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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通讯员 徐 波）
土豆大丰收、抗旱保苗提水、我

爱报菜名……在“六一”儿童节

来临前，地处山区的浦江县花桥

乡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学生农

运会。

为了让学生学习农耕知识，

感受劳作的不易，近年来学校

每年都会举行农运会。农运会上

的很多项目灵感来源于生活，

比如“独轮车运水”，农村里纵

横交错的田垄很多，要用独轮车

运送农作物。入场式中，学生会

身穿自制的代表各种农副产品

的服装，有的班级还结合二十

四节气内容设计服饰，让学生

在懂得农耕知识的同时，接受

传统文化的熏陶。学校还自编

了一套源于生产劳动的蔬菜操，

农运会更有趣味，也更受学生

欢迎。

寿昌二小打造
“航空科技活动馆”

本报讯（通讯员 李 敏 宁文武）近日，建德

市寿昌第二小学科学教师叶丽琰在校内的“航空

科技活动馆”里为学生讲解飞机结构、飞行原理和

中国航空发展史。

2017年，学校依托寿昌镇航空小镇建设，打

造了“航空科技活动馆”，分“航空科技活动室”

“航空科技文化展厅”“航空科技科普室”，总面积

达220平方米。在这里，学生可以参观航空发展

史，学习航空科学知识，还可以动手制作、操作航

空模型。

借助该馆，学校把航模训练引入课堂，自主开

发《七彩航空梦》校本教材，建设“七彩航模”特色

课程。学校成立了航模社团，定期开展活动和航

模训练，每年5月，都要举办航空科技节。同时，

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校外航模竞赛活动。

□本报记者 林静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歌唱活动“我和我的祖国”

正在各地火热举行。地处城郊接合部

的海宁市狮岭学校也紧锣密鼓地策划

了为祖国70周年献礼的活动，他们将

在“六一”儿童节当天以深受学生喜爱

的形式开展“阅读红色经典加歌咏”快

闪，和当地市民一起祝福祖国。学生

还将“画画我的上学路”“画画我家的

新房子”，感受乡村变化。所有的活

动，学校都将拍成微电影，让一届又一

届的学生穿越时空，了解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发生的巨变。

像海宁市狮岭学校一样，当下我

省很多中小学积极组织各类喜闻乐

见的活动，让学生以不同形式来祝福

祖国，感受70年来的沧桑巨变。日

前，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

庆祝201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

合通知》要求，要在少年儿童中唱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让广大

少年儿童共享祖国的荣光、感受生活

的美好。祝福祖国，感受变迁是宏大

的话题，如何让学生以自己的视角去

发现？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柯孔

标建议：“现在的学生离新中国成立

时的那段历史很遥远，学校应让他们

从身边的生活中感受祖国变迁，激发

爱国情怀。”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是瑞安人，今

年瑞安将打造国旗博物馆，献礼国

庆。结合这一特色，作为曾联松的母

校，瑞安市实验小学副校长蔡建平介

绍，这段时间，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

正在排练一场《曾联松和国旗的故事》

舞台剧，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国旗有

关的人和事，了解国旗的来历和意

义。该校早在2016年就开设了国旗

拓展性课程，并成立了国旗班和国旗

护卫队。每年国庆，学校都会举行隆

重的庆祝活动，他们曾举办过以“红领

巾跟着国旗一起飘扬”为主题的纪念

曾联松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学生

设计国旗主题黑板报，参加市级国旗

主题队会等。

在祝福祖国的同时，我省各中小

学校把目光瞄准在让学生感受祖国变

迁上，让他们从不同角度寻找和发现

祖国70年的变迁。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老物

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古董”，

但在校长们看来，每个老物件背后都有

一段故事。为了让学生从中感受生活

变迁，今年我省一些中小学校别出心裁

地设计了一系列寻访老物件活动。这

个月，杭州学军中学策划了“新中国 老

物件”展，并联合西湖博物馆进行为期

2个月的展出。展览开幕式当天，不少

学生当起了现场讲解员。高一学生褚

思齐为游客介绍了自家的钟表箱，她

说：“这是我太公留下的钟表箱，他加

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走街串巷修

钟表，后来我的外公也跟着学会了这

门手艺。改革开放后，外公放弃国营

企业员工的身份，辞职下海在小镇上

开了家钟表店，成为镇上最早的个体

户，也成了镇上最早的‘万元户’之

一。”一只钟表箱见证了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师金丽君

说：“学生共搜集了500份老物件，我

们把在不同时期的同一类物品串联在

一起，让学生从中深入了解国家的发

展历史和社会变迁。”

此外，各地各校也纷纷组织学生设

计创作各式各样的作品，以生活中的所

见所闻为元素，通过摄影、诗歌、绘画、

舞蹈等形式反映各行各业的变迁。

这个月，缙云县一场以“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中小学生美

术书法现场比赛火热举行，内容包括

绘画、书法、立体造型等5个大项。比

赛现场，全县各校的1850余名选手借

助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围绕“我心

中的祖国”“发现家之美”“70周年巨

变”等内容进行创作。

衢州高级中学近日以一场设计邮

票活动拉开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序幕。教师拍摄了衢州现代化标

志建筑、风景名胜等照片，结合衢州

“建设城市美丽大花园”这一热点，组

织学生设计邮票。衢时代未来大厦是

阿里巴巴分部，高一学生余以薰把大

厦设计到了邮票上，还有学生设计了

衢州的网红桥，一头连接衢州新城，一

头连接古城，反映了衢州的发展。

松阳县民族中学则创作了小品

《老刘、大刘和小刘》，以三代人的读书

经历，反映教育事业的发展。松阳是

经济欠发达县，解放初期，老刘就读的

学校是村祠堂，教师是城里读过书的

村民；上世纪80年代，大刘读书时，学

校盖起了砖瓦房，教师是大学生；现

在，小刘读书的学校则是钢筋混凝土

建造的，学校还为他们配上了电子白

板等信息技术设备。

□朱建人

给初中教育尤其是公

办初中教育“壮腰”已渐成

当下热点，诸多县市积极

响应，渐次开出“壮腰”处

方。然而，浏览媒体的相

关报道，却又令人心生疑

虑，对许多“壮腰”处方颇

不以为然。

“壮腰”者，非“粗腰”

或捆绑“腰托”也。其旨趣

全在“固本补气益精”。然

时下不少“壮腰”行动实功

虚做，架势很大，腔调很

足，却少有针对性。

察看时下较为常见的

初中教育“壮腰”处方，主

要是扩容城镇初中教育、

名校集团化办学捆绑考

核、农村薄弱初中“委托管

理”、高校或外地名校联姻

本土学校等。其基本用意

大致为扩大优质初中教育

资源覆盖面。然据笔者之

见，此类举措大多以“粗

腰”立意，虽从表征上看，

似乎不乏收立竿见影之

“强大”速效，却难免有“虚

胖”之意，于实际“壮腰”并

无多少实际效用，甚至可

能适得其反。

要开出“壮腰”的有效

处方，则须从明了“虚腰”

之成因为问题导向。窃以

为，时下初中教育普遍“腰虚”是由初中

教育愈演愈烈的生态失衡所致。在追

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语境之下，初

中教育则是欠公平且低质量的重灾

区。其“欠公平”主要表现在不同学校

办学的起点、条件、师资乃至政策上的

诸多差距，导致占比最多的大量公办初

中尤其是农村初中办学的信心日渐不

足，陷入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下滑的怪

圈。这个问题在重点高中的录取率方

面得到了最为直接的印证。在内行人

看来，此等问题的解决是万不可以用外

部包装的“强大”来搪塞的，而须以各所

学校自身所需为导向，通过有针对性的

调理滋补，在“固本补气益精”上用足功

夫，方能够日渐强壮起来。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乃

教育之本！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确保教育公平的落实到位，以办好每一

所学校为地方政府的首要责任，以为广

大教师提供自我发展的良好环境为支

持系统，通过宏观政策调控，逐渐改善

初中教育的生态，切实提振面广量大的

初中学校教师的职业信心和教育信念，

使他们真切地获得对教育职业的自我

认同感、获得感与成就感，是当下初中

教育“壮腰”的要旨所在。在此基础上，

辅诸努力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积极为

教师提供较为通畅的专业发展通道等

“补气益精”的种种举措，则“壮腰”收效

之日不远矣。

□本报实习记者 费静怡

四五个学生一个小组，正围着圆桌

捣鼓一个垂直种植的框架模型，一会儿

站起来，一会儿走动两步，讨论到激烈

之处便高声争论起来。甚至教师也湮

没在了学生中，不在讲台，而在一个个

小组之间，和学生一起讨论、研究。

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湖州市第二中

学高一创新班STEAM“垂直农场”的

课堂上。乍一看似乎有些“乱糟糟”的，

但师生们却沉浸、享受其中，感受着思

维碰撞的美妙火花。“这就是STEAM

教育的一个特色。”湖州二中STEAM

中心负责人忻森介绍，“STEAM教育

就是要打破教师上课、学生听课的传统

模式，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自己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自2018年2月起，湖州二中正式推

出STEAM特色课程，成为浙江省最早

实施 STEAM 课程的高中学校之一。

2018年 4月，学校由浙江省推荐成为

“中国STEM教育2029行动计划”种子

学校。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湖州二中

STEAM教育进展迅速，在刚刚过去的

4月，被省教育厅确立为“浙江省中小学

STEAM教育项目培育学校”。

“奇妙的仿生学”“垂直农场”“机器

人月球漫步”，学校为2018级创新班学

生开设了3门STEAM课程。光听课程

名称就很有趣，上起来自然也和传统课

程不一样。与其说这是3门课程，不如

说是3个项目，每个项目花费8~10周

的时间来完成，每周一次课，每次课连

上90分钟。以“垂直农场”为例，学生

将探索人口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问

题，在虚拟的地方“绿色小城”设计并制

作一个垂直农场的模型。整个过程中，

不仅要学习重力与质量的关系、压力与

压强的关系，还有光在均匀介质中的

传播特性、光合作用等知识，综合了物

理、数学、生物等多门学科。在课程最

后，学生们将完成一个自主设计的农

业工程并展示垂直农场的设计理念和

流程。

涉及这么多学科，一位教师上得过

来吗？为解决这一问题，湖州二中通过

推荐人选、学校组成专家组进行综合考

评的方式，组建了一支由15位教师组

成的 STEAM 课程团队，包含语、数、

外、理、化、生、地、信息、通用、艺术等多

个学科。“有时候，同一堂课，会有两三

位老师一起上。”忻森说。

学校还专门打造了一个“STEAM

科创中心”，配合STEAM教育的开展，

中心主要由一个主场馆和两间独立的

机器人实验室组成。主场馆设计为开

放式格局，划分为垂直农场授课区、机

器人课程授课区、仿生学授课区以及电

子查阅室、成果展示区等。两间独立的

机器人实验室，可分别开展FGC、水中

机器人等科创类机器人教育活动。

“小组的氛围超棒，提出的意见会

被认真讨论，被采纳的时候有一种被重

视的感觉。”谈起STEAM课程的体验，

高一（1）班学生陈炫阳说。开学第一

周，班里的同学能对上号的只有十来个

人，而以STEAM团队合作的方式，一

下子拉近了她和其他同学的距离。

作为STEAM课程团队的15位教

师之一，冯方荣感受最深的是开展

STEAM教育以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

提高，“下午三点下课，到了四五点还没

回家，家长打电话来问。我一看，原来

他们还在机器人实验室里编程！甚至

有学生因为程序没编完，把实验室的电

脑直接背回家继续编。”

目前，湖州二中的STEAM教育覆

盖范围仍然较小，仅局限于高一年级的

4个创新班。“但下一步，我们计划推动

STEAM教育的理念常态化，让‘STEAM’

成为校园里的一个高频词汇；课程完善

化，通过引进校外课程资源、整合开发

现有资源、创新发展更多课程，进一步

完善和丰富 STEAM 课程；硬件专业

化，进一步完善专业场馆建设和物料选

配与采集；教学常规化，在具备合理课

程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在高中3个年级

逐步推开，让STEAM课程成为常规课

程，成为学生心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

程；评价系统化，进一步完善STEAM

的评价体系。”忻森介绍。

初
中
﹃
壮
腰
﹄
，﹃
固
本
﹄
为
重

15位教师同上3门课程

湖州二中开发STEAM特色课程

祝福祖国 感受变迁
我省各中小学积极开展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组装乐高积木，观赏VR实景影像，欣赏3D电影……每天
下午，缙云县新建小学学生都会在该校的“马云乡村少年宫”
里玩得不亦乐乎。该少年宫是由马云公益基金会捐赠的，分
乐高积木园、VR演示厅、3D影厅三个活动室，为学生提供不同
于传统形式的科技活动内容，让他们的童年生活更加精彩。
图为学生在体验VR。

（本报通讯员 杜益杰 姚锦萍 摄）

乡村少年宫里欢乐多

独具特色的京剧脸谱风筝、几十米长的双龙风
筝……近日，德清县莫干山镇中心学校举行首届风
筝节，特邀当地“江南风筝王”张志刚老人及他的团
队指导学生制作风筝。

（本报通讯员 杨斌英 摄）

山区学校的农运会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