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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 波

“校园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学生

遇到教师或访客，会主动侧身让行并敬

礼问好……”一直以来，来宁波市镇海

区精英小学访问交流的客人们，总不忘

为该校学生的文明行为点赞。该校学

生几乎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进校

时多数内向自卑、行为习惯不佳到后来

一个个变得热忱有礼、自信大方，校长

马虹亚表示，这得益于该校坚持近16

年的礼仪教育。

2003年起，学校把礼仪教育作为

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礼仪教育的

1.0版本就此拉开了序幕。学校建立了

“大眼睛在行动”礼仪岗位，让学生用手

中的DV机记录发生在校园角角落落

的事情，既把文明细节放大，也捕捉不

文明行为，并在每月最后一周的“文明

礼仪行为展示周”主题班队课上播放相

关的内容，全校师生共同观看讨论。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到礼仪的

价值，教师专门带学生到企业前台，观

察接线员接电话时的礼貌问候；带学生

到商场，观察导购员的周到服务……

“我觉得在校园里活动，出声要轻一

点。”“同学之间说话要礼貌，远离粗

鲁。”“父母为我们付出很多，我们要对

他们多一点体贴。”在该校的“七嘴八

舌”话礼仪论坛上，学生们用自己的眼

光去看待校园和家庭生活中的行为规

范，争做“知礼行礼”的好学生。

慢慢地，学生的行为习惯有了很大

的变化，并且做到了校内校外一个样。

“有一次在金秋菊展期间，我和礼仪督

查队的学生去现场，发现我校学生个个

彬彬有礼；在展览会的小吃一条街上，

也找不到我校任何一个学生乱扔零食

包装袋或包装盒的现象。”说起礼仪教

育给学生带来的变化，该校学生工作负

责人陈晓娜非常有感触。

从2006年起，该校把礼仪教育作

为课程来开发和实施，礼仪教育进入

了2.0版本。经过3年的实践和探索，

2009年精英小学编写了《礼仪漫话——

小学生文明礼仪知识读本》。全书采

用四格漫画的形式，以眼睛文、QQ

明、张小仪、礼妞妞这4个卡通人物作

为礼仪教育“形象大使”，并配以“礼仪

导航”“礼仪链接”“试试吧”等栏目，形

象地阐述了文明礼仪的基本原理，介

绍了小学生在校园学习、家庭生活、社

会交往等方面50多个具体场景的礼

仪规范。学校还依据书中内容，录制

了不少生动形象的微视频，供学生在

课堂上观看。在此基础上，该校还把

礼仪教育与学校开设的职业体验课程

整合，与各类小岗位建设整合，让学生

在校内体验警察、医生、记者等不同职

业的礼仪规范。

2016年9月，精英小学作为镇海

区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重新审视了

礼仪教育的目标，进入了礼仪教育的

3.0版本。“我们学校的礼仪教育不再

局限于一种规则，而是基于学生的一

种修养，重在自省与内化，把礼仪融入

对社会的了解中，并和节气结合在一

起，创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四季·毓

礼’礼仪教育体系。”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高丹说。“四季·毓礼”主题活动，按

照季节串联成春诵、夏弦、秋实、冬蕴

四大板块，又以开季礼、我们的节日、

节气追踪等形成网状纵横结构,对应

“爱、孝、诚、善”等传统美德、二十四节

气文化、地方特色等，着力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梁 好

此前，湖北省黄冈中

学校长何兰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不赞赏

家长天天辅导孩子做作

业，“学习是有规律的，

有时候不恰当的辅导反

而会耽误了孩子学习。

实际上，家长更应该在

活动中、运动中与孩子

建 立 起 良 好 的 亲 情 关

系。孩子阳光了，学习

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校长的这番话说

得真好。学习是孩子自

己的事，学习也仅仅是孩

子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非

生活的全部，让孩子快乐

地生活、幸福地成长才是

家长更重要的责任。然

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

很骨感，现实中又有几个

家长能够坦然地面对孩

子的学习呢？

当下，家长辅导孩子

学习已经成为常态，有关

辅导孩子做作业导致家

长发病住院的报道也是

屡见不鲜。学习已不仅

仅是孩子的事，而成了家

长最重要的事，是家庭的

头等大事。为了孩子的

学习，家长不惜牺牲自己

的业余时间，全程陪读，

监管孩子做作业，全科目

辅导孩子学习。

孩子的教育需要陪

伴，但是，陪伴却并不等

同于辅导学习。“古之学

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

学习本来就是自己的事，

是为了内心的成长与自

身的发展，是个人的自我

修炼，而非来自外界的诱惑或压力。家长

辅导孩子学习，终究是一种外压式辅导，

如果学习动力来自于外界、缺乏内驱力，

这样的学习便如同是附加在自身之上的

负担，没有半点乐趣可言。即使孩子在家

长的辅导下顺利完成作业，也很难体验到

独自探索的快乐感与幸福感。久而久之，

孩子便滋生依赖心理，遇到困难不去思

考，只等家长来解决，即使作业或学习上

出现一定问题，也不会把症结归因在自己

身上，而是抱怨家长不负责、辅导不到位，

如此，便也失去了学习的本意。

再者，家长毕竟是家长，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教育学、心理学训练，其教育方式

方法难免带有个人的印迹，任由自己的

性子来，以至于常常火冒三丈、七窍生

烟，控制不了自身的情绪，带来不必要的

矛盾与冲突，非但不利于孩子的学习，而

且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不利于家庭的

和睦与团结。

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无论对于家长，

还是对于学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却不是一句“放下”那么

简单。要真正让家长放下，只有先转变教

育评价机制，优化学生之间的竞争氛围，

使得家长彻底放下心理负担，消除焦虑。

这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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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影视教育进入中小学，课程怎么

开，资源如何选……2018年12月，教

育部联合中宣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

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

用3～5年时间，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

基本普及，形式多样、资源丰富、常态

开展的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机制基本

建立……”一时间，影视教育成了中小

学创新美育载体的新热点。

4月20日，第一届“中小学影视戏

剧教育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

众多影视研究及教学专家、中小学校

长和一线教师就如何推进影视教育落

地，各抒己见。

德育为先，美育为重
两部委下发的指导意见中提出：

“利用优秀影片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

育，是加强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丰富中小

学育人手段的重要举措。”这表明，影

视教育进入中小学后，应该把其德育

作用放在首位。

“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仍处于教

育启蒙阶段，影视信息的多元化与两

面性既可以促进青少年形成正确价值

观，也可能使其迷失价值观。”教育部

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周星表示，当前中小学生接收信

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影视，因此引

导学生学会辨别良莠不齐的影视资

源，学会从优秀高雅的艺术中汲取养

分是迫在眉睫的。

目前中小学校园影视教育，多以

拓展课程和社团活动的形式存在，内

容通常是欣赏影片、写影评之类。浙

师大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余韬

说，其实学校把学生自编自导的课本

剧、情景剧等录下来，也是很好的影视

教育资源。“学校可以建立影视德育资

源库，通过影视表达，不仅能促使学生

思考自身道德问题，增加他们对道德

的认知，同时还可以让他们在创作和

饰演剧中角色时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和道德信念。”

东阳市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长厉岗玲就从影视教育中深深感受

到了学生的变化。“开发影视课程，

一定要顺应学生的成长需求。”厉岗

玲说，影视教育的开放性、综合性、

表现力、感染力等是其他传统课程

所无法替代的。“一些学科方面表现

平平的学生，在影视表演的舞台上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令人刮目相

看。这些农村学生在接受影视教育

后，综合素养得以提高，变得更自信

和阳光了。”

作为艺术类学科之一，影视教育

的美育功能同样不容忽视。“针对青少

年的影视创作需要指向人的内心美好

的一面，指向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和

价值。”周星说，对于适合青少年接受

的影视作品，重要的不在于概念如何

“正确”，而在于视听表现的感染力能

够触动人心，从而让学生从直观感知

引起审美升华。

“常去影院会发现两种情况，一种

是家长带孩子看一些家长喜欢的电

影，孩子并不喜欢；还有一种是孩子自

己选择电影，看得都是一些爆米花大

片或流量偶像剧。所以我想通过一系

列电影课程，让学生明白什么样的电

影是好电影，他们这样的年纪应该看

怎样的电影。”瑞安市虹桥路小学光影

播课导师姚锦燕说。

融合共享，因地制宜
“影视教育进入中小学，并不是要

求各校开出多少门课程，而是要懂得

把影视与学校现有的各门学科相融

合。一方面，学科教学能承载影视元

素，传播影视教育；另一方面，学科教

学能依托影视教育，实现资源共享，两

者相互促进。”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

协调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电影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克明说。

那么，中小学影视教育与基础学

科如何有效对接呢？广东财经大学教

授傅明根建议从给学生普及电影基础

知识开始，培养学生的视觉感、影像

感，同时教师在课堂上可以用光影、色

彩等表现手法展现学科知识，把课堂

的知识性与电影语言的趣味性、游戏

性结合起来。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有一门非常受

学生欢迎的课，叫“电影遇见书”。指

导教师邓夏秋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儿

童电影文化课程的研究和开发，让电

影进入课堂。“我的电影课里有观影，

有阅读，还有表演。比如当学生们学

完《临死前的严监生》这篇课文时，我

会在课堂中给学生放吝啬鬼系列电

影《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等

片段。”2016年，“电影遇见书”课程

之花开到了偏远山区及全国多地。

温州市 3家“漫游未来”影院成了邓

夏秋团队长期的合作伙伴，专业的观

影环境让电影课更多了份仪式感。

“电影遇见书”课程让学生将电影与

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联合起

来。“以电影为媒介，让学生实现跨学

科学习。”邓夏秋说。

“各地各校需因地制宜，发挥办学

特色，创造性地开展影视教育工作。”

厉岗玲认为，横店小学教育集团影视

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它得天

独厚的地理资源——毗邻有“东方好

莱坞”美誉的横店影视城。学校探索

出一套多样化、混合型的影视素养综

合教育体系，涵盖课程教学、兴趣社团

和课外活动多个方面，内容包括看、

评、拍等各个领域。一年一度的全校

师生角色扮演踩街游行更是成了当地

一道风景。

推动影视教育，以优秀艺术浸润童心

视点第

余杭实验中学
“国学博闻课”开讲

本报讯（通讯员 乔星峰）“同学们，你能解读颜氏

家训的精神密码吗？在今天，重建家训文化还有没有可

能？”由杭州市余杭实验中学师生创编的以“学习家风家

训，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博闻30分”国学系列课程

近期在该校校园电视台开播。

语文教师柳剑是此次草根式“实中讲坛”的主讲人，他

开讲的题目是“精神门楣：传统家训的价值导向”，从孔子

教子的庭训导入，说“家”释“训”解字入题；列举6部中国古

代经典家训，解读家训家规中的文字符号和精神密码，让

学生感悟良好的家风对人成长的促进作用。

该课程根据《语文课程标准》倡导的“学习任务群”

中的主题式学习理念，借助信息化和数字技术手段，以

项目式课程为主要学习方式，加强学科融合和课程资源

的统整，力求文本研习与课外拓展阅读相融合，与学生

鲜活的时代生活相融合。据悉，该校推出的“博闻30

分”课程每月播出一期，由本校教师自主开发并担任主

讲人，节目编导和后期制作均由学生合作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金梦旖
许建萍）“敬爱的党支部，这是

我近期的思想汇报，请组织查

阅！”近日，88岁高龄的退休党

员教师徐景璠又一次向所在的

东阳市吴宁镇第三初级中学党

支部提交了这样一份申请。这

是他退休以来连续第 28 年向

组织递交思想汇报。

徐景璠出生于 1932 年 12

月，1955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至今已有 64 年的党龄。

1992年退休后，组织关系挂靠

到吴宁三中党支部，之后每年他

都会向吴宁三中党支部寄来

当年的思想汇报，并总是提前

预交两年党费。近年，徐景璠

重病在身，但即便如此，也从

未停止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思

想方针政策，以及了解当前的

国家形势和动态。每次学习

完后，他总要动笔记录，联系

自身实际写下学习体会，从社

会事件到亲友相处，从党民关

系到家国理想，徐景璠用他

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老党员

形象”。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有个藏有218种动物标本的
红领巾“动物世界”标本馆，学生们不出校门，就能了解多
种动物的习性。 （本报通讯员 俞明德 摄）

近日，缙云县碧川小学开展“弘扬浙西南
革命精神歌曲”大家唱活动，上千名少先队员
共唱《歌唱祖国》，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同
呼“祖国我爱你”，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
最诚挚的祝福。

（本报通讯员 杜益杰 朱敏碧 摄）

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明礼”三部曲

退休后坚持28年写思想汇报

少先队员快闪少先队员快闪《《歌唱祖国歌唱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