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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洪明

学校把学生手机砸破或者

扔到水桶里，把学生带入校园

的奶茶扔进垃圾桶等校园新

闻，经常被媒体曝光，引起广泛

争论。笔者认为，无论是维护

学校的正常运作，还是纠正学

生的错误行为，管理的目的都

是为了让学生健康发展，获得

尊重。因为“健康发展，获得尊

重”是立德树人的细化，是教育

的根本目的。教育目的与管理

目的，必须保持一致。

学生管理的本质，是师生之

间达成共同目标，促进学生思想

转变。思想转变的前提，是感情

交流，让学生能够接纳教师的询

问、沟通。缺乏温情的粗暴管

理，由于缺乏对学生最基本的尊

重，容易引起学生的强烈抵触和

不断抗拒，甚至发展成仇视教

师、仇恨学校、敌视社会。一个

人如果以这种心态生活、工作，

他的快乐、幸福就无从谈起；学

校的文化吸引力、情感影响力

也无从谈起。因此，教师控制

情绪，以温和又不失严格的态

度引导学生，是管理学生的第

一步。这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

师在批评自己时也尊重自己的

人格，是真心实意在关心自己。

温情，是学生接纳教师的必要前

提，也是消除学生偏执和戾气的

重要因素。

每个学生都可能犯错，其实教师也一样。

很多错误的产生，是情绪冲动或价值判断失误

的产物。比如，带个手机到学校，买杯奶茶进

教室……这些被学校视为“洪水猛兽”的事情，

学生的理由却很充足：为了交往需要，为图新

鲜，为赶新潮。这是不成熟思维支配下的行

为，如果教师采用粗暴、简单的方式，流露出对

学生的鄙弃、冷漠，管理可能一时有效，但很难

产生持续的效果和积极的影响。美国管理

专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专著《影响力》中

深刻指出：“影响力是用一种别人所乐于接

受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温情——宽容、尊重、冷静，就是管理学生时的

情绪影响力，为教师真正走进学生心灵、被学

生接纳奠定基础。

学生管理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必须给

他们充裕的时间。认识错误行为，转变思想观

念，体会学校的期待、教师的关怀，是渐进的漫

长的过程。教育管理中，很容易发现一个现

象：犯错的学生，因为怕教师，一受到批评就赶

紧承认错误，但再次犯错的概率往往很高。因

此，管理和教育学生时，教师要耐心，让学生有

时间分析错误的根源，认识错误的危害，深入

思考、领会教师的关心和用心。

刚性的管理制度与温情的管理手段相结

合，往往会产生更好的管理效果。如今许多党

政部门在制订政策时，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

士的意见，时间甚至长达几个月，其间各方人

士会质疑、会争论，以期达成共识。征求意见

的过程，貌似是浪费时间，其实是暴露问题、解

放思想、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样，教师给学生

时间，让学生完全暴露思想问题，为深刻反思、

加深认识提供情境，既是管理的温情，也是管

理的有效方式。

教育应尊重人性，拒绝刻板的训导、粗暴

的“正确”。把对学生真正的热爱转化为管理

过程中的专注，以敏锐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以

温和的态度与学生沟通，以温情的方式去处理

问题，肯定能够从根源上解开学生的心结，转

变学生的思想。这样，学生才能健康而有尊严

地成长，能够感恩学校的温情，并且带着这种

温情走上社会，不断传递这种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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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叶世蛮

探寻一棵树的生命价值，走进千奇

百怪的昆虫世界，小组合作研究桥梁的

构造……近日，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开

展了项目化学习周活动。在这整整一

周时间里，学生们不用在教室里参加传

统课堂学习，而是在不同领域进行创造

性、探究式的深度学习。

“项目化学习是基于真实问题研究

的跨学科学习。与传统教学相比，项目

化学习运用了大项目设计课程单元或模

块，它不仅能有效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

能力，还能全面提升孩子的核心素养。”

校长潘权威介绍，近年来，该校构建了以

“人文·科学·童趣”为主题的项目化课

程。该课程基于国家课程标准和学情，

设计了六大主题的学习内容，分别指向

不同年龄段学生所需要具备的核心素

养。而这次项目化学习周活动，恰恰是

学生们过去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展示。

早在活动开始前一个月，学校就对

学生学习的各学科知识内容和学习情

况进行了摸底。经过校委会研究、教师

讨论、学生征集及家长建议，各年段才

确定了学习周的主题，如“昆虫世界”

“国防教育知多少”“水的世界”“职业体

验”等。之后，教师们借助思维导图，对

学习目标、学时安排、学科内容进行设

计与调整。“实际上，教师们在这个过程

中面临了不小的挑战。由于在真实的

情境下，学生们遇到的问题具有不确定

性，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时就需要统整

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潘权威看来，项目

化学习的推进，让教师们真切地经历了

一次跨学科深度融合的课堂变革。

学习周活动期间，四年级学生为了

设计出一份营养又美味的午餐食谱，可

谓是绞尽脑汁。他们不仅要通过听讲

座、查资料等方式了解营养与健康知

识，还要利用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营

养配餐。从计算不同膳食的营养含量

和价格，到合理配比蛋白质、维生素、脂

肪等营养素，再到生成一张食谱，他们

的足迹不只是在教室，还在农场、菜场、

厨房等场地；而他们的学习范围也涉及

科学、数学、美术等不同学科领域。

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适合高年级

学生，在低年级学生中也颇受欢迎。该

校教师朱启跑就组织一年级学生进行

了一次“打卡蜗牛”的项目化学习。原

来，观察小动物是科学教材中的内容，

而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蜗牛作为观察

对象。于是，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如“蜗

牛的黏液是怎么产生的”“蜗牛的壳破

了，还会长出来吗”“怎样给蜗牛建一个

家”……对此，他建议学生们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分项目进行研究。学生

们有的研究蜗牛的养殖，有的研究蜗牛

的身体，有的研究蜗牛的繁殖。“孩子们

的学习过程很有意思，连学习成果也

‘干货满满’。除了丰富的实验结果，还

有‘建筑作品’、原创绘本，甚至还有自

编自导的情景剧。”朱启跑说。

为保障项目化学习持续地开展下

去，该校从去年开始着手打造特色场

馆。“未来学校应该像包容万象的博物

馆一样，为师生创设多元学习空间。”潘

权威告诉记者，目前，该校已经建成包

括昆虫馆、文物馆、水资源展览馆等在

内的10余个场馆。这些场馆与学生生

活、校外实践建立了密切联系，引发了

多样化的学习项目。

譬如，设立昆虫馆是由一名六年级的

学生发起倡议的。原来，学校里有不少人

和他一样，对昆虫十分感兴趣，一些学生

对昆虫的研究甚至超过了教师。为了回

应学生们的学习需求，学校联合家长、社

会的力量建造，并且让学生参与设计和建

造过程，最终有了现在的昆虫馆。如今，

每个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通过观察

昆虫、接触昆虫、做昆虫标本、画昆虫绘本

等方式，全面了解不同种类昆虫的特点，

激发其探究大自然的兴趣。

这学期，当地的一位民间收藏家在

该校的文物馆展出了自己收藏的锡器。

据了解，该校的文物馆每学期更换一次

展品，如书画、瓷器等，目的就在于让学

生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不久

前，在当地水利局的帮助下，水资源展览

馆也顺利建成。于是，三年级学生在进

行“水的世界”主题学习时，又多了一个

新的学习空间。为了让家长们也加入到

项目化学习的行动中，该校还在假期里

定期开放学校场馆，开展多项亲子活动。

□本报通讯员 陈黎超

“早上好！”每天早晨8点左右，浙江

华维外国语学校教师江丽霞总能收到

这样一条问候信息。微信那头，是要好

的“小朋友”小张，她目前是上海一所大

学的大二学生。

这样的问候短信，江丽霞已连续收

了两个年头。与小张结缘，要从其读高

中的一段经历说起。那时，由于学业紧

张，再加上家庭原因，小张一度有抑郁倾

向，是江丽霞把她从困境中拉了出来。

江丽霞除了是华维外国语学校高

中部的一名体育教师之外，还有另一个

身份——心理辅导教师，她和其他5位

党员教师组成了学校的“知心姐姐

团”。在该校信息技术楼的一个静谧角

落里，有一处学生们心灵休憩的港湾，

亦是“知心姐姐”们的办公场所。2018

年，“知心姐姐团”被评为绍兴市上虞区

巾帼文明岗，目前已完成绍兴市巾帼文

明岗评估验收。

华维外国语学校是一所集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学校。

早在2008年，该校依托教师在心理学

方面的优势，结合“三师三有三引”特

色党建，发挥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

开设了心理咨询室。

几位党员教师率先行动起来。刚

开始几年，教师们将精力集中在提炼内

功上，学习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不停地

培训、考证。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

变化，学生心理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江丽霞和同事们会时刻留意周边

地区发生的、新闻上报道的这些案例，

并认真加以分析，观察身边在生活、学

习、心理方面有问题的学生，及时找他

们了解情况，耐心地开导和帮助。

从零基础到被评为省心理健康标准

化学校，从全校仅18位教师持有省心理

健康教育C证到如今全校156人持有C

证，6人持有B证，2人获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3人获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经

过12年的发展，“知心姐姐团”已被评为

上虞区心理健康教育突出贡献集体。它

满载着孩子们的青春回忆，也记录着这

些党员“知心姐姐”们的辛勤付出。

黄淑丽是学校心理健康专职教

师，她常常自费去北京、上海、哈尔滨

等地学习专业知识，提升咨询能力来

服务更多学生。庄莉是学校政治教

师、校长办主任，还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但碰到有学

生在晚自修时间去找她倾诉时，她还

是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聆听、劝慰，

解开学生心结之后，再加夜班把工作

做好才回家。还有吕程慧、朱明丽、马

晴雯、章丹妮……她们都成了学生心

目中的“守护神”。

如今，这个心理咨询室已经渐渐从

室内转向室外，从线下转为线上。很多

学生习惯用微信等方式跟“知心姐姐”

们倾诉。对待这些学生留言，她们从不

含糊，哪怕是聊到深夜。“因为我们是他

们的阳光啊！只有以心换心、以心交

心，才能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做他们的

知心朋友，才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导

航员和护航人。”庄莉说。

本报讯（通讯员 黄银凤 陈 妤）昔日杂草丛生、垃圾堆放的废弃场地，如今天

菜、大白菜、韭菜、大蒜等蔬菜苗绿意盎然，成了肥沃的种植地。日前，舟山市定海区

育才学校双桥校区红领巾慈善科普园完成筹建并首次开课，“爱心奶奶”郭玲娣的心

愿达成了。

11月上旬，郭玲娣向当地媒体热线表达了一个心愿：“希望能有爱心人士捐款，帮

助民工子弟学校筹建科普园。”她的心愿公开后，诸多爱心单位和人士纷纷加入支持行

列，共募集到善款5万多元，使科普园顺利完成筹建。

新开垦的6畦试验地里种着各类蔬菜，小学四到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一块种植

地。舟山市科协对接了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园艺所，承诺给科普

园提供瓜果蔬菜新品种种苗，并组织农林专家义务为学生授课。在首堂种植课上，该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园艺所所长姚金晓带来了结球甘蓝、天菜等3种菜苗及娃娃菜、芹菜

等9种菜籽，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秘书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高级工程师陈斌带

来了30个水仙花球，现场教学生们种植知识。浙江海洋大学学生们还为此众筹采购

了一批水仙花花盆。

郭玲娣还在双桥校区组织成立了小小农艺员种植组和红领巾小小志愿者队，此后

每周都会上种植课，每堂课由4名大学生志愿者和教师一起指导小学生种植，学生们将

把收获的蔬菜送给敬老院老人，形成爱的循环。

本报讯（通讯员 金丹丹）“蟹中之王”帝王蟹、现存最大的甲壳动物

甘氏巨螯蟹、“怒目圆睁”的关公蟹……12月8日，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之

江第二小学的报告厅里，学生们穿上了各种螃蟹的“外壳”，表演了一场精

彩的“蟹蟹出场”科普秀，庆祝“铠甲卫士”中国湿地博物馆螃蟹馆在该校

正式开馆。

“铠甲卫士”中国湿地博物馆螃蟹馆是中国湿地博物馆的第3个校园

博物馆项目，旨在通过标本展示、教具辅助和课程开发等多种科普方式普

及甲壳动物知识。螃蟹馆的展示面积逾280平方米，共有各类甲壳动物标

本212件，其中甲壳纲十足目42科125属209种，等足目2科2属3种。螃

蟹馆共分成四大板块——地球上的生物、甲壳动物知多少、螃蟹大家族、

我们身边的螃蟹。馆内的设计、布置既专业又富有童趣。

螃蟹馆特别设计了适合小学生身高的展柜，有些还可以旋转，方便大家

从各个角度观察展品。馆里还有互动体验区，可以观看甲壳动物的纪录片，

从物种的分类、动物的演化等方面循序渐进地了解相关知识。互动区设有

留言板，学生可以在此写下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小伙伴们的提问。

求是教育集团总校长江萍表示，螃蟹馆开馆后，学校将以螃蟹为主

题，开设探究课程，开展小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12月8日，浦江县金融希望小学的足球场
上进行了一场师生足球友谊赛。该校作为全国
足球特色学校，不少学生是绿茵健将，教师也组
建了一支足球队。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陈 斌 摄）

深度学习是怎样发生的？
瑞安安阳实小以项目化学习推进课堂变革

党员“知心姐姐团”：12年护航孩子成长

12月6日，缙云县新区实验幼儿园的“小马快跑”主题
马拉松赛在黄龙景区开跑。萌娃们全副武装，坚持不懈，
全员跑完1.5公里赛程，并郑重地在队旗上签上自己的名
字，为迎接2022杭州亚运会留下快乐印记。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摄）

““小马快跑小马快跑””迎亚运迎亚运

这所民工子弟学校的科普园开张啦 杭州一小学开起螃蟹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