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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胡欣红

前不久，上海一名9岁

小学生面对夜晚肆虐的火

灾上演“教科书式救援”，引

发了舆论热议。据媒体报

道，当时金山区朱泾第二小

学三年级的学生小博正在

睡觉，突然闻到一股烧焦的

味道。他起床后，看到客厅

里 的 火 已 经 烧 到 了 天 花

板。于是，他立刻下楼逃

生，其间敲响了楼下邻居家

的房门，通知他们逃生；到

一楼安全地带后，他又对着

整栋楼大喊“着火了，救命

啊”；跑到马路上随机拦下

一辆车子，请司机帮忙拨打

119 报警……事后，消防人

员直言，相比父亲折回家中

取手机报警的做法，小博当

街拦车请人帮忙报警的做

法更安全。

事发突然，这名男孩在

生死时刻却临危不惧，沉着

应对，不仅救了自己的家

人，也救了整栋楼的居民，

网友们纷纷为他点赞。这

场突发大火没有造成任何

人员伤亡实属不幸中的大

幸，而男孩的出色表现值

得引人深思。小博面对险

情时的镇定，与朱泾二小平

时对生命安全教育的重视

是分不开的。该校一至五

年级均设置了公共安全体

验拓展课，按照不同的年龄

段，要求孩子掌握对应的逃

生技能，并安排专职教师进

行指导。正因为在学校安

全课上学过，所以小博看到发生火灾后并没

有惊慌失措，第一反应就是“捂住口鼻弯腰

向下跑”。

一起突发事件，检验了该校安全教育的

成效。生命安全教育固然值得关注，但有一

个细节同样耐人寻味。“消防小英雄”小博在

教师眼里是“属于不声不响的孩子”，在家长

眼里则是“虽然也很努力，但成绩就是上不

去”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成人眼

里并不“优秀”的孩子，在危难时刻却表现出

超乎想象的“优秀”。经此一事后，小博父亲

坦言，过去因为觉得孩子不够“优秀”，常常

会压不住火气，“现在辅导功课变得心平气

和多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启迪家长要善于

发现孩子的优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成

绩不能决定一切，学习并不是检验孩子的唯

一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霸，学业成

绩不好的孩子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如果平

时能够全面而长远地看待孩子，就能发现每

一个孩子各有其“优秀之处”。

“事发后，我没有表扬他，只是跟他说，

虽然你这次救了我们，但不要‘飘’，还是要

好好学习。”事实上，平时不声不响成绩普通

的小孩，得到肯定和赞扬的机会并不多，有

了这样的惊艳表现，家长为何吝啬表扬？能

将学校安全教育活学活用的“消防小英雄”，

已经展现远超于同龄人的沉着冷静，为何还

要依然用“好好学习”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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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声的思政课

本报讯（通讯员 傅海胜 杨 阳）“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近日，宁波市北仑区

博平小学学生合唱爱国歌曲的短视频受到了学校家

长及网友的点赞。由于近段时间雨雪天气较多，学生

们早晨有时无法去户外运动，该校为有效利用空余时

间，让全校学生走出教室，在走廊上放声歌唱。

“孩子们以演唱《歌唱祖国》之类的爱国歌曲为

主，偶尔也会穿插《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样的流行曲。

如此有助于消除压力，愉悦身心。”校长李韶说，这既

是一种唱出声的思政教育，也是学校开展美育工作的

一次探索。一直以来，该校每逢阴雨天就把晨会变为

思政课，全校师生进行千人大合唱，如唱国歌、红歌、

校歌等。为让全校千余人能同唱一首歌，学校艺术组

教师对每班的“小指挥”进行培训，各班班主任还会指

导学生练习合唱曲目。在千人合唱的基础上，该校到

了周五则会通过红领巾广播站《博雅之声》栏目推出

相关的专题节目，延伸思政课的内涵。

本报讯（通讯员 尹婵萱）
一段校友情，成就一段佳话。

这些日子，龙游县溪口教共体

溪口校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捐助

故事：92岁校友，为其小学就读

的母校捐赠了10万元用于购买

图书及相关设备。

92岁的傅琢老先生1942年

曾在溪口校区的前身——溪口

镇中心小学就读。2019年，已

经毕业77年的傅老向母校捐赠

了10万元。溪口校区用这笔钱

购置了一批图书，还购置了3辆

废旧的大巴车，然后将其改装成

校园里的阅读车，给孩子们打造

出了一个阅读新天地。

学生们出点子，教师设计

图纸，最后请工人施工……如

今这3辆阅读车就停在操场边，

每辆车都涂着保护视力的绿色

车漆，车头处喷涂着醒目的大

字“金兰号”，这是因为始建于

1881年的溪口镇中心小学，原

名“金兰书院”。车内原本的座

椅被全部拆除，靠窗安装了一

圈舒服的卡座，地板也都重新

铺过，车窗还挂上了过滤强光

的棉布窗帘，驾驶座与副驾驶

座之间的发动机位则改造成了

开放式小书柜。

□本报通讯员 张乐琼

行为习惯、学习规范、自主管理、

礼仪获奖……临近期末，舟山市南海

实验初中校长金可泽正在考虑，如何

把这学期学生礼仪养成的整体情况

以一份特殊“成绩单”的方式呈现给

学生和家长。

事实上，礼仪教育在该校已经整

整开展了10年，这在其他中小学校并

不常见。

“那时候学校还是全寄宿制，学

生在校时间长。除了健康、学业，学

校还要为孩子品格培养负责。”谈起

立足于校园公共生活一体化开展学

生礼仪教育，当时的老校长陆熊心里

有着很深的期待，希望从南海实验初

中走出来的学生带有一种明晰的教

养烙印：他们健康阳光、彬彬有礼、懂

得感恩和尊重；性情淑均、举止端庄，

乐于承担公共责任。

带着这样的愿景，学校专门组建

起一支礼仪教育教研队伍，最先从校

本礼仪课程开发入手进行探索。“当

初我们考虑到，生活中礼仪无处不

在，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文明习

惯，也包括健康人格的培养、大方得

体形象的塑造等，如果不化碎片为体

系、找到知礼和德行两者的契合点，

就难以让学生喜爱、体验、思考，进而

唤醒有规矩、有力量的行动。”分管德

育的副校长张金飞说。

围绕秩序、尊重、合作、责任等关

键要素，教研组从传统美德、现代公

民素质中挖掘礼仪精神元素，渗透到

七至九年级的学生礼仪必修课中，并

且从校园礼仪、家庭礼仪、社交礼仪

到融入社会、承担责任，做到层层深

入。2016年起，该校又发动学科教

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学、地

方习俗习惯、国际交往中寻求礼仪要

素，陆续开发了“汉服礼仪溯源”“传

统文化下的思品校本化课程”“中华

传统习俗”等传统礼仪课程，“Eye

on the World”等国际礼仪课程，以

及“舟山方言话一话”等地方礼仪课

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礼仪课程

体系。

为增强礼仪教育的实效性，学校

精心设计基于真实生活情境的体验

环节，如“礼仪瞭望台”实时录制学生

课上形象，引导他们关注细节、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规范礼仪训练大

舞台”环节让学生学以致用，充分展

现礼仪熏陶后的自信和优雅。同时，

学校还实施了包括“小组合作式的公

民素质提升竞赛活动”跟踪式评价、

礼仪之星和美德少年评选等在内的

多元评价活动，让礼仪规范得以巩固

践行。

“特别是开展公民素质提升竞赛

这项活动后，学生把学到的礼仪知识

有意识地融入到学习生活当中，慢慢

变成自觉行为，最终内化成习惯。3

年下来，知书达礼的学生越来越多，

班上逐渐形成一股正能量。”初三（9）

班班主任朱海瑛说。这也恰恰是张

金飞欣于看到的，礼仪具备的温馨和

柔性很好地弥补了政教部门常抓的

日常行为规范、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等

的刚性和强制性，文明校园建设自然

水到渠成。

此外，该校还结合传统文化周、

重大纪念日、升旗仪式、社会志愿服

务等开放式课例活动，开展学生社团

的自我教育、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等

“三自”行动特色项目，不断拓宽学生

的公共礼仪视野，使家校社形成合

力，让每名学生懂礼仪、崇礼仪、用礼

仪、传礼仪。

“礼添秀色，仪来花香。”如今的

校园已然全员育礼，博文约礼、立己

达人的精神底色也愈发浓厚。这两

年，礼仪教育还从校园的公共空间延

伸到每一个学生家庭，家庭礼仪的示

范作用也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关注

和重视。更有家长乐于在家长学校

中分享孩子的变化——“孩子学过国

际西餐礼仪，在外吃自助餐的时候让

大家一起遵守”“在参加商务活动之

前，孩子特别‘提点’了我的着装服饰

和商务礼仪，现在父子俩的关系也融

洽了不少”。

从课程、活动、实践、文化、管理

到家校协同……在不断深化礼仪养

成教育的过程中，金可泽依然格外讲

求“循然育人”，让“礼”在学生心中

生根发芽。在他看来，这是“守秩

序、讲规则、彬彬有礼”现代公民品

格的唤醒与积淀，也是一所现代学校

以“人人拥有一颗礼孝之心”育人的

基本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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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礼”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通讯员 张赛男

滚铁环、玩陀螺、骑竹马、跳竹竿、舞

长龙……尽管天气寒冷，却阻挡不住山

区孩子们的运动热情。近来，浦江县檀

溪镇中心幼儿园在晨间锻炼环节引入

多样化的特色民间体育游戏项目。小、

中、大班幼儿的游戏内容根据年龄特点

各有不同，小班以趣味性游戏为主，中、

大班重在自主性和合作性游戏。

该园相关负责人赵钊钰介绍，之

所以将民间游戏融入教育教学，是因

为当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各村流

传的民间游戏种类繁多，如舞龙在全

国范围内都小有名气，本土文化理应

得到传承。再者，作为山区幼儿园，经

费有限，民间游戏形式简单、灵活多

变，可就地取材制作器械，既能节约资

金，又能促进幼儿发展。

从2018年开始，该园教师成立了

民间游戏研究小组，利用发布征集令、

走村考察、家长助教等多种形式收集、

筛选和整理出了近百个具有本地特色

的民间游戏，并尝试将好玩的、适宜的

游戏融入到晨间锻炼、主题教学、区域

活动等各个环节之中。

幼儿园区域活动有着相对宽松的

活动氛围、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这和

民间游戏的开展特点极为吻合。教师

们将游戏类别进行了划分，分类投放到

班级区域中，让幼儿享受自主、协作、创

造的游戏空间。譬如，有的班级在益智

区设置了“挑小棒”“接石子”等游戏区

域，在美工区则投放了扎染、剪纸、草编

等素材。

该园每个幼儿的椅子上都套着一

只“百纳袋”，袋子里装着花绳、纸包等

体积小、玩法多的游戏材料。大班班主

任张鸣说：“这是为一日生活过渡环节

而设置的。部分孩子点心吃得比较快，

他们就可以在袋子里拿出想玩的材料

进行自主游戏，这样既锻炼了孩子的能

力，也巧妙消除了消极等待现象。”

通过常态性的实施与推进，孩子们

基本掌握了民间游戏的玩法。大班幼

儿还能进行自主创新。据悉，每年12

月，该园都会举行一次隆重的民间游戏

擂台赛。孩子们与教师一起制订擂台

赛的规则，自发邀请教师、保育员及家

长代表担任评委，自主报名参赛项目，

在擂台赛中展现自我、享受喜悦、感悟

成长。

在开展过程中，教师们发现，由于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的不断

改变，民间游戏存在时代局限性，在传

承其精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适当改编

和融合创新。为此，该园开设了教师论

坛，每周定时对所收集的民间游戏进行

审议，做到合理筛选、适当创编，保证游

戏的教育性。

从涉足民间游戏的研究融入，到今

天的充实、深化，该园走过了整整3个

年头，教师们经历了问题困惑期、研究

解惑期、实践验证期、经验总结期的研

讨历练。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日志

式”记录本，用以记录孩子游戏过程中

的精彩瞬间和教育感悟。“教师们通过

记录反思，科研能力也在无形中逐步提

高。其撰写的有关民间体育游戏的教

育论文连续两年在县里均获得了不错

的成绩，研究组还申请了市级课题。”赵

钊钰说。

把民间游戏融入日常教学
浦江这所山区幼儿园传承创新本土文化

“为什么甘蔗的节长长短不一？”“甘蔗表面白白
的是什么？”近日，建德市大同中心幼儿园劳村分园在
甘蔗地里开启田间课堂。大班的孩子们在观察了解
甘蔗的过程中，体验劳作的辛苦、丰收的喜悦。

（本报通讯员 朱 珊 王 芳 摄）

92岁校友为母校打造阅读新天地

近日，寒潮连连来袭，义乌市新丝路学校附属
幼儿园的孩子们准备了不同形状的容器，将其装满
水后放在户外，隔天便有了各式各样的冰花。图为
该园幼儿观赏自制冰花，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本报通讯员 施凯悦 贾丽梅 毛彬颖 摄）

自制冰花 绽放冬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