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纯纯

1948年暑假前的最后一节作文

课上，江山县立中学国文教师林维雁

走进教室，提笔在黑板上写下了“梦

游新中国”5 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不得

人心，大势已去。我们坚信在不久的

将来就能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她

的话语同样充满着力量。但正是因

为这个作文题，林维雁被校方解聘。

73年后，在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

学六（3）班以“中国梦”命题的作文课

上，学生刘英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江水悠悠/雁过留痕/接过先烈的遗

愿/我们合心合力/砥砺前行/康乐/富

强/中国梦想各展其长……”

这是两代人跨越数十年的隔空

对话，更是林维雁所代表的“红雁精

神”在新时代校园的赓续绵延。

“榜样在哪里？”
走在衢江实小的校园里，要是问

起学生们最熟悉的革命人物，几乎所

有人都会脱口而出一个名字——林

维雁。

作为为衢州解放而英勇献身的

“六烈士”之一，林维雁曾担任中共闽

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衢州中心支

部副书记兼武装委员会主任一职，领

导浙西重镇繁重危险的地下党革命

工作。1949年1月23日，林维雁在

衢县西安门船埠头突遭敌人逮捕。

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却始终信仰坚

定：“牺牲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事业

（指组建游击武装）刚刚开始，未免遗

憾！”最终，年仅25岁的林维雁与地下

党员江文焕、李子珍、王多祥、郑南

轩、高寿华一起英勇就义，血洒黎明，

被誉为浙江的“江姐”。

而对衢江实小的学生们而言，林

维雁有着更为亲近的身份——“她是

我们的学姐！”

“现在的孩子需要学榜样，那么

榜样在哪里？很多故事里的人物对

小学生来说都太遥远，而像林维雁这

样的杰出校友就显得更鲜活、更亲

切。”校长邵建刚希望，校园里的党史

学习教育“不讲大道理”，而是能让学

生们看得见、摸得着，能让他们用喜

欢的方式去学习。

红色读本《红雁》里有翔实的林

维雁生平，教师手绘本《林维雁》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林维雁一生

的故事……“在小学课堂中，能够打

动人、感染人和塑造人的红色教育

不应该缺席。”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去年寒假，邵建刚带领数十位教师

进一步挖掘、整理林维雁的事迹，编

写校本教材《红雁之歌》，以《年方十

岁能持家》《刻苦求学入暨大》《抗议

暴行展形象》等16个生动具体的故

事展现了林维雁坚定信念、忠诚担

当、好学求真、乐学求理的“红雁精

神”，并将其拍摄成思政微课，供校

内外师生共享。

大队辅导员王菲是《红雁之歌》

的编写成员之一，从林维雁故事到课

后拓展阅读故事，“在和平年代如何

把这样的英雄人物描写得让学生可

感可知”是她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反复

思考的问题。之后，王菲又与学生一

起在校园里拍摄了其中一节微课《洗

衣做鞋样样行》，“与孩子们共同演绎

这些故事，我觉得又一次把红色种子

播进了孩子们的心里”。王菲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续各类红色活

动的开展，这颗小小的种子一定能长

成参天大树。

“让英雄走到孩子身边”
“同学们，这是林维雁当年亲手

写下的诗稿，‘等待！等待！黎明即

将到来’，她正是带着这样坚定的决

心英勇赴死……”一边参观珍贵手

稿，一边听教师讲述林维雁的故事，

在衢江实小的一幢二层小楼内，师生

正共同沉浸在《红雁之歌》带来的激

荡里。

这座小楼正是衢江实小打造的

校内红色英雄纪念馆——林维雁纪

念馆，内部布置了林维雁的生平、一

生的足迹等展板，并设置了林维雁革

命场景的大型壁画及情景蜡像，更重

要的是这里珍藏着林维雁生前很多

珍贵的手稿、图片和影像资料。

今年5月，林维雁纪念馆还专门

开辟了一个传承区，教师们精心编制

的《红雁》《林维雁》《红雁之歌》等一

系列教材被妥善保管、展示，学生们

以林维雁事迹为素材排练的歌、舞、

剧也通过视频的形式不断进行播

放。开学礼、十岁成人礼、道德与法

治课、少先队课……越来越多的活动

和课堂也被“搬”进了林维雁纪念

馆。“我们在校内建设红色英雄纪念

馆，就是为了让英雄走到孩子身边，

让‘红雁精神’在校园里薪火相传。

当师生在馆内能够得到更多深度参

与其中的感觉后，他们会更加主动地

进行自我教育。”邵建刚说。

开学日当天，衢江实小的师生收

到了一项“七个一”闯关任务——走

好一条党史红色大道、绘制一份红色

小报、学习一枚党史红色书签、参观

一座红色纪念馆、进行一次红色宣

誓、观看一部红色纪录片、进行一次

党史红色评价。为了让这次围绕林

维雁展开的“七个一”活动更加可感

可读可行，活动负责人、德育处主任

祝颖找到了林维雁的战友、妹妹等人

进行了深入采访。“之前，林维雁对我

而言更多是‘挂在学校宣传墙上的英

雄人物’，经过组织一系列活动，以及

带领学生不断学习后，现在我特别骄

傲学校里有这样一个革命英雄、一个

值得我们所有教师学习的榜样。”祝

颖说，林维雁也是一名教师，她身上

体现的革命精神启发着自己如何更

好地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

和远大理想。

“党史学习教育的最佳证明”
对于五年级学生刘晨奕来说，林

维雁纪念馆成了她熟悉的另一个

“教室”。

身为学校红色基因传承馆的小

小讲解员，在这里，她有时是小老师，

将自己所了解的林维雁故事细细讲

给同学们听；有时仍是不断主动学习

的学生，虽然讲解越发熟练，但她一

直在思考“如何把革命故事讲得让人

喜欢听、乐意学”。

不久后，带着这个问题的一封信

从衢江实小寄出，目的地是千里之外

的贵州遵义，收信人是遵义市老城小

学六年级学生张瑞凝，她同时也是全

国“优秀志愿讲解员”、全国“新时代

好少年”。当刘晨奕在课堂上听到张

瑞凝将遵义的红色故事、伟大的长征

精神从遵义讲到了全国，从线下讲到

了线上的故事后，在教师的鼓励下，

她决定向张瑞凝求教。

在回信里，张瑞凝认真地给刘晨

奕解惑：“讲好红色故事，我认为不能

仅仅只知道稿件上的内容，还应多多

查阅资料了解更多英雄背后的故事，

不断理解故事内涵和其中蕴含的精

神，才能使讲解更加生动……生活在

新时代的我们，虽没有亲历战火纷

飞，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红

色文化，传承英雄精神……”

“这一封两地书正是学校党史学

习教育的最佳证明。”邵建刚认为，

现在的学生最缺的不是知识和学习

机会，而是一种担当意识和敬畏精

神，“林维雁的忠诚担当是革命时要

抛头颅洒热血，现在的学生把知识

学好，把身体练好，把家人照顾好，

让学校和家乡更美好，就是爱国，也

是担当”。

这个暑期，衢江实小的学生们共

同完成了一份特殊的作业——“为党

点赞 为国喝彩”，有的学生了解中国

领先的科技项目，有的学生学习“七

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党史学

习教育不光要让学生们了解艰苦岁

月，也要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增

强民族自豪感。”邵建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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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兵

“双减”政策一出，学生作业

负担小了，参加校外培训的负担

也小了，直呼盼来了学习的春

天，“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

习了”。

随着政策效应的慢慢沉淀，

也不免有人担心：要“减”容易，

但只“减”不“加”吗？

显然不是。该“减”的得坚

决减下去，该“加”的得科学地加

上来，有“减”有“加”，方能使学

校教育回归学校、家庭教育回归

家庭，才能重塑教育的绿色生

态，营造立德树人的成长环境。

学校的加减法已经开始了，

许多校长正在历经加减法的头

脑风暴。在减去作业负担的同

时，有学校已经在探索实施放学

后的“5+2”托管、初中晚自习、校

内体育锻炼1小时、课堂增效提

质、分层作业等，把减下去的负

担、减出来的焦虑转变为轻负高

质的举措、科学育人的方式，而

不是不负责任地一“减”了之。

不只学校，社会群团等组织

也都行动起来，在减法之外主动

做加法，服务于家长的需求。笔

者亲见杭州城东一菜市场辟出

一个房间，为摊主孩子提供写作

业的空间，每天逐个摊位询问孩

子到场情况。笔者所在小区的

物业保安组织在家度暑假的孩

子们早上7:30组队跑步锻炼，很

受欢迎。杭州上城区以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为阵地打造“红苗学

社”，推出“四点半课堂”、假日小队活动和青少

年成长计划等特色服务。社区开展儿童托管

教育项目，探索打造“家门口的成长中心”，这

些都是积极的加法行动。

“双减”更是给家长出了一道家庭教育的

加减法题目。此情此景下，家庭教育该怎么

办？显然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念歪经，暗

中或变相把减下去的项目自行加上去，而是要

提高教育站位，认真领会“双减”工作的重要意

义，切实实现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走向智慧

教育，彻底摆脱简单依赖校外培训机构育分育

人的路径。杭州上城区教育局发布告家长书，

“建议家长朋友不妨将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培养

孩子习惯上来”，比如阅读的习惯、运动的习

惯、劳动的习惯、参与家庭生活的习惯，让“好

习惯成就好未来”，真正做到“树立科学的育儿

观，遵循教育规律和孩子成长规律”。

因此，孩子的作业负担减下去，家长自身

学习做好智慧型家长的“负担”得加上来。杭

州上城区推行“星级家长执照”，浙江拟在数字

家长学校试行家长学习积分制，也都是在为家

庭教育转型提供服务支撑，让家长学习亲子沟

通、情绪管理、成长规律、身心健康管理等知

识，不断提高教育能力。家庭教育的底层功夫

到位了，孩子的学习提质、成长加速也就水到

渠成了。当然，这不是简单地给家长增加负

担，而是教育赋能。

“双减”题目已出，需要时间来作答。只要

各方协力，共同做好这道加减法，我们坚信，教

育内卷大潮定会慢慢退去，良好的教育生态必

将正常回归，“双减”必将减出乘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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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

看得见、摸得着的“红雁精神”

□本报通讯员 沃路璐 李 臻

庄子璇是宁波市北仑区淮河小学

的一名新教师。在入职学校的第一天，

她领到了一本《教师手册》。翻开这本

手册，里面分为三项内容：教师师德准

则、教师清廉守则、师德负面清单。她

细细阅读着，小小册子规范了新教师的

言行，提醒每一位教师守住廉洁底线。

随后，她与其他新教师一同观看了

沙画短片《淮河教师清廉守则》。看完，

她激动地说：“沙画作品震撼人心又有

意义，以新教师入职学校为开端，展现

了在老教师的帮扶下，我们实现从学生

到教师的角色转变，提醒自己守好三尺

讲台，廉洁从教，以德育人。”

“新人入职要有仪式感。我们希

望通过一系列有淮河印记与温度的方

式让每一位老师都加入清廉学校的建

设中。”淮河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翁

飞霞表示，学校专设师生板块，通过

“八个一”系列活动传承廉洁基因，引

导师生学廉、思廉、倡廉、诺廉，进而扎

实推进清廉学校建设，积极打造清廉

学校新样态。

据悉，“八个一”系列活动包含宣一

个清廉誓言、饮一杯清廉香茗、读一本

清廉书籍、听一场清廉倡议、画一个清

廉妆容、话一次清廉论坛、签一纸清廉

承诺等。

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教师清廉作品

创作社团。写一幅清廉书法、绘一盏清

廉釉下彩、设计一面清廉信纸、折一叶

清廉荷花、捏一个清廉人物、描一批清

廉书签……“廉”花在每位教师手中、心

里齐齐绽放。

“师风养成重在教育，但更要树

立规矩，致力扎好制度笼子。学校

有师德规范和相应的考评制度，对

师德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坚决实行

‘一票否决’。”翁飞霞介绍，针对行

政管理，学校提出“小微权力进清

单，清单之外无权力”，并制定了《淮

河小学小微权力清单》，清单细致标

注了学校领导在教职工聘用、年度

考核、物品采购等事务上的小微权

力，明确了每项职权的名称、内容、

依据、办理流程、办理时限、责任人

等，做到环环有记录、全程受监督、

责任可追溯，为学校的小微权力建

起了透明的制度之笼，划清了权力

边界，将权力晒在了阳光下。

1049名少先队员
交上“寻访老党员”答卷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同学们，我今天给大家

上的这堂课主题是‘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近

日，85岁老党员、遂昌中学退休校长雷月明受邀来到遂

昌育才小学，为该校402中队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课上，雷月明从自己的求学故事、旧中国的艰苦岁

月、新中国的发展壮大等几方面展开，为学生们呈现了

祖国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党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美好画

面。同时，他还寄语学生们要努力培养自学能力、自控

能力、自理能力。

“在旧中国，雷爷爷没书读。在新中国长大的我们

更应积极上进、心怀感恩，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我感受

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幸福与中国的强大。”……学生们

纷纷写下自己的听课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雷月明是学生们自己寻访来的。暑

假期间，育才小学1049名少先队员分成179个小队，开

展了寻访周边党龄在50年以上的老党员活动，红色革命

老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老党员家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

迹。书写寻访感受、制作活动展示本、拍摄视频……在一

项项寻访任务中，少先队员们充分感受到了老党员对党

和祖国的忠诚之心，以及信仰的力量，交上了“寻访老党

员”的圆满答卷。

为让一年级新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杭州师范大
学东城小学以主题日为框架，以实践活动为形式，设
计了热情欢迎日、美丽校园日、亲亲伙伴日、缤纷学科
日、金色收获日等为期一周的走读校园特色课程。图
为热情欢迎日当天，在自我介绍环节，小女孩比较害
羞，迟迟没有开口，班主任耐心引导她举起手中的姓
名牌向同学们介绍自己。

（本报通讯员 蒋 婕 方 霞 摄）

先上一堂廉洁课

宁波北仑区淮河小学为新教师划好师德底线

近日，德清县洛舍镇中心学校开展“缅怀先烈 牢记历史”活动。该校60多名少先队员前往
砂村新四军纪念馆，聆听英雄事迹，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
雄致敬。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牢记历史牢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