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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通讯员 袁梅红
实习记者 费静怡）婴儿尿床报

警器、防撞提醒报警器、简易磁

性悬浮笔架……近日，新昌县实

验小学举行“小创客答辩会”，在

现场，人小鬼大的小创客们站在

台上，一个个神采飞扬地向教师

展示自己的创意“宝贝”。

“小小创客”成为校园内的

一道亮丽风景，是该校开展“创

客教育”的丰硕果实。学校从

学生的兴趣出发，以项目学习

的方式，带领他们进行科学探

索，培养创新能力。2017 年，

学校创客实验室和创新实验室

建成投入使用，为学生“玩转”

创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依托

这两个实验室，学生自己编小

游戏，做小玩具，捣鼓实用的小

发明，边玩边学。

爱动脑筋的王杰，三年级时

就运用Scratch工具成功开发了

“小猴子吃香蕉”的游戏。今年，

他又请信息技术教师金玲为他设

计“定制课程”，学习C++、Py-

thon等电脑编程语言。学校还

开设了不少集情境性、开放性、

实践性、体验性、创造性为一身

的创客课程。语文教师章琦在

创课课堂上化身科技怪咖马斯

克，请学生们助力他的梦想“移

民火星”，堪比Frizzle 老师的

《神奇校车》，给学生带来了惊喜。

新昌实小：人人都是小创客

□本报通讯员 王 瑶

“左脚放在足球的9点钟方向，与球

隔一只脚的距离，右脚成‘丁’字准备用

力踢。”操场上，宁波市海曙区广济中心

小学体育教师竺银露正在指导二年级

的一群学生练习射门，他们在备战学校

即将举行的“小太阳校园足球射门比

赛”。为了方便低年级学生领会技巧要

点，竺银露让学生把足球想象成钟面，

在每个方向标明时间点。这一比赛，学

校要求学生全员参与，目的就是培养学

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如今，该校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体

育，这得益于学校多年来打造的体育课

程。“把体育作为一项最基础的课程来

做。”“体育的本质是全人格的教

育。”……这些是校长黄铁成常挂在嘴

边的话，在他看来，加强体育运动，不仅

能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更能完善他们

的人格。该校体育课程形成了金字塔

结构：基础层面是丰富的大课间活动和

因材施教的体育课，中间层是发展潜能

的体育比赛，处于顶部的则是田径、网

球、足球等体育社团。

学生爱上体育课，可是对有些体育

项目并不感兴趣。2014年，学校在三、

四年级试行了“1+2”选项走班教学制，

即一节常规课，另两节课则打通班级界

限，学生可以在基础体能达标的基础

上，根据特长爱好，从足球、篮球、乒乓

球等项目中自愿选择两项，与志同道合

的同学一起切磋技艺。

在走班的80分钟里，学生除了和传

统体育课一样听教师讲解示范外，他们

还自己琢磨尝试，团队互助提高的时间

更加充裕了。每节体育课后，学生回到

班里都迫不及待地和同学交流学到的

内容，这种自行选择、自由组合的上课

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体育的热情。“体

育课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这是以

前没有的。”现已毕业的学生金硕阳回

忆道。当年，他选择了羽毛球，和志趣

相投的同学一起学习，热情也高了很

多。他说，从小学开始体育课一般都是

跑步、跳远、掷实心球等一些田径项目，

同学们经常提不起劲。现在能自己选

课，自己的课程自己做主，大家别提多

带劲了。

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学校时

常会推出各式各样的大型体育赛事，比

如科技体育运动、花样跳绳比赛……这

些活动充满了趣味性、竞技性、展示性，

全校学生人人参与运动，竞赛不再是运

动员的专属，而是每个学生体验成功、

感受激情的舞台。其中最精彩的要数

校园吉尼斯挑战赛了，这是校运动会的

升级版，由50米接力通讯赛、吉尼斯跳

绳竞赛、吉尼斯篮球竞赛等组成。去年

的花样跳绳中，小小的绳子在各班学生

手中有了灵性，“双飞跳”、向前双臂交

叉绕花、向后双臂交叉绕花，看得人眼

花缭乱。

配合体育课程，近3年学校又在宁

波市第一医院的帮助下，开发了“小太

阳生命健康课程”。该课程分“知识、技

能”两大类，“健康行为、疾病预防、青春

期保健、自救自护技能”四大板块，共推

出运动外伤的简单处理等24个课题，覆

盖一至六年级。学校邀请该医院医生

提供专业指导，每学期有两课时，为学

生提供专业的运动健康知识。

让学生爱上体育，这所学校有办法

这里有个留守儿童的
“解忧杂货铺”

本报讯（通讯员 陈嘉薇）“亲爱的店主，我非常

想念妈妈，但是她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时才回家，我

好想多和妈妈团聚，该怎么办？”近日，磐安县九和乡

中心学校心理辅导室的“解忧杂货铺”栏目刚开设就

收到了一封该校留守儿童小张（化名）的来信。

该校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之前为掌握学生的

心理动态，基本上是师生一对一当面交谈，形式过于

严肃，不利于双方交流，“解忧杂货铺”则以来信的形

式进行交流，显得更轻松。

该栏目取名时借鉴了学生熟悉的作家东野圭吾

小说《解忧杂货铺》。学生们可以把用化名写好的信

件投入心理信箱，持有心理健康证的教师作为“店

主”，会在每周三打开信箱回复信件。如果是隐私信

件，教师会“私密发货”给学生，学生也可以指定一位

教师回信。

□本报记者 武怡晗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日前，在浦江县黄宅镇第二小学的

校园里，学生们围坐在墨池边芬芳

的海棠花下，举行一年一度的“海棠

飞花令”。

“学校地处海塘村，海棠也是校

花，举行关于‘花’的诗会，希望能在

孩子们心间播撒美的烙印。”该校教

师黄丽丹说。为了让学生们和城里

孩子一样，接受更好的美育熏陶，学

校开设书法、七彩编织、五谷画、地方

戏曲等课程，举办“我是小小歌唱家”

“婺剧我来唱”等各式活动，为孩子提

供学习发展平台。不久前，学校还在

金华市艺术（美术）特色学校展评中

获得学生作品展优秀组织奖。

和这所村小一样，近年来，我省

不少乡村小学结合自身资源，探索加

强美育的路径和载体。但受地域、师

资等方面的影响，乡村美育仍是我省

农村教育的短板。

刚刚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大会

提出，要把美育作为刚性需求，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如何让美丽乡村多点美的教

育？记者近日采访了专家、学者和乡

村中小学教师，了解他们对于乡村美

育建设的期许。

要“文化认同”，也要“文化自信”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马良曾对杭州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

了一项关于美育的调研，在淳安、建

德等地的留守儿童中，“隔代抚养”占

比最高，达到47.2%，还有12.4%的孩

子自己独立生活。乡村儿童渴望得

到社会关注，其中留守儿童的表现度

比非留守儿童更高。

“从调查可以看出，农村家长都

能意识到教的重要性，但对心理、品

德、兴趣特长、美育等关注较少，甚至

不关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

良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调研对象未

来的职业理想第一名是“电影电视明

星”，这也说明优质的乡村美育文化

营造迫在眉睫。

乡村学校，需要怎么样的美育？

马良建议，乡村学校要有文化认同，

走“本土化”路线，不是说只有弹钢

琴、听音乐会才叫作美育。不能凭借

固有的美育认知，来排挤乡村原有的

美育资源。要通过美育，发掘学生发

现美的潜能，培养他们对生命美的理

解，对自然美的理解。

“结合特有的乡土文化开展教

育，深化孩子们对家乡的认同感，这

是乡村美育的着力点。”建德市李家

中心小学教师李月凤说，孩子们最起

码的乡情认同都逐渐在被弱化，“跳

出农门”扑向城市的怀抱，成为很多

孩子坚定的信念和渴求。为了留住

乡情，该校利用所在村非遗文化“李

家断龙”，复原断龙造型、编排舞龙

操，加入了龙打滚等观赏性和艺术性

兼具的动作，形成了班班有队伍，人

人都参与的舞龙特色。该校的舞龙

还成为去年杭州市中小学生文化艺

术节的开场节目。

金华市教科所副所长叶鑫军表

示，这些年，我省大力推进五水共治、

美好乡村建设，学校可以通过引导学

生参观感受家乡建设，拓宽生活阅历，

培养家国情怀。他说：“乡村美育更不

能游离学校实际环境，要有文化自信，

这样的美育才有持续的生命力。”

要主动挖掘，更要资源整合
“浙江传统曲艺、手工艺等民间艺

术资源，是乡村学校美育的‘富矿’，学

校要主动挖掘。”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专家委员、中国美术学院社科部主

任王其全建议，乡村学校可以结合非

遗进校园等途径，把传承人请到课堂

上来，把精妙的传统工艺、技艺带到课

堂当中，鼓励专业教师和传承人对

接。此外，可以通过研学旅行等形式，

走进当地非遗展示馆，解决学校教学

空间、时间和师资不足的问题。

以温州市为例，该市结合地方历

史、风俗、方言等文化，开发瓯窑、米

塑、蛋画、鼓词、脸谱等100多种非遗

文化课程，并将细纹刻纸、瓯剧童承、

平阳木偶戏等打造成国家级或省级

非遗精品课程，建立10个省级传承教

学基地和23个市级传承教学基地，在

近百所中小学校园开辟传统文化教

育园地。探索学科跨界整合的非遗

教师培训模式，开发“传统美术”等教

师培训项目，邀请瑞安木活字印刷技

术、永嘉昆剧等近20个项目的非遗专

家、传人为教师授课培训，提高乡村

教师美育水平。

“美育并非一定要形成课程体

系，也可以是灵动的体验活动。”叶鑫

军说，金华市婺城区推出了“校村结

对、双堂双进”德育共建活动，立足已

建农村文化礼堂，开展校村结对，让

丰富的自然、历史、人文、乡土资源成

为德育素材，也为美育提供一方平

台。“除了走出去，农村学校可在校内

建设农耕园、博物馆、手工课堂等开

放性的校内资源，与日常教学有机融

合，提升学生美育素养。”

作为首批 47 所省级艺术教育

实验学校之一，舟山市普陀区六横

镇中心小学是唯一的海岛农村小

学。每周五的拓展课上，悠扬的琴

声、翩翩的舞姿、精美的书画、精彩的

表演、动听的和声，让学生徜徉在美

的氛围中。学校教务处主任柯娜说，

学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激发教师

多方位拓展教学思路，鼓励教师一专

多能。同时，鼓励动员家长参与艺术

课程建设。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教师黄智琦

曾走遍我省乡村，参与我省《我们的

村晚》节目选拔。选拔结束后许久，

他仍记得孩子们热情的眼神。他建

议，学校可以利用搭建小舞台或借用

村文化礼堂等社会资源，为孩子们提

供展示美育成果的大舞台。

围绕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我省不

少高校助力乡村文化建设，有效促进

美育发展。近年来，中国美院依托该

校“千村千生”基层志愿服务项目，通

过网络平台在全国2万余个乡村建立

线上美育服务点，推出的线上美育课

程惠及了32万名农村留守儿童。

美丽乡村，多点美的教育□罗树庚

近日《中国青年报》刊发

了《为什么今天的孩子还在唱

几十年前的儿歌》一文。对

此，许多老艺术家坦言，现在

专业的词曲作家很少写儿童

歌曲，唱不红，也不挣钱，不是

歌不多，是好歌不多，传唱寥

寥。的确，过去每个时代，都

有特别经典的儿童歌曲，许多

人即便现在已经做了爷爷奶

奶，只要旋律响起，都会情不

自禁地哼唱起来，像《让我们

荡起双桨》《小螺号》等几乎家

喻户晓。反观这一二十年，特

别经典的儿童歌曲好像少之

又少。

著名词作家李幼容说：

“对国家来说，留下孩子的歌

声，也就留下了他们在那个年

代的形象和感情，用歌声来记

录 历 史 是 很 重 要 的 一 种 方

式。”因此，与时偕行、与时俱

进创作出具有时代形象和感

情的儿童歌曲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从数量上看，我国每年新

创作的儿童歌曲并不少，但能

像上个世纪那样流传下来的

经典儿童歌曲依然是凤毛麟

角。许多新的儿童歌曲旋律

复杂、音域宽广，歌词或过于

宏大艰深，或缺乏内涵意蕴，仅仅适合个别

有一定唱功的学生演唱，很难成为时代的经

典。优秀的儿童歌曲，犹如唐诗宋词中最闪

亮的那一部分，它能穿越千百年，历久弥新，

犹如星星之火，能燎原；优秀的儿童歌曲，一

定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旋律上能引起少年儿

童同频共振，歌词上又能抓住他们的心。因

此，作为儿童教育工作者，多么希望艺术家、

广大音乐人投身到儿童歌曲的创作中去，谱

写出具有新时代少年儿童独特风貌、向往与

追求的时代节拍。

好的儿童歌曲贴近儿童，选取的都是动

人的生活细节；好的儿童歌曲同时也是育人

的重要载体。儿童歌曲既要防止空洞的说

教、过于宏大的唱词，又要防止无病呻吟的

浅薄与低俗。好的儿童歌曲一定旋律优美、

歌词浅显易懂又富有张力；一定能引起少年

儿童灵魂共鸣，激发他们向善向上的力量；

一定能涤荡心灵、净化思想，又能陶冶情

操。好的儿童歌曲应该运用儿童语言，不能

做作。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呼唤优秀的儿童

歌曲，要的不是高大上的说教，要的是走心

的贴近性。

优秀的儿童歌曲要成为时代的经典，不

仅需要创作者摒弃功利，潜心谱写，还需要

有好的传播渠道与热爱儿童音乐的传唱

者。2018 年，《经典咏流传》中的一首《苔》，

传遍大街小巷，传进了千万所中小学，成为

学生特别喜爱的一首歌曲。冷寂了三百年

的《苔》，成了新时代一个动人的音符。这就

是好的传播渠道让优秀、经典走进千家万户

的成功例子。同样，优秀的儿童歌曲需要热

爱儿童音乐的传唱者。广大的中小学音乐

教师，要把筛选、传播优秀的新儿童歌曲当

作自己的责任与担当。通过音乐课、校园每

周一歌、校园音乐铃声向少年儿童推广。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首扣人心弦的

优秀儿童歌曲，胜过万语千言的说教。当

前，学校需要优秀的、符合新时代儿童身心

特点的时代之歌。

新
时
代
呼
唤
新
儿
童
歌
曲

4月4日，遂昌县三仁畲族乡中心小学开展了“三
月三畲族”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活动中，学生除了展
示民族服装秀、畲族舞蹈等，还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
爱。图为学生正在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巫亚萍 摄）

歌唱祖国

近日，诸暨市海亮小学迎来了上海法国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的38位游学学生。当天，海亮小学教师指
导中法学生学习了中国画、剪纸、武术等，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进了中法学生的友谊。图为
法国学生在学习剪纸。 （本报通讯员 骆善新 摄）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