有317

名学生进入决赛，最终获奖的选手达

210人。每个学生的书法功底都不赖，

致使这项赛事的入围选手数量连年走

高，这是沈家门四小多年开展书法教育

结出的硕果。早在2013年，沈家门四

小就将书法教育融入德育主线，新生入

学伊始就要参加开笔礼，在撇捺书写

中，懂得做人的道理。此外，该校还推

出了小讲师微课程书法班，鼓励学生争

当小讲师，给其他同学讲授书法知识、

示范书写，在强化书法技艺的同时锻炼

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

“书法教育不是单纯的写字教育，

真正的书法其实是做人之法、为学之

法。”浦江县实验小学校长徐双莲说，通

过书法学习让学生在把字写好的同时，

养成审美情趣，培养他们耐心、专注、坚

毅的品质。浦江实小一方面将书法与

阅读、寻根、民俗等内容结合起来，在寻

访与创作中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乡土

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将书法与公益活

动结合起来，通过新年给村民免费写春

联、为农户庭院建设画设计图、助力垃

圾分类宣传等，引导学生发挥一技之长

为社会服务。

在持之以恒的练习中，不少学生真

正培养起对书法的兴趣，书法成为他们

追逐七彩梦想、实现多元发展的钥匙。

金华市婺城区近年来布局了多个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包括书法、篮球、漆

画、空竹等在内的特色课程与活动让乡

村学生也有机会发掘、培养兴趣特长。

该区雅畈镇中心小学少年宫刚开出的

书法班就吸引了一大批学生报名。

打造更多趣味课程
把书法元素写到魔方上，玩转魔方

的同时记牢书法技巧；把各种书体临摹

书写在草帽上，绘制出斑斓多彩的草帽

书艺；把《弟子规》书写在百米长卷上，让

学生边欣赏书法边吟诵经典……作为

全国书法特色学校，省教育厅教研室附

属小学将书法教育从呆板的看帖、临帖、

练字闭环中解放出来，将书法传承与创

客教育、学生核心素养等内容结合起来，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墨香书韵”课程品牌。

“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法教育就是要

让学生充分感悟、体验，动手动脑，在各

式各样的书写中体会快乐，培养他们的

审美能力和高尚品格。”省教研室副主

任柯孔标一席话道出了书法教育的真

谛。当前，仍有不少学校将书法教育简

单定义为枯燥的技能教习和实用书写

训练，学生提不起兴趣学与练，与想要

达到的陶冶性情、打磨个性的育人效果

有不少距离。

为提高书法学习的趣味性，进而激

发学生学习书法的积极性，浦江实小构

建了“翰墨”课程群，通过书法课、品润

拓展课和微课等形式多管齐下。此外，

该校还探索出“书法考级”制度，每位学

生每年都要参加一次全员硬笔字考

级。徐双莲介绍，该校还成立了少儿美

术院，常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类书

画展，以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

开化县实验小学在倡导“养正书

法”进课堂之余，还在每个年级开出了

一个“养正书法”拓展课程班，并组建了

一个校级书法拓展课程班“墨趣斋”，每

年11月都是该校的书法月，届时还会

举行校园书法节活动。缙云县碧川小

学则将书法教育与拓展性课程相结合，

通过组织学生观看书法视频、听讲书法

奇闻轶事、欣赏本校师生书法作品等途

径来激发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

引育专职书法教师
“专业书法教师严重缺乏且水平并

不均衡，尤其在农村学校，多由美术教

师兼职。”安吉县第二小学书法教师胡

彩宏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现状颇为担

忧，在他看来，配好配足一支专职书法

教师队伍显得更为紧迫。有相关数据

显示，2017年杭州市江干区共37所中

小学校仅有专职书法教师11人，“不是

教师书法专业度不够，就是书法大师不

具备教师资格证”。杭州市采荷第一小

学教育集团书法教师邵斌希望，有关部

门能设立书法教师编制和相应学科的

教师资格证，能够设立各级书法教研员

岗位，开展书法教学研讨。

我省各地各校也十分注重引导教

师加强书法练习和开展培训，毕竟“提笔

即练字”，每一位教师都要为学生做好

认真书写的表率。杭州第六中学将硬

笔书法、板书设计等列为青年教师系列

才艺大赛比赛项目，敦促青年教师以赛

代练；开化县马金镇徐塘中心小学则会

不定期地邀请省、市各级书法家到学校

作书法专题讲座、现场指导师生书写。

作为农村小学，常山县辉埠镇中心

小学同样存在专职书法教师缺乏问题，

校长蒋晓燕另辟蹊径，采取与当地省级

书法村——东乡村开展校村合作的模

式，邀请该村的农民书法家到学校为师

生们讲解、普及书法基础知识，开展书

写技能的指导与培训。

□全晓兰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给家校沟通带来了多种方

式，教育类 App、微信小程

序、QQ 群等让家校沟通

更便捷、及时和灵活，但也

容易使其陷入随意和碎片

化。沟通应把握的核心和

关键点，也经常被淹没在

巨量的网络信息中。 在

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在进

行家校沟通时更要走心，

应牢牢把握家校沟通的目

的，沟通要有主题，有重

点，有温度。

一次成功的家校沟

通，就是一次成功的家庭

教育指导。笔者发现，一

些学校有心的智慧教师利

用“教师手记”这个网络平

台，很好地达成了有效沟

通的目标。

“教师手记”即教师利

用平时的网络沟通记录、

学校观察记录、师生和生

生交流记录，定期将碎片

信息梳理整合，形成手记，

有主题地记录班级中发生

的各种事情或学生的一些

个性化表现，让家长及时了

解学校教育及学生情况。

“教师手记”内容覆盖

面广。可以写班级学生存

在的问题，如学生中的共

性问题，行为习惯方面的

教育问题，学生个体差异

方面的学习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的群

体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找到对应的

解决方法，形成有价值的学生教育素

材；可以写家访，如不同的家庭特点，

不同的家庭教育方法、教育观念，亲子

交流等案例，或分享或警醒；可以写家

长热议的话题，如学生不同年龄阶段

生理和心理变化烦恼、青春期教育问

题、人际交往问题、心理健康状况等，

娓娓道来，悉心又贴心。

“教师手记”主题鲜明突出。突出

道德教育，贴近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小

视角折射大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突出学法

指导，由学生身边的熟悉伙伴来分享

各科学习方法，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进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突出生活

指导，贴近实际，呈现学生喜闻乐见的

生活场景，指导习得生活知识、社会知

识，争做合格小公民。

“教师手记”受众针对性强。手记

绝大部分素材来自学生和家长群体，

再反馈回给这些群体，让大家读属于

自己的文字，非常有意义。无论是被表

扬的，还是被隐性批评的，都可以起到

一定的教育作用。有共性的公开式的

手记，也有点对点的手记，专门针对某

个孩子或者某个家长，每一个字、每一

段话，都语重心长、坦诚相待，表达的

是关爱和期待。正因为有了这样温

馨的教师手记，学生和家长都愿意阅

读，愿意交流，并在交流中一起成长。

﹃
教
师
手
记
﹄
贵
在
走
心

本报讯（通讯员 黄艳靖）
为进一步宣传“五水共治”，营

造全民参与治水护水的氛围，

近日，设在浦江县浦阳第一小

学内的全县首座节水体验馆正

式开馆。

该馆占地面积120余平方

米，展厅分序厅、水之奥秘、生

活节水、农业节水、工业节水、

防洪治水，共6个部分。通过

多媒体交互技术的呈现、试验

场所的搭建、模拟演示景观的

造景，全面系统展示了浦江县

基本水情与水利发展成就，同

时也普及了节水理念、节水法

律，倡导合理利用、节约和保

护水资源。开馆当天，全校师

生走进该馆，感受各种节水妙

招。今后，该馆将对外开放，

成为浦江县节水宣传教育的

重要载体。

这所学校的学生爱玩泥巴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萍）近日，东阳市江北湖田小

学展出了由学生用陶泥制作的泥娃娃合唱团照片。泥

娃娃合唱团由约200个泥娃娃组成，它们形状各异，令人

忍俊不禁。

湖田小学是所拥有百年历史的乡村学校。学校根

据学生爱玩泥巴的天性，从2016年开始探索一条以陶艺

教学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开发了校本教材《幸福有配

方》，每周开设一节陶艺课，低年级学生进行基础性泥塑

练习，中年级学生学习各种陶艺技法，高年级学生则自

行设计并创作作品。教师在授课时把陶艺与东阳文化

相结合，其中师生合作的一项作品《东阳红曲酒》塑造的

是当地特产红曲酒的酿造情景，融入了东阳酒文化。此

外，学校还依托当地陶艺特色村江北街道甘溪村王户口

自然村的丰富资源，成立了村校联盟创作基地，带动陶

艺教学。

为从小培养学生的志愿服务意识，4月1日，嘉兴市南湖
区余新镇中心小学成立红领巾“幸福小邮差”志愿服务队。
该队由16名学生组成，每天穿上专属马甲，负责分发班级的
报纸和信件。 （本报通讯员 朱文华 摄）

清明节前夕，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举行“祭奠革命英烈，
传承革命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学生参观了该市抗美援朝纪
念馆，听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陈益中讲述建馆历史及抗美
援朝的相关故事。

（本报通讯员 卢成善 摄）

推进书法教育 传承经典文化

视点第

乡村七巧板：拼出留守儿童的七彩人生

浦江县首个校内节水体验馆开馆

听老战士讲过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