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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校长说校长说

□余 色

开学进入倒计时，无论是媒

体、学校还是家庭，都“弥漫”着新

学期的气息。而一则标题为《爸

爸 要 求 儿 子 每 天 户 外 玩 2 小

时？！》的新闻有点“不当季”地在

网络上引发热议。3.5 亿的阅读

量，2 万多人参与讨论，网友几乎

一边倒地赞叹“真希望小时候也

有这样一个爸爸！”

湖南长沙家长罗格，有一个9

岁的儿子罗汉。暑期，罗格对儿子

有一个硬性要求：每天要有足够的

户外时间，“不玩够两小时不准做

作业”。罗格介绍，儿子罗汉两岁

多就开始慢慢接触户外活动。喜

欢水上运动的罗汉已经熟练掌握

划艇、桨板、竹漂、爬树等户外活动

技巧。罗格还要求孩子进一步提

高野外生存能力。

作为这则新闻的读者的你，相

信也一定为这位家长叫好吧。

脑洞大开两秒，如果罗格是你

所教学生的家长，如果他对你说：

“老师，暑期里的每日打卡跳绳作

业，我们罗汉准备不做，用其他运

动替代。”你会怎么说？

有没有觉得被冒犯到？如果

没有，并觉得这样也很好，相信家

校合作会很愉快。

“你搞户外运动当然很好，但

学校体育作业必须完成！”如果是

这样想的，相信你可能也是笔者听

到的不少家长吐槽的那种教师。

为什么要提打卡作业？是

的，很多个寒暑假以来，学校在布

置作业的内容中，一定有体育作

业。而这个体育作业的内容，不

少学校是跳绳、跳远等体侧内容；

完成方式也越来越统一，每天在

家长的监督下完成并通过手机打

卡提交给相关教师（体育教师或

班主任）。

记得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李

希贵在一次论坛上讲到，如何让学

生讨厌骑自行车？那就天天让他

骑，会了还要骑，只是转圈骑，不想

骑的时候也要骑……

本报曾经报道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在一项调研中发现了这样的

“怪象”：由于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成

绩与学校教学质量挂钩，各地各校

的考核标准逐级“水涨船高”。如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规定三年级跳绳项

目满分标准为男生126次/分，女生139次/分。但

不少地方对学生要求普遍要高出不少，部分学校

甚至要求一年级学生跳绳就要达到200次/分。

对学生在体育测试中取得应试好成绩的追

求，让学校、教师都成为不断布置重复而枯燥的

训练的始作俑者。这让不少学生对体育锻炼失

去信心和动力，更别提有兴趣了！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李伟涛就曾表示，如

今学校都很看重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核心是优良

达标率，但漠视学生体育锻炼兴趣、体育运动技

能、体育锻炼习惯等体质健康素养方面的培养。

因为这样“不应试就漠视”的态度，让有些原

本就应该开展的正常教学在家长们的“口口相

传”中成了“传奇”。笔者一位朋友是新高三学生

家长，暑期期间，因为学校下学期音乐课的教学

内容是供学生选择的吉他和尤克里里，就在网络

上咨询买什么样的吉他好。“高三还能有音乐课

的？我们孩子上学期体育课就被取消了！”这是

不少其他中学家长的反应。

这几天，各大媒体都在转发教育部的“确保

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

园体育活动时间”的要求。开学前夕再次强调这

被教育部门要求了很多年的“确保学生每天锻炼

1小时”，笔者认为，这侧面说明上半年复学后，不

少学校在这方面应该是做得不够到位的。

笔者这位朋友孩子所在的学校，复学后不但

没有取消体育课，反而增加到每天一节体育课，

并且体育课的内容可由学生自主选择。笔者朋

友的孩子在这期间爱上了打羽毛球，因为疫情原

本有些紧张的心情也越来越放松。

回到那则新闻，当被问到“摔了那么多次有

没有想过放弃”时，9岁的罗汉笑着摇头：“没有，

会想要把它学好。因为越难走的路，通向最美的

日出！”

很感慨，这孩子已经领略到了奋斗的美好，

理解了攀登的真正意义，真不需要师长再去苦口

婆心地进行思想教育。对于学习，学习源动力的

激发是最难的事情。有时候，音乐、美术和体育，

能做到有些教育人想象不到的“思想工作效果”。

当一则父亲为保护孩子视力而要求“不户外

两小时不准做作业”的新闻被亿万群众热捧，当

官方调查数据显示因学校体育课而喜爱运动的

比例比因受家庭影响而形成运动爱好的比例还

要低5个百分点时，总是说要引领和指导家庭教

育的学校教育工作者们，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反

思了？

帮助学生养成终身学习（包括运动）的兴趣

和素养，这是教

育 的 未 来 之

路。在这条路

上，我们必须准

备好。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近日，近400名义乌市2020年新入职教师参

加了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为保障培训效果，义乌

红十字会派出了16名讲师和助教，分3个会场对

新教师进行理论和实操培训。自2016年起，应急

救护技能培训成为义乌新入职教师的必修课。自

此，义乌教育系统每多一名教师，社会上就多了一

名应急救护员。

应急救护培训的开展让义乌教师普遍具备应急

救护常识，不仅对学生流鼻血、跌打损伤等常见情况

能合理处置，遇到紧急情况也能从容应对。如2018

年，义乌市大陈镇中心幼儿园、胜利幼儿园先后有幼

儿突发抽搐、晕厥，失去意识，学校教师都能正确处

理；2019年，义乌中学一学生突发心搏骤停，学校教

师用心肺复苏术第一时间对学生进行急救，并在校

医和医院医生的共同努力下帮助该生脱离了生命危

险；2020年，义乌市东洲第一幼儿园附近的一名幼儿

因异物卡喉窒息，在幼儿园教师和校医联手急救下

化险为夷……

义乌校园应急救护培训的兴起，缘于2014年年

末上海外滩跨年夜踩踏事件及近年来各地校园里发

生的学生猝死事件。鉴于此，让教师具备基本的应

急救护能力，成为义乌教师队伍建设的一大目标。

2015年，义乌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各校分管安全

的负责人参加应急救护能力的培训与考证，同时要

求学校成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并开展红十字校创建

活动，拉开了义乌校园全面开展生命教育的序幕。

2016年，义乌正式实施应急救护培训3年行动计

划，把教师红十字救护员证持证率列入了学校校园安

全工作考核内容。当年6月，98名教师考取了红十字

救护培训师证，拥有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的资质，成为推

广校园应急救护的骨干队伍。该市还对全市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全面开展教师应急救护技能培训。目前，

全市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90%以上取得了红十字

救护员证，不少学校取证率已达100%。

持红十字救护员证的教师还积极参与义乌市国

际马拉松等赛事的救护志愿服务，成为活跃在社会

上的一支重要应急救护力量。义乌市东洲第一幼儿

园教师骆旭兰、上溪小学教师吴志坚、江东中学教师

朱华伟和陈友芳等都连续参加了4届“义马”红十字

志愿者服务。骆旭兰说，不断参加培训和实战，才能

巩固急救技能，做急救普及教育时也能更自信。

教师急救培训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2016年，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05名学生参

加了小学生急救知识和技能竞赛，也把急救的“种

子”带回了各自校园。在当地红十字会和教育局的

联合推动下，“红十字急救花开进校园”项目已连续

开展5年。今年起，急救培训被列入义乌各中学军训

项目，生命教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乌市上溪中学4年多来坚持开展生命教育，编

写红十字急救校本教材，开设红十字选修课，设置红

十字急救窗、急救知识宣传廊、应急救护实践操作教

室，拍摄急救宣传微电影，不断深化红十字课程的落

地生根。义乌市稠城第一小学在做好学生急救培训

的同时，每学期举行一次家长急救培训，先后有471

位家长参训，应急救护从学校走向家庭。

去年，义乌推出的“红十字急救夏令营”受到义

乌家长、学生热捧。今年暑假，急救夏令营已经连续

开设了10场，不少学校还申请开设专场。

2018年至今，义乌市教育系统师生参训人次近

8万，新增3231名红十字救护员。为更好地提升学

校救护条件，义乌中学、上溪中学、江东中学、稠城第

一小学先后配置了AED（心脏体外自动除颤器）。义

乌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后续将争取进一步扩

大AED的配备率，为守护生命作出更大努力。

□黄 慧

未来教育，我想从今年暑假学生们

玩的一个学习项目说起……

历时30天，温州市实验中学30名

七、八年级的学生，9个在创客教育中长

大的学长学姐，5位倾情助力的导师，组

成梦想合伙人团队。有合作，有冲突，

为一个真实在建的“未来学校”设计项

目。他们进行了一次大学设计思维课

程下沉到中学的大胆尝试——“学习理

想国·未来学校设计项目”。这个项目

看似在设计一所未来学校，而实质则是

从学生视角提出对未来教育的诉求与

期许。

未来教育有着众多解读和范本，但

是鲜见真正从学习的主人也是未来的主

人——学生角度出发的。结合此真实项

目，我们提出话题“未来主人@未来教

育”。这一话题不着力于建构某种教育

范式，而是力求阐述对未来教育的另一

种理解。

从学生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了什

么？开放共享、创造力平权、解锁无限可

能，学生们在设计中提出了他们对未来

教育的种种理解。

对于日常的教室环境，学生们提出

了共造室的概念，希望有这样一个共造

室来满足现代课程多元化、师生合作学

习、自由创造的需求。在体育馆设计中，

学生们着眼于体育与科技的共享链接，

从智能化、虚拟化等方向设计了异想天

开的运动智能区，传递科技让体育更健

康、更科学的未来运动概念。负责公共

空间的学生们在设计之余更多思考的

是：未来学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公共空

间？因为未来教育倡导的便是自由开

放、交流共享、无边界学习，那是学生们

心向往之的校园场景。图书馆设计组的

学生们心目中畅想的未来图书馆不仅仅

有借阅、自习的功能，更是一座多元的文

化交流平台。这里应该有影音互动区、

科幻隧道、星空阅览室等，人与文化、自

然、科技共享同一片空间。负责餐厅组

的学生们认为餐厅不仅要有美食和环

境，更提出社群经济和课程概念。总之，

他们心目中的未来学校也是一个社群交

流的场所，是一个可以自己设计课程的

场所。

学生们说，未来学校应该有一个很

酷的科创中心，“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组

队、可以玩自己喜欢的项目、可以申请自

己的工作室、可以为自己的哪怕稚嫩的

研究成果举办论证会”。来自八年级（6）

班的学生罗马说：“未来的‘游戏规则’是

围绕‘项目制学习’展开的。我们每一个

同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

课题，甚至自己提出一个全新的选题来

进行项目的探索。在学校里，我的成绩

不能够数一数二，但我相信自己有着很

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最后，学生们骄

傲地宣称：“我们不仅在设计未来学校，

更在设计一种未来的规则：创造力平权、

知识共享。”

从学生视角看未来教育，我们看到

了对未来教育的诉求，看到了无比惊喜

的愿景和蓝图。正如学生们所阐释的，

未来教育应该不断地更替与革新，不断

去解锁另一种可能。学生们说：“我们不

否认‘埋头读书’是我们的常态，但同时

我们更想告诉大家，未来综合能力的积

累与培养，才能更好地带领每一个人走

上新的高度。”是呀，未来教育，一定是解

锁无限可能，让每一个个体不再平庸，让

每一个生命发光发亮。

未来教育倒逼我们思考高品质学校

教育应当做什么，我们教育人的行动路

径是什么？

我们应从学生视角出发，继续推进

学习方式变革，立足课堂，让学习与真实

生活、情境发生关联，弥补“埋头读书”的

缺失，让学生能有更多体验，更多与社会

接轨，培养多维度成功能力群；基于核心

素养继续探索评价的方式与方法，努力

在多元评价中激发学生形成自我评价体

系，以评价撬动教学；我校的“适性”课程

走过了不断迭代的20年，面对下一个挑

战，我们将立足学校生态，以跨学科的思

维继续推进课程建设向新处高处变革发

展。让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学校的

课程之间产生共振。

基于未来学校设计项目的尝试给我

们最大的启发是，要以专业的保障促进

专业的课程生长。很多学校开设新校区

时也会找学生帮忙出主意，但若缺乏设

计思维、用户体验等专业方法，这种思考

很容易成为一种空想。原生态、粗放型

的创造因子是每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本

能，教育的功能除了致敬、呵护这份好奇

心外，更应以专业的精神、学理的依据、

科学的策略、合理的评价等让这份好奇

心更加发光发亮。更专业不是自由思想

的枷锁，它更是一种启发、一种赋能、一

个强有力的工具、一条捷径。从青少年

编程，到创客教育，到广泛下沉的STEM

课程，再到我们正在计划的K12人工智

能教育、PBL项目制学习课程等，我们团

队有信心、也有能力让每一个孩子绽放

光芒。

我们梦想而且坚信：当下的每一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探索，都会不断促

进每一个学生成为心智自由的学习者，

打破当下教育唯分数论的困局，让每一

个学生都享有创造的机会，与时俱进，玩

转新时代新事物，不做时代的过路人，而

是创造者。未来教育是今天正在发生的

每一个超越现代教育特征的教育变革，

它不在未来，而在当下。未来已来，未来

可期！

（作者系温州市实验中学校长）

□本报通讯员 王光军

潘兰萍是绍兴市上虞区百官重

华小学一名班主任，所带班级曾被

评为全国优秀“动感中队”。她说，

要努力把每一名学生培养成德才兼

备的新一代中国好少年。

弘扬公益善举，传承虞舜文化
“教师除了教好书，更应该是真

善美的播撒者。”30多年的教育工

作、思考让潘兰萍将教育目光投向

了更广阔的舞台。秉承着“以孝润

心，以德立身，以艺超人”教学理念，

5年前，潘兰萍带领班级成立了“暖

心”中队。每周，中队都会有“暖心”

作业——学生们用力所能及的力量

给身边人送份“暖心”；每月，中队都

有队员去参加“阳光助残”志愿活

动；每年暑期，“暖心”中队都要举行

爱心义卖活动，并把义卖款交给“阳

光助残”项目大队用于帮助有需要

的人。

在潘兰萍的引领下，班上涌现

了许许多多的“公益小使者”。卢奕

楠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公益踪迹已

遍布上虞区的每个角落。今年，卢

奕楠还被上虞区团委推送为“浙江

好人”候选人。

2018年，“让爱从我这里启航，用

爱温暖他人”的“暖心”中队荣获全国

优秀“动感中队”称号。中队的公益

善举多次被浙江省老年报、浙江新闻

网等媒体报道。“希望每一次‘暖心’作

业都能成为孩子道德成长的生长点，

用每一个微行动润泽孩子心灵，让孝

德教育的魅力种子真正播种在每一

个孩子心中！”在这样的期待下，潘兰

萍带领队员们继续出发。

暖心飘新疆，爱心连西部
3年前，投身援疆工作的吕俊辉爸爸来校为学生们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德育课，详细讲述了新疆小朋友的

艰苦生活，深深地触动了队员们。几个月后，在新疆阿

瓦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绍兴市援疆指挥部办公室副主

任陈文春的牵线和帮助下，“暖心”中队顺利和阿瓦提鲁

迅小学的5名需要帮助的学生结成了对子。

在潘兰萍的指导下，“暖心”中队分5个小队分别和

阿瓦提鲁迅小学的5名学生结对。队员们用自己的压

岁钱为新疆学生购置课外书籍、学习用品等，更送上满

满的祝福和书信。平时，潘兰萍经常组织双方以书信、

视频方式进行沟通交流，互相介绍各自家乡的文化、历

史等。

“这让我们体会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正涵

义。”“暖心”中队的队员们说，从中也感受到了民族大家

庭交流交融带来的快乐。

发展个性特长，领航幸福成长
“让每个学生幸福成长，人人成才！”这是潘兰萍的

教育梦想。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潘兰萍充分尊重学生

的个性差异，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不断搭建个

性化成长舞台，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如今，“暖心”中队队员们个个“身怀绝技”，凭着自信

与拼搏，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自豪的足迹。仅近3年，

“暖心”中队获上虞区级及以上奖项就达196人次。

王晟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今年获得宋庆龄奖

学金的他，还曾获朗诵比赛的全国总决赛金奖、浙江

省四驱车比赛一等奖、绍兴市电脑创客比赛一等奖

等荣誉……

未来教育，让学生成为“未来主人”是门技术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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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急救护培训成为教师必修课

炎炎烈日也阻挡不了学生们阅读的热情。近日，缙云县2020年暑期“好书名师导读”活动顺利结束。
其间，44名来自该县各小学的教师分别对《稻草人》《中国神话故事集》等12本中外名著开展阅读指导。“好
书名师导读”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共导读课外书籍75本，开设读书指导课近400场次，惠及学生5万多
人，深受当地家长及社会各界好评。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杜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