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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援疆教师

带动绍阿学子“两地书”

本报讯（通讯员 唐洋洋）“我又多了一个

远方朋友，她叫姚思甜，我会好好珍惜这份友

谊，好好学习，和我的朋友共同进步。”日前，新

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鲁迅小学五（6）班学生

阿丽亚·艾力手捧着来信，满脸幸福地说道。这

已经是她这周收到的第4封书信了，她正忙着给

远方的好友回信，通过书信把阿瓦提介绍给他

们，还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

与她一样，阿瓦提县鲁迅小学五年级6个班

的200余名学生都收到了来自绍兴市越城区多

所小学未曾见过面的小朋友们的书信。据了解，

此次开展的书信交友手拉手活动，是由绍兴援疆

教师、阿瓦提县鲁迅小学副校长张吉利发起的，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小学、绍兴市鲁迅小学、绍兴

市蕺山中心小学等15所绍兴学校参与其中。“人

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写作课就是《给

远方小学生的一封信》，既然我在援疆，就要发挥

桥梁作用。”张吉利说，去年年底，当他提出“让两

地孩子通过书信来增进感情与民族团结”的想法

后，受到其他10位同在阿瓦提县鲁迅小学援教的

绍兴教师的赞同。今年年初，援疆教师们与绍兴

众多小学取得联系，得到了学校与家长的支持。

“这学期开始，从绍兴来的书信络绎不绝，平

均每名阿瓦提县学生能收到四五封，预计总量将

超过1500封。”张吉利说。

□沈利红

说到孩子滥用电子产品这

个问题，相信很多家长和教师都

有一把辛酸泪，我也遇见过很多

个由于沉迷电子产品最终导致

学业荒废的案例，也常常会一声

叹息：如果没有这些电子产品该

多好啊！然而，沉迷电子产品，

仅仅是因为孩子禁不住考验吗？

电子产品不等于祸害，我们

必须明确这一点。每一代人小

时候似乎都有被称为“祸害”的

东西，比如我们小时候，家长们

抱怨最多的是：“孩子回家天天

看电视！”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

想，因为电视毁掉的孩子真的很

多吗？那些学习上不去、荒废学

业的孩子真的只是因为看电视

吗？换句话说，如果现在的孩子

成长出现了问题，电子产品真的

该背这个锅吗？

事实上，真正该负责的人应

该是家长。如果家庭教育模式

不改变，如果孩子自身的一些问

题不解决，即使没有电子产品，

他的成长也未必会像家长设想

的那样。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孩

子理应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各

种利好，他们是网络时代的原住

民，他们今后的人生无法和互联

网脱离关系，家长岂能为了远离

电子产品而要求孩子与网络社

会脱节。

在我看来，必须让孩子学会

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能借助其有

效地搜集信息，进行高效学习，

同时学会克制。任何东西使用

不当都可能成为洪水猛兽，所以

电子产品本身没有问题，使用的

人和使用的方法才是最大的问

题。那么，怎样的孩子更容易网络成瘾，沉迷

电子产品乃至荒废学业？

一类是家庭不够温暖，孩子得不到理

解。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孩子没有可以沟通

的人，他在家里得不到关怀，或者说得不到

心灵的滋润，那么他从虚拟社会中寻求精神

寄托的可能性会更大。另一类是家长疏于

管教，忽视了孩子。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已经

长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于是，让他一个

人吃饭、一个人做作业、一个人睡觉，而等家

长再次关注的时候，竟然发现孩子已经沉迷

网络到不能继续上学的地步了，很多家长这

时候蒙了：我的孩子一向很好的啊，怎么会

这样？

如果说对电子产品使用上的约束是治标

的话，对家庭整体的治疗便是治本。家长如

果发现孩子沉迷网络到了一定程度，就应该

意识到这是在给你的家庭拉响警报，此时必

须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以及与孩子

的亲子关系，或者寻求专业帮助。电子产品

并非洪水猛兽，当诱惑来临，它考验的不仅仅

是孩子，更是整个家庭。

□本报记者 叶青云

近视的年龄越来越小，度数越来

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此前，教育

部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到，近年来由于

中小学生课内外负担加重，手机、电脑

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用眼过度、用眼不

卫生、缺乏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等因

素，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

不断攀升，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

重，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

的大问题。

如何扭转青少年近视的“小、深、

广”趋势？本月初，杭州市少年儿童爱

眼护眼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同时

确定上城区、滨江区及19所学校作为

试点单位。事实上，不只是杭州，我省

各地的中小学对于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都在积极行动起来，制定并实施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

防控青少年近视是一场持久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几乎每一

所学校都在防控青少年近视上下了功

夫。通常的做法有调整课桌椅高度

和教室采光，组织各班开展预防近

视的班会、主题课，落实眼保健操，加

强户外运动，减少电子作业，等等。更

有部分学校把护眼工作当成学校的一

项课程来做，开展了连续性、系统性的

活动。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以班级为单

位，在每月第二周的周四开设“明眸课

堂”，内容涉及与科学用眼相关的各种

知识，如眼睛的构造、引起视力下降的

原因、眼保健操的正确姿势、合理规范

使用电子产品等。“明眸课堂”上除了

有眼科医生的专业讲解，还有热心家

长的积极参与。“保护青少年视力，要

坚持预防为主。‘明眸课堂’就是通过

开展视力保护宣传教育，培养学生良

好的用眼习惯。”校长陈红亮说。

在遂昌县云峰中心学校，“呵护眼

睛 预防近视”作为一门新课程被列入

该校“做最好的自己”好习惯校本课程

之中。课程设计者周志阳本身是一名

科学教师，因此他就将课程内容设计

成科学实验形式的亲子学习。周志阳

说：“低年级学生年龄小，对防控近视

的很多科学道理理解不透，在好习惯

养成的路上很难坚持，所以亲子学习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杭州滨兴学校教师姚贺国告诉记

者：“开学第一天，我会在班里测试并

登记每一名学生的视力情况，并告知

学生及家长会在学期末进行二次测

评，届时视力将跟各学科成绩以及体

育达标、班级贡献等结合在一起，综合

评定学生本学期表现。”采访中，也有

一些学校表示像杭州滨兴学校一样，

把学生视力保护情况和综合评价挂

钩，以此引起学生和家长的重视。

“在校内抓好防控近视工作，要外

因内因双管齐下。”在绍兴市柯灵小学

校长金华星看来，诸如改善光线情况、

纠正不良写字姿势等外因的确能减少

学生的视力伤害和用眼负担，但回归

生活和身体运行常态的内因同样不可

忽视。“教师还需多引导学生到户外运

动以提高身体素质，多吃水果蔬菜保

证营养均衡，使视力保持原生态的正

常活力，这是保持视力健康的本源。”

寻求资源形成多方合力
“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绝不是学校

在校内单方面努力的事情，更是需要

家长在生活中全程引领和把控的工

程。”正如金华星所说，青少年防控近

视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大工程。

今年2月，浙江省教育厅等九部

门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提出：“实施教卫协同工程，强化学校

与医疗卫生机构联防联控作用；开展

家庭护眼工程，发挥家庭近视防控

关键作用。”目前，我省不少学校已经

踏上了开拓渠道、寻求资源，以期达

成学校、家长、社会三方合力的探索

之路。

本月，江山市城南小学保护“视”

界“家庭挑战30”项目拉开帷幕，内容

是保证连续30天在家不玩手机、不看

电视、不上网玩游戏、不在过强或过暗

的光线下读书、不躺（趴）在床上写字，

做到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等。活

动中，学生的任务是“坚守”，家长的职

责是“鼓劲”并负责每天检查。一年级

学生周咿贝的妈妈说：“自从学校里开

展了挑战行动，小妞积极性很高，时刻

提醒自己看书写字做到规范，还会自

觉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在孩子习惯

养成的起步阶段，这样的家校合作显

得尤其重要。”

“学校寻求多方合力，让学生提高

自己身体素质的同时，也督促转变了

家长的教育观念，还引领全社会力量

来共同关注和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

这为青少年的护眼工程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环境。”浦江县浦阳第二小学教师

费林泉介绍，该校邀请社区、医院近视

防控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健康教育专

题讲座和咨询，同时协同家委会向每

位家长发放“防近视宣传单”，并利用

家长资源开展相关主题对比实验，共

同关注用眼问题。

“这是玻璃体，这是眼膜，这是瞳

孔……”在一家视力健康机构，杭州市

建新小学二年级北极星假日小队的学

生们正在认真地听专业医师的讲解。

他们还拿起专业设备体验了一把“视

光师”的工作，给同行的家长检查了

视力。2013 年，建新小学携手浙江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

华医院）、杭州市拱墅区疾控中心共

建了我省首个医教联手的健康教育

基地——“青少年爱眼健康教育基

地”。此后，三方共同维护青少年视

力健康，探索青少年近视的有效预防

手段。如今，全省越来越多的学校加

入医校结合的队伍中，把社会资源转

化为教学资源。

呵护好双眼，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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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通讯员 王金霞

“我的家乡在凤川翙岗村，村子始建

于三国时期。明朝的刘伯温曾在这里住

过两年，带领村民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地

下水系——水澳，并题写了‘凤翙高岗’

的牌匾，村名就此改为了‘翙岗村’……”

桐庐县凤川初级中学八年级学生李颖

正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家

乡。这是该校最近组织开展的“知家

乡、爱家乡”系列活动中的一幕。

“知家乡、爱家乡”活动源于该校县

级精品课程“我爱我家”的实施。校长

柴春杰介绍，凤川初中的学生主要来自

新合乡和凤川镇两地，那里自古人杰地

灵，乡贤辈出。“新合、凤川经历过上千

年的历史积淀，留存下许多文化印记。

可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家族、家乡文

化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对先人的崇敬之

情也变得越来越淡漠，因此，学校希望

通过‘我爱我家’课程，让学生了解家史

村志，把家国情怀‘种’进学生的心里。”

“我爱我家”课程分为“研村志”“书家

史”“写家训”三大单元，学生在教师指导

下，从新合、凤川两地选择适合的研究对

象，开展地方文化深度考察和探究性学习。

在“研村志”单元中，学生们走出校

门、走进村寨，在了解村史的过程中，更

是收获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我们村的

这幢老房子是当年新四军金萧支队驻

地办公楼，饱受战火……”来自新合革命

老区的七（2）班学生程聪和小伙伴们通

过实地走访等方式，了解当地作为浙东

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根据地的历史。“学

生收集来的故事，既有名人的，也有普

通人的。经过交流，学生不仅对自己的

家乡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且对村史

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同感。”柴春杰说。

“你的家族是什么时候从哪里迁徙

过来的，你的家族中有没有出过杰出人

才？”在“书家史”单元中，该校组织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走访长辈、查阅资料、整

理家史。不少学生都编制出了五代家

族世系图，还专门拍了全家福，在班会

课上把家里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在“写家训”单元中，学生们把家训

写进书法作品、手抄报等进行交流，语

文组教师则利用阅读课时间，组织学生

诵读家训，开展描写家乡诗文的解释与

朗诵比赛。学生以诗文为舟、以声为

桨，畅游家乡，增进了对家乡的情感。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的立身养德之

本，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这样一系列的体

验式活动，旨在以一种学生喜欢的方式

进行多维度的实践探究，在活动中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加深学生对‘家’的理

解，并在对家族和家乡的文化挖掘中，

感受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从而逐步树

立家国情怀。”柴春杰说。

凤川初中：根植家国情怀，从“我爱我家”开始

本报讯（通讯员 吴善进）近日，

青田县伯温中学开展了一场青年教师

示范课展示活动。音乐教师詹娟执教

的《长江之歌》让人眼前一亮。说起专

业成长，詹娟称得益于自己参与了校

本教材的编写。

“我们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校本教

材的编写工作。”校长章荣介绍，校本

教材编写产生的费用由学校全额支

付。同时，设立奖励机制，对参与校本

教材编写的教师在评优、评先等考核

上实行政策倾斜。迄今为止，语文教

师徐赛君已编写出版了包括《刘基读

本》等在内的6本校本教材，总计超过

30万字。

前不久，伯温中学邀请了第三方

进校开展办学水平评估。调查显示，

该校独立编写过两本以上校本教材的

教师占7%，独立编写过一本校本教材

的教师占16%，参与编写过校本教材

的教师占56%。也就是说，该校近八

成教师编写过各种教材。

国家督学、浙江大学教育研究与

评估中心主任方展画说，积极引导、认

真指导教师参与校本教材编写活动，

这不仅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且

是打造特色课程、凝练办学方向的一

条重要途径。

青田一学校八成教师编过教材

日前，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的“小衣匠”们走进布行和
童装加工厂，参观童装生产的工艺流程，并亲身体验制衣
过程。据悉，该校有80％的学生家长从事的工作与童装有
关，学校将童装设计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中，推出了雕版、动
漫等特色项目。

（本报通讯员 丁丽丽 摄）

““小衣匠小衣匠””的制衣体验课的制衣体验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