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1.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责任编辑：林静远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1

E-mail：xysc4@sina.com校园视窗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4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通讯员 吴 晓）近日，

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科学教师陈

可伟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宁波气象

谚语浅释》获得宁波文艺奖。

《宁波气象谚语浅释》是迄今为止

宁波收录气象谚语门类最全、内容最

全面的民间气象谚语书，对研究宁波

气候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

是陈可伟花了8年时间精心搜集1200

余条气象谚语汇编而成的，分为天气

要素、物候物象、农业农事等九大类。

陈可伟有20余年的科学教学经

验，在高桥镇中心小学任教时创建了

红领巾气象站，与当地气象专家联合

编写出版了《气象探秘》教材。

鄞州一科学教师创作气象谚语

□熊丙奇

12 月 2 日，11 岁的
“裸跑弟”何宜德完成自

考专科学业，正式成为一

名大专毕业生。从 3 岁

雪地裸跑到11岁专科毕

业，在其父“鹰爸”何烈胜

的教育下，何宜德“暴风”

成长，创下一系列纪录，

也 受 到 无 数 质 疑 和 批

评。采用何烈胜教育模

式的“鹰爸公学”培训班

也因欠缺资质而停办。

但何烈胜说，儿子的成绩

就是他教育模式的最好

证明。

11 岁通过自考获得

大专毕业证，这样的成绩

能证明其教育成功吗？

可能“鹰爸”还没有搞清

楚什么是教育。教育不

只是考出一纸文凭，而是

要给孩子完整的教育体

验，对于基础教育尤其如

此。以通过自考快速获

得大专、本科文凭，将其

作为一种“育儿”模式，这

种“考文凭”的教育模式

并非个性化的教育探索，

而是对孩子的一种拔苗

助长式的功利教育。这

种教育要不得！

笔者发现，我国有少

数的民间教育实验者，正

把让孩子参加自考获得

文凭，作为其教育实验的

“创新点”。具体操作是，

孩子不去学校上课，就在

培训机构学习自考内容，

然后参加自考。完成所

有规定科目的考试后，获

得自考文凭。这相比完

成学校教育，获得全日制

专科、本科文凭，要缩短

很多年时间。

既然都是获得文凭，那花那么长时

间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就是浪费时

间：这是这些教育实验者坚信不疑的。

他们不但鼓动其他人参与其“教育实

验”，而且还把自己的孩子作为“试验

品”。只从获得文凭的角度看，如此快

速显然是“早出人才”，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迎合了社会某些人的成才观。

民间的教育实验，都以不满体制内

教育为出发点，然而，具体观察这些教

育实验，有不少其实比体制内教育更功

利。近年来，“在家上学”成为一个社会

舆论关注的教育话题。考虑到对教育

的认识各不相同，笔者一直认为，我国

需要对在家上学进行立法，明确界定在

家上学的形式、师资、教学内容、质量评

价等。在美国，有200多万户家庭选择

在家上学，各州要求选择子女在家上学

的父母必须双方或者一方有教师资格，

在家上学的孩子也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各州教育委员会将对在家上学的课程

质量进行评估，达不到要求，孩子必须

回到学校上课。

也就是说，任何个性化的教育探

索，都必须有基本的教育底线，坚持基

本的教育规律。教育的过程是不可逆

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孩子进行实验，

更不能把自己的功利教育观强加到孩

子身上。

□本报记者 舒玲玲

不会剥虾，不会系鞋带，不会包书
皮……有关小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差的

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令人瞠目。这跟

劳动教育的长期缺位有直接关系。

“你只管好好读书，家里的活都不

用你干。”这句很多父母常挂在嘴边的

话，成为当今中小学生疏于劳动的“保

护伞”。换言之，大量课余时间被作业

和补习班占据，学生们连基本的户外

运动时间都得不到保证，更遑论劳

动。“没时间”成为推进劳动教育的又

一“拦路虎”。

可事实当真如此吗？劳动教育与

智育、美育、体育需要相对完整独立的

时间不同，它渗透在日常学习生活的

细枝末节中，无时无处不在。因此，即

便课业负担再重，挤一挤，劳动的时间

总会有的。“要找好载体，通过日常家

务、手工制作、非遗传承、学工学农、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加强劳

动教育。”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重申要将

劳动教育融入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

狠抓劳动教育。

鼓励开展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是

第一位的，要向家长要时间。毕竟，家

庭是最主要的劳动实践场所，开展生

活化的劳动教育才能潜移默化地在学

生心中植入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养

起良好的劳动习惯。云和县梅源中学

要求班主任每周都给学生布置家庭劳

育作业，内容涵盖家务、传统民俗文

化、孝德和职业体验等多方面，学生不

仅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还要将劳动心

得和父母寄语等都记录在劳动成长日

记本上。

海盐县元通小学班主任孙亦华则

常常在家长群中推送劳动主题的文

章，指导家长在家中给孩子设置诸如

扫地、洗碗、倒垃圾等“家务劳动小岗

位”，通过每天打卡等手段，倒逼家长

给孩子创造家务劳动的时间和条件，

进而帮助孩子每半个月掌握一项家务

劳动技能。“当每天为家人盛饭成为我

的劳动小岗位，我才体会到坚持做好

这件小事也不容易。”在每周五晨会课

的“家务劳动岗位活动”阶段性小结时

间里，学生们纷纷发表劳动微感言。

原本枯燥的家务劳动，也因为评价、激

励、展示和反思机制的建立，演变成学

生自我展示的舞台。

强化课程实施中的劳动实践教

育也很重要，要向课堂要时间。一方

面，要保质保量地开足开好劳动教育

课，不仅要传输“劳”的知识与技能，

更要让学生“动”起来。杭州市江干

区早在2015年就将劳动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课程改革体系中，并规定三至

六年级、七至九年级学年总课时数不

少于70课时。濮家小学教育集团从

学生真实生活需求和发展需要出发，

构建起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开发出

“快乐饲养劳动课程”“科学种植探究

课程”“生态循环环保课程”“采摘欣

赏自然课程”“爱心公益感恩课程”五

大课程。依托教学楼顶的“生态农

场”，学生们得以在全真情境中体验

传统的农耕、饲养、采摘和现代化的

灌溉、种植、养殖、加工制作。

另一方面，要注重多学科的融合

创新，强化学科教学的实践应用环

节。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素来

注重挖掘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

该校将农事劳作课程与传统文化课

程、科学常识课程，将家务劳动课程与

思品课程、写作课程，将社会劳动课程

与思政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等加以融

合创新，力争在各学科教学过程中都

能渗透劳动教育的理念。“劳动教育需

要时空，更需要在既有课程时空中的

融合创新。”校长章振乐说，前不久他

还把这一认识写进了长三角新时代劳

动教育20校联盟“富阳共识”中。在

高中学段，今年教育部也提出要确保

劳动教育在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

统编教材中的占比。

拓宽校外劳动实践的平台与路

径，要向研学要时间。11月23日至24

日，首届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学术

研讨会在温州召开，会议专门就如何

更好地将研学旅行与劳动教育相结合

展开了深度研讨。同一时间，温州市

瓦市小学学生前往七都实践基地进行

了为期一天半的研学旅行活动。其

间，学生们不仅自己生火、烧柴、备菜、

翻炒，用土灶完成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还体验了瓯塑、木艺、花艺和烘焙，制

作出自己专属的手工纪念品。不只温

州，我省各地还有不少学校先行先试，

联合乡镇、社区、企业等力量，设计劳

动教育研学旅行路线。如杭州市富阳

区就提出要利用2～3年时间，逐步打

造出100个精品村、1000个示范农户，

在全域范围内推广“新劳动教育”研学

旅行，让学生拥有更多劳动的时间与

机会。

□本报记者 林静远

从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

小学支教结束回绍兴已有1年多了，但绍兴

市越城区塔山中心小学语文教师贺伊娜仍

与那里的教师经常联系。最近，她收到了

民建小学语文教师杨泽燕的求助微信，请

教如何设计学生的朗诵节目。贺伊娜结合

自己的实践，帮她详细设计了方案。

任教22年，贺伊娜因对学生无限的

爱，获得了省师德先进个人、“四川省脱贫

攻坚”奉献奖，更是在今年获得了“全国模

范教师”的称号。

早在2016年，贺伊娜就有在贵州支教

的短暂经历。“那时我就发现大山里的学生

缺少精神食粮，用阅读为他们打开通往世

界的大门，成了我的梦想。”这个梦想，成了

贺伊娜去马边支教的动力。马边彝族自治

县是绍兴市越城区的对口帮扶县，2017年

贺伊娜动员同是教师的丈夫一起参加支

教，并带上了当时就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

民建小学地处偏远山区，学生多为留

守儿童。贺伊娜说：“那时学校正在打造

‘故事课堂’，我借这个机会为学生播下阅

读的‘种子’，丰富他们的心灵世界，为他

们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打造“故事课堂”并非易事。很

多学生基本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贺

伊娜每说一个地方、一件事情，他们都一

脸茫然。为此，她多次结合亲身经历，为

学生带来了生动的“故事课堂”。“随着‘故

事课堂’的深入推进，很多学生不满足于

听故事，他们还想亲身参与。”贺伊娜想方

设法组织各项活动，让“故事课堂”更加吸

引学生。当时，她把每周五下午的语文课

改成“阅读活动课”，推出了课本剧表演、

好书推荐会、猜字谜等。课本剧表演对于

那些大山深处的学生来说是第一次尝试，

他们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为了鼓励山区学生阅读，贺伊娜在支

教那一年为学生讲述了80多个故事，带领

学生背诵了80多首古诗。学校没有图书

角，她自掏腰包买了100套图书。在大量

阅读的基础上，她还鼓励学生每天利用课

前5分钟轮流讲述发生在校园里的学习生

活。那里的学生习作水平薄弱，缺少生活

经历。为此，贺伊娜指导学生观察身边的

人和事。“如果我是游客，来马边体会彝族

年，你该怎么介绍？”支教期间，正逢彝族

年，贺伊娜引导学生写导游词，一下子戳

中了他们熟悉的点。

在民建小学，贺伊娜始终和那里的教

师一起摸索语文阅读的教学经验。她亲自

带徒弟，上示范课，作讲座，为学生设计读

书推荐卡等。她还多次和丈夫深入当地彝

族学校送教下乡，为更多学生推广阅读。

贺伊娜：用阅读浸润山里孩子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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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时间 挤挤就有了

本报讯（通讯员 朱倩男）近

日，地处农村的义乌市义亭镇杭畴

小学42件陶艺作品在浙江展览馆

展出。这些作品以“白墙黑瓦”为主

题，体现了江南民居特色。

义亭镇缸窑村有着近千年的陶

文化，陶艺也成为当地非遗项目。近

年来，学校借助这一资源开发了系列

非遗特色课程，有科学与探究的“陶

研课程”、社会与交往的“陶心课程”、

数学与思维的“陶智课程”、语言与交

流的“陶言课程”等。学校还组织教

师编写了校本陶艺教材《红金泥的畅

想》，并成立了陶艺社团。学校每两

周举行一次陶艺制作活动，邀请陶艺

大师、义乌市非遗传承人为学生授

课。每年举办大型陶艺节，邀请学生

家长共同参与。

义乌一小学开发非遗特色课程

视点第

双林绫绢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近日，湖州
市双林庆同小学学生走进当地绫绢织造技艺实践
基地，在技艺师的指导下，体验这项传统工艺。

（本报通讯员 沈敏敏 摄）

传统手艺来试试

““劳动教育劳动教育，，难在哪难在哪？？””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

2019年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

证的通知》（国新出发〔2019〕39

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

求，我社对申领记者证人员资格

进行严格审核，现将名单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公示期2019年12

月 11 日至 20 日。举报电话：

（0571）87778012，浙江省新闻

出版局电话：（0571）87059317。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项勇义、薛平、楼仲青、周峰、

吴志翔、王东、张莺、言宏、黄轶、

杨利民、池沙洲、黄莉萍、林静远、

汪恒、陈蓓燕、叶青云、李平、余江

燕、朱丹、胡梦甜、武怡晗、于佳、

徐文珍、金澜、苏小兰、邵焕荣、曹

可可、舒玲玲、季颖、杨志刚、王亚

文、刘丹丹、蔡寅霁、马丹一、王英

玺、俞沁、刘育志、方柔嘉、毛夷

萍、汪元、袁军、金仲儿、顾葆春、

张利利、范德清、翁建平、毛迪、杨

倩、徐寅超、朱诗琪、许淑瑶、史

申、钱梦佳、王星鹭、吕国才、郑益

民、吾斌、林琼、丁耀、杨峭立、高

亦平、张丹、叶恬恬、柴芸、徐佳

梅、陈倩、贺辉艳、姜辉、任芳、管

旭、张明炯、韩康倩、汪晴初、何红

丽、黄琦、夏赛元、方良娟、胡金

标、马少峰、赵冠萌、赵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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