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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熊丙奇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

见》要求，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

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紧密结合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

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

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

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什么要加强劳动教育？《意

见》解释：“近年来青少年中出现了不

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

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

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

弱化。”但仍有部分人认为，脑力劳动

也是劳动，学生好好学习，不也是爱

劳动吗？这是对劳动教育的狭隘理

解。劳动教育不只是让学生从事力

所能及的“体力活”，更重要的是培养

学生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形

成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

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根源在

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价值观出了偏

差。近年来，有的家长不让孩子做任

何家务，替孩子包办了除学习之外的

一切，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全身心

投入学习；另一方面，有的家长认为，

这可以促进孩子树立成为“精英人

才”的理想。此外，从幼儿园到小学、

初中、高中，孩子们一直“被教育”，不

好好学习，今后就会去当环卫工人、

服务员等。潜移默化中，学生们就嫌

弃劳动，不尊重普通劳动者。

正因此，带来了一系列教育问

题：尽管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

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却不待见，如

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中职学

校，一再要求提高普通高中录取率；

很多高职、高专学校不安于职业教育

定位，而是想提升层次，以学历为导

向办学；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已接近

900万，尽管就业形势严峻，但依然有

相当数量的学生“有业不就”，原因是

看不起普通劳动岗位。

培养每个学生成为合格的普通

劳动者，这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的基本职责。加强劳动教

育，如果仅仅被理解为给学生布置一

些劳动作业、开设劳动课程，而不从

根本上转变教育价值观，那么，劳动

作业会被视为学生的负担，劳动课程

也会流于形式。

形成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需要

在教育普及化时代摆脱“精英情结”，

不能再把教育、学校、职业等级化。

我国有句俗语称，“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这里的“人上人”，就是人才等级化的陈

旧人才观。随着生活条件变好，不少家长不愿意让

孩子吃苦，创造条件让孩子“高人一等”。

其次，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切实破除“唯分

数”“唯升学”“唯学历”等不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

在片面强调分数、学历的教育环境中，教育价值观

无法得到改变。近年来，一些教育人士认为抓好学

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在施行素质教育，因为在提高

学习成绩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吃苦精神和坚强

意志，智育也就涵盖了德育、体育、劳育、美育，或者

说起到了与这些教育同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粉

饰“智育至上”，而不是真正的“五育”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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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陪伴”，为家长育儿
提供在线支持
□本报通讯员 陆 荣

“亲爱的宝贝，好久不见！你好吗？”听着久违的

声音、看着熟悉的脸庞，温州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锦

东园区中二班的“云聚会”又开始了。近日，该园各班

教师定期与幼儿进行视频通话，在与幼儿共叙宅家生

活的同时，指导家长科学育儿。

“疫情期间，居家生活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来说，既

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挑战。”

园长陈娴介绍，近段时间，该园在做好校园疫情防控

的同时，着眼于家园共育工作，通过线上家访、线上教

研、线上陪伴等不同方式形成家园合力。

自2月10日以来，该园陆续对幼儿进行了线上家

访，家访率达100％。为使线上家访做到有序、有效，

该园事先召集教师们开展了线上家访研讨会，根据疫

情防控的要求，以及不同幼儿的家庭情况、个性特点

拟订具体方案。同时，该园还向家长们发放了“线上

家访告知书”，指导家长做好孩子每日的“体温两测”

与健康汇报等工作，为孩子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疫情也是社会生活赋予幼儿的最好教材，该园

教师团队近一个月来围绕“疫情”主题，多次开展线

上教研活动，挖掘适合幼儿的宅家主题活动。经过

问卷调查和相关资料收集，该园逐步生成了小、中、

大三个年龄段的主题活动，如小班主题为“冠状病毒

我知道”，让幼儿认识新冠病毒，进而尊重自然；中班

主题为“防疫小勇士”，让幼儿掌握防疫知识；大班主

题为“中国加油”，让幼儿了解国家抗“疫”举措，激发

爱国主义情怀。

尚未开学，家庭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阵地。该园在

网络平台上推出了一系列服务活动，向全园家长推送

优质育儿资源，如防疫知识介绍、绘本阅读推荐、科学

观察实验、体育游戏锻炼等。

此外，该园还针对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实施

专项陪伴计划。在摸排幼儿信息后，教师们制定了个

案陪伴成长计划。各班班主任还通过“云陪伴”方式，

了解幼儿的在家情绪、一日生活状态等。

□本报实习记者 秦钰阳

“疫情无国界，抗‘疫’有真情。致

敬每一位前线的医护人员……”上个

月，杭州市建兰中学810班的学生专门

为杭州赴鄂医疗队录制了一个视频。3

月初，这份特殊的心意通过网络传递给

了远在700公里外抗“疫”的白衣战士

们。如今，这些白衣战士中的大部分已

经平安归来，而这个视频也成为他们那

段抗“疫”日子中的珍贵记忆。

疫情暴发之初，810班学生陈怀瑜

的妈妈就一直奔波在抗“疫”工作前

线。在妈妈的影响下，陈怀瑜一直积极

筹划着通过网络为身在武汉疫情一线

的医护人员们加油。“我们班上以及学

校里有不少家长一直在前线加班加点，

我们何不向白衣战士们表达一下自己

的心意？”作为班长，她在征求了班主任

祝海燕和同学们的意见后，决定以全员

参与网络视频录制的方式，为医护人员

们献上自己的问候与祝福。

于是，在陈怀瑜的带领下，班上各

个学习小组分头行动，每个学生各自在

家录制了两秒钟的祝福视频。别小看

这两秒钟，全班学生组合起来却是一个

不短的视频了。每个学生都绞尽脑汁，

有人“秀”英语，有人写书法……大家希

望能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最真挚的

祝福。比如，仅是短短一句“凯旋”，班

上的刘庭秀就录制了好几遍。在学生

们眼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而

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祝福；这也不仅仅是

45个人的声音，还是全年级、全学校、全

杭州的声音。

5天后，这个饱含心意的视频完成

了。“希望这个小小的举动，能给医护人

员们带去一点点温暖，让他们知道有很

多人都在默默地支持他们。”祝海燕说。

令学生们意外的是，这份祝福得到

了回应。浙江省首批援鄂医疗队代表、

浙江医院ICU主任助理胡伟航特地为

他们拍摄了一段感谢视频。视频里，这

位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医生身穿厚

厚的防护服，讲述援鄂医生们的情况：

“我们的工作很顺利，截至目前已经抢

救了100名危重症病人，其中有70名顺

利出院了。”从胡医生口中听到这样的

好消息，学生们感到既兴奋又自豪。“看

到一线医护人员在百忙中回复我们，我

感受到，这份微不足道的努力有了最大

的价值和意义。”学生周奕娴说。

同样地，杭州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队长、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邓旻

也发来了回复，他特地做了PPT，写下

了自己的心里话。“温暖的是，你们彰显

了稚嫩的脸上透露着的牵挂与关心；欣

慰的是，你们彰显了‘少年强则国强’的

坚毅。”感谢之余，邓旻还对学生们寄予

了厚望，“你们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你

们要好好学习，团结友爱，强健体魄，早

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飞
章 麒）近日，宁海县西店镇中

心小学教师陈肖敏把自己创

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到了全

国的网络课程平台上，并以直

播的方式为学生们呈现了一

堂小说导写课。据了解，她以

笔名“肖米”写下的《熊本快乐

成长日记》系列小说将于4月

底正式出版发行。

陈肖敏是宁海县小学教

师群体中的新生力量，担任语

文与英语两门学科的教学工

作。平时，她细心记录班级学

生学习与生活中的点滴成长，

并以学生为原型、以班级故事

为素材创作系列小说《熊本快

乐成长日记》。起初，她只是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

幽默的文风、扣人心弦的故

事，让孩子们爱不释手。她介

绍，《熊本快乐成长日记》系列

小说包含《我们这一家》《爸爸

的秘密》《你好，流浪狗》3本著

作，一经出版便被列选为云南

省中小学生2020年暑假推荐

阅读书目。她透露，《熊本快

乐成长日记》将会有第二系列

和第三系列，目前正在创作之

中。身为英语教师，陈肖敏还

尝试把捷克儿童文学作家艾

德里安的小说《格尔达之寻找

天堂湾》《格尔达之未完成的

歌谣》翻译成中文。

去年，陈肖敏的创作故事

引起了当地师生的关注，于是她

走进部分学校开展了创作经验

分享和导读活动。最近，她又成

为当地一家广播电台的特邀嘉

宾，每周四晚上与家长、孩子分

享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并讲述

自己教育生涯中的一些故事。

宁海一教师为学生创作系列小说

从杭州出发，一份跨越700公里的祝福

□本报记者 朱 丹

3月30日是我国第25个“全国

中小学生（幼儿）安全教育日”。然

而，今年的“安全教育日”如此与众

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

我国大多数学校尚未复课。在这样

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及

幼儿园开始聚焦公共卫生安全，联

合家庭、社会共同探索不同形式的

安全教育活动。

多方关注
公共卫生安全意识亟待提升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公

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公共卫生安

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普及公共卫生

预防和应对知识，重在培养学生的

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启发

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

3月1日，上海市《公共安全教

育第一课》邀请了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他

通过幽默的专业解析，向学生们讲

述“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如何对

抗新型冠状病毒”等防疫知识。在

这堂课中，公共卫生安全成为他和

其他专家共同关注的核心。张文宏

强调，一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需要从

每个人做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预防公共卫生问题的发生。

“其实，中小学教育已经进行过

多次诸如‘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

‘不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等基于概念

的教学，却几乎无效。”华东师范大

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崔

允漷也指出，今后不仅要注重培养

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还要将“学会

健康生活”纳入学生核心素养培养

之中。

“学生们在疫情之初的表现足

以让我们意识到，过去学校对公共

卫生知识的普及是不到位的。”慈溪

市观海卫镇卫山学校德育处主任王

永生认为，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教育

势在必行，唯有人人具备卫生安全

意识，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才

有可能保护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

“教育部门或学校不妨邀请有关专

家编制公共卫生安全教育教材，并

将其作为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内容之

一。”他建议。

强化实践
“家校社”同向发力

目前，衢州市以“公筷公勺”为

切入点，发动全民参与“文明好习

惯”养成行动。对此，衢州市柯城

区新世纪学校的师生们纷纷成为

践行者。该校办公室主任姚华峰

介绍，学生们响应当地“使用公筷

公勺”的倡议，录制了便于广泛传

播的微视频，号召大家使用公筷分

餐进而保证餐饮安全；同时，教师

们原创了《防疫有礼歌》MV，倡导

广大师生和家长养成“‘痰’吐文

明”“七步洗手”“见面不握手”等良

好的卫生习惯。

衢州市巨化第一小学则开设了

一门特别的线上美术课程，该校美

术教师巫向云带着学生们玩起了定

格动画。据了解，这门课程内容包

括“科学防疫知识”“自我防护注意

事项”等主题，重在引导学生保护自

己、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从查找资

料到制作动画主人公再到拍摄成

片，统统由学生们自主完成。他们

利用家里的废旧材料制作动画主人

公，再配合事先布置好的动画场景，

用手机软件进行拍摄。最终，一帧

帧定格画面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

部安全教育动画片。在巫向云看

来，学生们自导自演的实践过

程，就是一个将公共卫生安全

知识内化于心的过程。

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我国正式进入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

时代。“除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我们还要让孩子了解到，食用珍禽

异兽不仅会破坏生态平衡，而且还

会危及自身健康。”北京师范大学心

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表

示，学校和家庭都应该以此为契机，

教导孩子与动物友善相处，与大自

然和谐相处。

“你知道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

的区别吗？”“哪些病毒曾在蝙蝠体

内发现？”……近日，江山市恒泰幼

儿园通过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问

卷，了解该园幼儿对疫情相关情况

的认知程度。基于前期调查，师幼

进行了线上互动，由此开启了关于

“人与自然”的主题探究活动。其

间，该园教师抓住教育契机，引导幼

儿搜集野生动物资料、讨论大自然

中生命之间的关系、阅读与动物相

关的绘本、绘制保护自然宣传画等。

在抗在抗在抗在抗““““疫疫疫疫””””一线一线一线一线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疫情下的教育疫情下的教育疫情下的教育疫情下的教育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停课不停学”期间，缙云县七里小学鼓励学生
“剪”出全国各地的抗“疫”故事，致敬战“疫”中的英雄
们。截至目前，学生们已经创作了1000多幅作品。
图为学生蔡金津正在剪刻。

（本报通讯员 徐 静 杜益杰 摄）

日
前
，来
自
武
义
县
壶
山
幼
儿
园
和
履
坦
镇
中
心
幼
儿
园
的
两
位
教
师
走

进
该
县
叶
长
埠
村
古
街
，和
周
边
幼
儿
一
起
制
作
时
令
美
食
清
明
粿
。
此
前
，

他
们
已
通
过
网
络
直
播
的
方
式
，向
孩
子
们
讲
解
了
清
明
节
的
来
历
和
风
俗
习

惯
。
图
为
履
坦
镇
中
心
幼
儿
园
教
师
余
萌
在
指
导
幼
儿
制
作
清
明
粿
。

（
本
报
通
讯
员

张
其
峰

摄
）

宅家学做清明粿宅家学做清明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