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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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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从浦江县城一路向北32公里，汽

车沿着山路行驶了大约40分钟，记者

到了全县最远的村庄之一：檀溪镇寺

前村。这个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古村

落，自古以来就是要冲之地，崇文重教

的风气延续至今，浦江县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檀溪校区坐落于此。

寺前村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浦江滚地龙”的传承基地，舞龙文化

深入家家户户。山区小规模学校如何

突围？山里的孩子怎样凸显发展优

势？2018年，刚调至实小檀溪校区担

任校长的傅海鹰一直在思索这两个问

题。“舞龙文化能否跟学校建设深度融

合，碰撞出更迷人的火花？”这个念头

产生后，傅海鹰决定以体育特色作为

切入点。

每一个大课间都有舞龙
为体育课堂破除时空边界
下午3：40，铃声响起，实小檀溪

校区12个班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

来到操场。记者发现每个学生手里都

拿着一个神秘道具。“这个叫舞龙彩

带，是跳龙舞操的道具。”教师陈璐璐

解答了记者的疑问。

“龙舞操将舞龙训练时的几个动

作简化，与舞蹈和健身操等相结合，难

度适中，适合各个年段的学生。”体育

教师陈丽梅介绍，这套龙舞操正是由

她编创。

“这可比广播体操有意思多了，龙舞

操可以让我们过一下舞龙的瘾。”五（2）

班学生陈诺跳得格外认真，额头上微

微出汗，她告诉记者，每天回到家她都

会练习好几遍。

龙舞操结束，学生们迅速把舞龙

彩带收纳好，拿出跳绳。一年级的几

个刚学会跳绳的学生互相比赛，看谁

跳得多。龙舞操、跳绳、平板支撑、跑

操……这些活动一项接一项有条不紊

地进行，学校将一天中的两个大课间，

全部交给体育，交给学生。

如何拓宽体育课的外延？参加专

业比赛无疑是最佳选择。在这方面，

实小檀溪校区有个“秘密武器”。

2005年，学校组建娃娃舞龙队，经过

十几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小有名气。

娃娃也能舞龙，这让很多寺前村的村

民都竖起大拇指。

“我们学校的学生虽然大多是农

村孩子，但他们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孩

子逊色，在吃苦耐劳方面都超过城里

孩子。”负责舞龙队训练的副校长罗智

杰说，带了10多年舞龙队后他也变成

了舞龙专家，如今他是国家一级舞龙

比赛裁判员。

2018年，娃娃舞龙队获得浙江省

第五届舞龙锦标赛获竞速舞龙铜奖和

传统套路组银奖；2019年，在浙江省

第六届龙狮锦标赛中荣获儿童组竞速

舞龙一等奖和传统套路三等奖……荣

誉的背后是舞龙队员们训练的汗水和

对舞龙的热爱。每天早上6：30开始，

风雨无阻，训练已经成了每一个舞龙

队员的习惯。

每一个孩子都了解舞龙
为体育课程点染文化底色

舞龙对学生的力量有很高要求，

怎么能让舞龙文化普及每一个学生？

罗智杰提出在体育课中开设一门舞龙

课，这个想法得到傅海鹰的支持。“舞

龙文化走进课程，体育课是最佳切入

点。”傅海鹰说。

就这样，从四年级开始，每周开设

一节舞龙课。从舞龙的历史，到舞龙

的构成再到舞龙动作，学生们没想到，

常常听家长念叨的舞龙，竟然来到了

他们的体育课上。

“我小时候就见过爸爸和爷爷他

们舞龙，所以对舞龙课非常感兴趣。”

六（2）班学生王晶原以为，作为力气较

小的女孩子是没有机会进入舞龙队

的，没想到今年舞龙队专门面向女生

招募“龙珠”，她毫不犹豫就报名了。

经过一系列选拔，擅长足球和跑

步的王晶成功入选为4名“龙珠”之

一。得知入选的那一天，她一路蹦蹦

跳跳着回家，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家人

这个好消息。

“舞龙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女孩

子的优势是动作精细、有耐心，希望舞

龙能让她们更有自信。”罗智杰说，他

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立一支全部由女生

组成的舞龙队。

2018年，学校开发出基于当地舞

龙文化的舞龙课程体系，通过“龙之体

验”“龙之展示”两个路径推进，带领学

生探寻龙文化历史渊源，鼓励学生走

上讲台宣讲“龙的故事”，并成立“缤纷

龙社”社团，让每个学生都拥有了一张

个性化的课程表。

“舞龙课是体育课，又不仅仅是体

育课。”傅海鹰认为舞龙精神是流动的。

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舞龙
为山区孩子打开一扇窗

经历过一次大赛上学生因为紧张

与一等奖失之交臂后，罗智杰坦言，学

生舞龙的技术和努力，他从来不担

心。“每次比赛，我只担心孩子们会紧

张，怯场。我希望给孩子们更多、更大

的舞台去历练。”每年罗智杰都会带领

学生参加省一级的舞龙比赛。

根据学校统计，实小檀溪校区的学

生中，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占了43%。

2018年，学校面向全校400多名学生

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身体素质下降、

心理健康失衡等问题。随后，学校提

出：给学生一个健壮的体魄和一个值

得回忆的童年。

现在走在实小檀溪校区的校园

里，记者发现有很多“大高个”，有很多

班级没有一个近视的学生。学校在

2018年浦江县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中，总达标率接近100%。“通过舞

龙，我身体强壮了很多，生病都少了。”

六（2）班学生周天傲是同学们口中的

“编程小达人”，如今他也是舞龙队的

主力之一。

“我女儿一二年级的时候是个胆

小、害羞的孩子，对家乡文化并不熟

悉，也不会说方言。学校开设舞龙课

程后，我女儿越来越自信了，平时还会

给村里的弟弟妹妹讲舞龙的故事。”对

于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六（1）班学生

毛晓丫的妈妈感触很深。

此外，学校还开设“檀溪味道”系

列龙文化课程，通过介绍家乡美食、学

习方言、探访古建筑等，加深学生们对

本土文化的认知，树立文化自信力。

“舞龙就像一个开关，打开了学生

们热爱运动的阀门，也打开了山里孩

子看世界的窗户。”傅海鹰说。

□本报通讯员 李伊敏 吕小英

“我刚接到学科培训通知，课后托管

谁有时间帮我代课，急急急，万分感谢。”

“明天的课后托管服务课上我想加

入一些传统游戏，哪位老师有好的素材

推荐？”

……

实行课后托管服务的前几周，这样

的“求助”消息在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

学的工作群里频频出现。没多久，一个

“学校课后资源”平台在学校浙政钉云

盘中正式上线，传统游戏、百科知识、影

视欣赏等八大类别资源供教师随取随

用；一个由党员教师、青年教师组成的

青年教师志愿团正式成立，解决突发问

题，加强教师协作，确保课后服务有序

开展。

“‘双减’之下，教师有问题就要马上

解决。”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邵建刚介绍，

学校利用教师、志愿者两大链条，协作联

动，让更多人和公益组织参与到课后服

务中来，缩短教师工作时长，减轻教师负

担，从而提高课后托管服务质量。

群策群力，构建校内协作圈
“稍息！立正！报数！”“报告老师，

上课人员已经到齐，可以开始上课。”操

场上，一名“点名小组长”声音响亮地下

达指令，有模有样地向任课教师汇报。

教务主任舒丽霞介绍，开展传统游戏进

校园等“X”系列活动时，学生分散于校

园的各个区域，教师数量有限，管理难度

加大，“点名小组长”“纪律管理员”等学

生辅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学校充分挖掘

可挖掘的一切资源，发挥可发挥的一切

力量，构建课后服务的校内协作圈。学

生志愿者、门卫保洁、食堂工作人员都可

以参与到学校的托管服务中来”。

“洒点洗洁精，身子要蹲下，脚踩拖

把布，细细来回搓。”学校保洁阿姨正在

给一年级学生传授拖干净楼梯拐角的

秘诀；“想要把花养得枝繁叶茂，其实不

简单。最重要的三原则是配土、浇水和

光照。”花工爷爷带着学生一边逛校园

赏花，一边专业地讲解养花技巧；煮饭

的米水比例是多少？如何包粽子？食

堂阿姨秒变最佳导师……课后托管服

务实施以来，这些由学校后勤职工担任

教师的生活实践课在衢江区实验小学

里人气爆棚，很多学生成功变身为美食

达人、养花小能手。

“扫地养花包粽子，职工阿姨显神

通。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

样的课后托管课不仅学生爱上，我也学

得兴致勃勃。”青年教师陆文燕说。

八方助力，形成社会共建圈
“我亲手制作的皮影会动了！我的

孙悟空要三打你的白骨精了……”皮影

戏拓展课堂上，学生们正在衢江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教师的指导下，按照皮影制

作步骤拼接、组装，不一会儿，一个个独

具特色的皮影相继出炉。

这正是衢江区团区委、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主办的“助力‘5+2’课后服务项

目进校园”活动的缩影。

“创意类、美劳类、艺术类、科技类、

非遗类、安全类等六大特色课程进入校

园，帮助学生在拓展课堂中培养兴趣爱

好，发挥个性特长，进行风采展示。”衢

江区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黄莉说，

“双减”落地以来，区教育局专门建立了

协调机制，加强部门统筹，整合各方力

量，送课上门，“现在每周三的课后服务

时间，不仅学生们非常期待，也早已成

为老师们的‘幸福日’”。

衢江区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常

驻学校宣讲网络安全知识，用具体实例

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定学生的政治信仰；浙江省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加油！科学+》大型

科普情景剧巡演让学生们在科学的海

洋中尽情畅游；钱江浪花艺术团的演员

不仅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还

提高了师生防电信诈骗意识。

“社会各界力量纷纷来支援，形成

课后托管共建圈，才能切实减轻教师负

担，让课后托管服务走得更好，走得更

远。”邵建刚说。

这所学校的线上
家长会有了“监督员”

本报讯（通讯员 虞波儿）“老师，我提前跟你

‘负荆请罪’吧，这孩子‘坑’妈呀！”近日，宁波市北

仑区泰河学校举行的线上家长会结束后，一个一

年级学生的妈妈给班主任发来以上信息，班主任

了解事情始末后却表示“支持孩子”。

原来，本次家长会以线上交流的方式进行，为

了提高家长听讲质量，该校学生发展中心与儿童

友好学校学生议事团进行了座谈，议事团成员提

出由学生来当线上家长会监督员，“我们做作业，

爸爸妈妈会监督；爸爸妈妈开家长会，我们也要监

督”。最终，双方还拟定了首份线上家长会评价

单，用于对听讲人进行星级评价和一句话评价。

于是，就有了开头这一幕——一名一年级学生在

评价单上如实写下：妈妈不认真听讲。

家长会第二天，学生发展中心收齐家长会评

价单，对各班家长听讲情况进行了统计，得到四

星、五星的家长超过3000人次，占总人数的80%。

“一张评价单，既是家长与孩子平等相处的见

证，也是父母与子女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体现，更

是对家长作为家庭教育责任主体的准确定位。”校

长严雪霞说。

□叶金福

日前，教育部印发《生命

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要求性侵害预

防进中小学教材，其中规定：

初中阶段引导学生学习青春

期保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提高预防性骚扰与性侵害的

能力；高中阶段了解婚姻和

生育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

能够有效预防和应对性骚扰

与性侵害。

一直以来，未成年人遭遇

性骚扰或性侵害的案件时有

发生，其中不乏熟人或教师作

案。但由于很多未成年人缺

乏防性侵相关知识，致使其在

遭遇侵害时，往往无法正确保

护自己。加之，许多家长出于

“见不得人”的错误心理选择

缄口不言，这也使得此类事件

无法得到正确处理，发生频率

呈上升趋势。

《“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

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

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

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性侵

者多次作案比例近六成，在没

有外界力量阻止的情况下，性

侵施害人往往多次作案，不会

自动终止，持续作案时间往往

在2~3年，在2019年曝光的案

例中最长时间达 22 年。可

见，预防儿童青少年性侵害、

性骚扰已势在必行。

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禁锢，学

校也好，家庭也罢，性教育一直不能光明正

大地进入学校，走进家庭。即使学校里开

设了生理健康课程，但教师们常常是一带

而过，使其沦为仅出现在课表上的课程，并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多数父母则往往

是避而不谈，甚至谈性色变，不允许学校开

展相关课程。

此次，教育部专门印发《指南》，明确要

求“性侵害预防进中小学教材”，这无疑为

学校开展性教育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学校不仅应该且必须开设性教育课程，科

学正确地给孩子讲解生理知识和性知识，

包括性心理发育、性伦理道德、性法律知

识、性病防治知识等，让孩子对性有一个全

面、系统的知识储备和了解，这对针对未成

年人的性侵害或性骚扰等能起到很好的预

防作用。

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教育也是

一个社会大课题，不能仅仅是学校的事，

家庭教育也绝不能缺位。性教育想要真

正进入学校，走进家庭，还需家校合育。

作为家长，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孩子的性

教育当中去，不妨把性教育列为家庭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适时地分年龄段

给孩子传授必要的性知识、性侵害预防知

识，从而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性，并在良好

的性教育氛围中学会如何预防性侵害、性

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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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为学生健康成长插上腾飞翅膀
——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檀溪校区特色体育侧记

双链双联促托管 教师减负进行时
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探索“双减”新路径

随着“双减”政策的全面实施，常山县白石镇中心小学以劳动
教育为突破口，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设立劳
动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周，聘请农技员或银龄教师为劳动教育辅
导员，引导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树立“出力、流汗、感受辛
苦”的劳动观念，从而实现实践育人，为学生成长赋能。图为退休
教师詹廿七在该校劳动实践基地指导学生种大蒜。

（本报通讯员 郑建荣 摄）

银龄教师助力“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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