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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俊

不管是校长、教师还是学生，

在校园这个微缩的社会交往场域

中，各种复杂的情况作用于各种

复杂的个性心理特征之下，就会

产生各种复杂的心理过程。正面

的情绪互相作用，教育的效果会

倍增；负面的情绪则会对教育场

域中的生命个体产生较大的副

作用。

因此，校园里的每个人，都需

要学会情绪的自我调适。作为教

育的施行者，校长和教师的自我

情绪调节尤其重要。如何让一所

学校，或者一个班级能够平和温

馨、热情洋溢、积极向上？这需要

包括校长、教师在内的每一位教

育工作者努力修炼满怀期待、静

待花开、喜乐常在的情绪状态。

笔者以为，谨记以下三句话，也许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一，谨记守望初心是情绪

的“稳压器”。为何教育者常有负

面情绪？或许是教育教学效果不

理想导致，或许是教育对象不配

合导致，或许是教育环境不如意

导致。而这些所谓的负面因素，

其实是教育的常态，很多时候，则

是因教育者不自觉的功利主义而

更加放大。

如果我们时时铭记教育的初

心，真正明白“育者，养子使作善

也”的责任，真正懂得“教者，上

所施，下所效”的道理，或许就能

正视眼前、稳定内心。唯如此，

校长方能发自内心地善待教师、

赋能教师、成就教师，教师方能

发自内心地善待儿童、赋能儿

童、成就儿童。

第二，谨记平常之心是情绪

的“灭火器”。初心是关于所做

的事生长在心底里的最真、最

善、最纯的潜意识。如果说初心

是“先天”生成的，那么平常心则是需要“后

天”修炼的。守望初心能指引我们在充满阳光

的大道上行走，但走在阳光大道上也难免趔趄

甚至跌倒。导致一路磕磕绊绊的，往往就是我

们太想把步伐走得完美，或急于到达完美的前

方。而一旦过于急切了，磕着了，碰着了，火气

就上来了。

每位教师，个性有差异，觉悟有先后，能力

有短长。做校长的，如果希望他们都齐步走，

不仅不少教师会“摔倒”，校长自己会“摔”得更

惨。如果校长能以平常心对待教师们的差异，

悦纳每位教师速度不一的成长，不急于让他们

都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们一定都会成为“更

好的自己”。

每个学生都是天使——当然，有“奶甜奶

甜”的天使，也有“调皮捣蛋”的天使，但天使之

心都是真正的赤子之心。教师当平常待之，平

等视之，不捧杀、不棒杀，只有这样，才能“顺木

之天，以致其性”；只有这样，儿童才能“更好地

成为自己”。

第三，谨记喜乐之心是情绪的“净化器”。

喜乐之心不会凭空而降，也不是刻意能求的。

当校长以守望初心的状态守望教师的教育生

活，以平常之心悦纳教师的教育生命成长；当

教师以守望初心的状态守望儿童的天真烂漫，

以平常之心悦纳儿童姿态各异的成长，喜乐之

心便会悄然在心田滋长。如此，我们的每一日

都是喜乐的，我们情绪便是日日静好。

□本报记者 叶青云

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

家座谈会上提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

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好奇心

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

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

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

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创新、好奇心、科学兴趣……这一

切，都离不开中小学科普教育。近年

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科普教育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相较城市学校，

农村中小学的科普教育发展面临更多

挑战：观念落后、师资力量不足、资源

贫乏、活动形式单一……

如何破解困境，加强农村中小学

科普教育，托起农村孩子的科学梦

想？记者就此走访了省内多所农村中

小学校。

创造条件自建科普场馆

开学不久，诸暨市浬浦中学高一

新生走进了位于校内的地震科普馆。

自2014年建馆以来，参观该馆就成了

该校每一届新生的“开学第一课”。“农

村学生很少有机会像城里学生一样，

可以到各类城市配套的大型科普馆中

体验与学习，学校创造条件，自建起主

题科普场馆，可以弥补一下缺失。”该

校教务主任王苏文介绍，占地150平方

米的馆内采用多媒体震感体验器、地

震波演示装置、地震带立体演示沙盘、

实体模拟地震小屋、模拟逃生系统等，

让学生全方位了解地震和自救互救等

知识。2019年，地震科普馆成为浙江

省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每年都会

有许多周边学校学生前来参观学习。

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乍浦实验学

校，建立了一个海洋生物馆，馆藏鱼

类、贝壳类标本400余种。学校精选

了其中28种珍稀海洋生物，做成图文

简介名牌，分别钉在每一个教室的门

口，便于学生随看随记。“结合每周一

的校本课程‘海洋生物小故事’，从我

们学校毕业的学生，每人都能辨认出

几十种海洋生物，并说出它们背后的

故事。”小学部负责人翁勤林说，该校

位于海滨，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学生在海洋馆里能更直观地感受海

洋经济和海洋文化。”

“农村中小学的科普教育资源有

限，接触社会优质科普资源也较少。校

内如果能建设袖珍科技馆、科普阅读长

廊、实践基地、种植园等场所，就显得非

常可贵。”省科学特级教师、海宁市教师

进修学校姚伟国建议，农村学校也可以

与当地的农科站、园艺公司、农林局等

单位结对，让专业人士参与指导，增加

学生科学观察研究的技术含量。有条

件的学校还可以建设红领巾气象站，让

学生参与气温测量、进行基本气象数据

的发布；也可以建立简易的天文观测

台，组建天文观察兴趣小组，激发学生

探索星空的兴趣。

盘活周边乡土资源

春天“沐雨”课，学生品尝春雨的

味道，观察被春雨滋润过的万物；夏天

“溯溪”课，学生在小溪边根据传统的

工程力学知识学习搭桥……曾经的永

嘉县花坦小学石公田校区（现已撤点

并入花坦小学），地处偏僻山区，全校

只有20余名学生，但这样一所微型学

校却因为首创了山水田园科学课程而

在农村中小学科普教育中颇有名气。

在省科学特级教师、温州市籀园小学

陈耀看来，“乡村学校有城市学校所没

有的资源，关键是因地制宜。很多时

候可以在露天环境中上课，让学生融

入自然、探索自然”。

山水田园课程联盟负责人、温州

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素平说，

在自然环境中，以天地为大课堂，通过

项目化、多学科联动、团队混龄组织等

方式，呈现出童趣性、真实性、探究性

和综合性的特点，“学生不仅掌握科技

知识，亲自然、亲社会、亲家乡等情感

也融入内心”。

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地处中国

童装之都，近八成学生家长从事童装

生产相关行业。学校挖掘童装设计中

的科普资源，形成一系列极具地域文

化特色的科普活动。比如让学生自己

设计实验，比较不同布料的性质；用植

物的根、茎、叶、皮来提取染料，给纺织

物上色；将缝纫机带进课堂，请专业缝

纫机工讲解机械结构和机械原理。

姚伟国提出，学校可挖掘当地有

价值的资源，进行有序的课程研发。

“既可以结合一些生态治理、绿色农业

等项目，还可以与当地的高科技企业

加强联系，让学生去参观体验学习，增

加直接认识。”

引进多元师资充实科普队伍

“3D影像”“电磁感应”“闪电发生

器”“龙卷风”“激光感应电子琴”“共振

鼓”……五花八门的科普仪器充分展

示了数学、物理学、光学、机械、电磁

学、力学等方面的科学原理，吸引了众

多学生。在刚刚过去的全国科普日，

不少农村中小学的校园里开进了科普

大篷车。学生们在科普辅导员的讲

解下，操作科普仪器，零距离感受科

技魅力。

据悉，在我省，流动科技馆、科普

大篷车巡展已成常态。近年来，以浙

江省科技馆为代表的专业单位在省市

县科协三级联动下，覆盖基层，为农村

中小学生送上了丰富的科技大餐。省

科协还会定期举办基层科普服务能力

提升培训班，组织科普讲师团、科普艺

术团、科普志愿者等专业人员队伍，赴

农村中小学校开展科技服务，有效弥

补了农村中小学专业师资匮乏、水平

参差不齐的状况。

“要做好农村青少年科普工作，教

师是关键。各级科协组织特别是县级

科协要高度重视科技教师队伍建设，同

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一起，努力提升一

线辅导员的专业能力。”中国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心办公室主任季士治说。

“学校也可以适当招募优秀的科

技志愿者，挖掘家长中潜在的‘科普讲

师’，让他们成为能流动的、宝贵的校外

资源，为基层学校提供必要的科普实践

材料和科普社团建设经验。”姚伟国说。

此外，随着“互联网+义务教育”的

深入发展，“互联网+科普”成了其中的

重头戏。越来越多的市区学校与农村

学校签约结对，开展教学与师资研训

帮扶，共享前沿的科技理念、科普教育

方式和教学成果。正如季士治所言，

“信息化能够较好地克服农村地区科

普师资弱、资源少、地域分散、交通不

便等现实困难，为更多青少年提供优

质的科普活动资源和机会”。

教
育
者
需
要
学
会
情
绪
的
自
我
调
适

科普，托起农村孩子的科学梦想

视点第

□本报通讯员 梅 香 陈怡夏

9月21日，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中山小学和桐乡市崇福镇留良中心

小学“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互动

课堂正式启动。在新建成的“童心绘

写”智慧阅读教室里，中山小学副校长

李萍给两校一年级的学生带来了一节

绘本课《我喜欢书》。“之所以在帮扶课

堂首选了绘本课，是因为绘本教学既是

我校的特色课程，也是我校幼小衔接的

重要载体。”她说。

据悉，中山小学从经典绘本入手，在

一年级开设“绘本悦读”课，整合统编语文

教材，每个单元配套一个相关绘本。整个

学期精读8个绘本，泛读百余个绘本，通

过画画、演演、做做、说说等方式，落实新

生“慢教育”，架起幼小衔接的桥梁，让学

生能够克服小学学习生活的紧张感，从幼

儿园状态顺利过渡到小学状态。

教师们在上课中发现，很多学生是

第一次正式接触绘本，所以在讲故事的

过程中，会适当地渗透绘本的一些基本

常识，如引导学生认识绘本的封面、扉

页、蝴蝶页、封底等。109班学生们正在

阅读的《我喜欢书》，是“绘本悦读”课程

中的第一个绘本，李萍声情并茂的解

说，把学生带入了绘本故事王国，他们

或专心聆听，或积极发言，或踊跃表演，

思维活跃、课堂灵动。“第一节课，我选

择用《我喜欢书》这个绘本展开教学，是

考虑到孩子们刚刚升入小学，面对陌生

的同学、老师和环境，多少会有些拘谨，

而用大家熟悉的讲故事方式引入，对于

他们来说更容易接受，则会是一个美妙

的开端。”李萍说。

而教师鲍晨旭正带领着101班学

生们共读《大卫，上学去》，在充满情趣

的故事情境中，在与调皮可爱的大卫多

元对话中，学生们明白了在学校应该遵

守的规章制度，品行教育润物无声。

教师讲完故事后，会请学生上台，

向大家推荐自己最喜欢的绘本，同时鼓

励学生间互相交换绘本，分享阅读的快

乐。“绘本教学过程中，学生们用耳朵听

故事，用眼睛看图画，逐渐地，在他们的

心中，绘本中的故事就变活了。这一切

都会潜移默化地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培养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李萍表示。

在中山小学，楼道间随处可见一幅幅

以绘本人物为主题的墙绘、墙贴。这是学

校为学生特意打造的书香空间，这学期，

校内还设立了专门用于绘本教学的“童心

绘写室”，以及用于展示学生亲子绘本和

原创绘本的“绘本厅”。在校园绘本文化

的熏陶下，学生们爱上了阅读，更爱上了

发挥自己的创意，亲手制作绘本。比如今

年抗“疫”期间，不少学生创作了与关爱生

命、崇敬英雄人物相关的抗“疫”主题绘本。

近日，庆元县城东小学“清墨印象”书法班
举行了一次“巧手书俭”活动，学生用手中的毛
笔写下大大的“俭”字，并将书法作品张贴在教
室或教学楼走廊，作为校园文化布置，以此来
提醒师生时刻牢记崇俭节约。

（本报通讯员 蒋伟锋 摄）

绘本阅读，架起幼小衔接的“桥梁”

本报讯（通讯员 胡园珍）自主设

计生态园、跟踪植物生长过程、开展创

造性劳动……近日，东阳市外国语小学

利用学校里的空地，建造了一个现代化

的温室大棚，作为学生们的科创劳动实

践基地。

这学期一开学，该校五年级学生就

开始动手清理和修整图书馆后面的空

地，并进行了布局设计。面对偌大的空

地，学生们征求了科学组、美术组教师

们的意见，邀请教师们一起实地考察、

商讨方案，最终将空地变成他们开展研

究性学习的科创乐园。

目前，这一乐园主要由一、五两个

年级学生参与，以大手牵小手的形式

进行种植体验，开展相应的种植系列

研究，如一班研究石竹、二班研究仙人

掌科植物、三班研究水生植物……各

班研究的侧重也各不相同，有水培和土

培植物的对比，有多肉植物的繁殖观

察，等等。所有实验以数据测量和记录

为主，设有相应的观察记录表。

为了让科创更好地融入劳动，该校

通过项目式学习来引导学生们进行深度

探究，如温室植物的育苗和孵化、自主设

计生态循环系统等。该校还加入了植物

医院项目，学生们开启了对大棚中病虫

害治理的研究。他们在校园里寻找被病

虫害侵犯的绿植，捉虫进行观察。学校

为此专门邀请了玉米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到校参与指导，力图通过专业的引领，让

学生学会更科学地观察与思考。

科创+劳动，生态园里智慧多

本学期，衢州市衢江区东港小学把每天上午的
眼保健操换成了“防疫强体乒乓护眼操”。这套护眼
操由该校体育教师自主创编，一共6节，让学生们在
护眼的同时又能加强锻炼。

（本报通讯员 吴 文 摄）

一起来做乒乓护眼操一起来做乒乓护眼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