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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

教无定法

□杭州市滨文小学 童 欣

这是一节普通的二年级统计课——

“用多种方法对数据进行记录整理”。

“按照学号，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

水果。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记录，比一

比谁的方法又快又好。”我创设情境，引

入教学。

橘子、香蕉、苹果……学生们一个

个地报出水果名，并且各显神通，有的

用符号，有的打钩，有的画“正”字，最

后都成功地统计出了结果。

“同学们真厉害，用这么多方法解

决了刚才的难题，大家觉得哪种方法

更好呢？”

不出意外，其他的记录法因各

种缺陷被学生淘汰，简便易行的

“正”字快要浮出水面，而我所有的

准备都围绕“正”字统计法的认识与

巩固。

这时，一双小手举了起来，他会有

什么问题呢？

“童老师，我觉得五画的字有很

多，干吗非得用‘正’字？”

一瞬间，我有点蒙，课前没想过，因

此根本没有预设。怎么办呢？看到有

学生好像要发言，于是我顺势把球踢了

出去。

“老师，我觉得他问得很好。我的

姓‘钱’刚好是十画。十比五在计数时

进位更方便，为什么不用‘钱’字来记

录呢？”小钱的发言，不是救我，而是将

我逼到了绝境。

教材上没有交代，我自己也没想

明白，该怎么处理呢？还是“经验”发

挥了作用。

我面带笑容，亲切地说道：“同学

们真善于思考，提出了这么好的问

题。是的，为什么不用十画的‘钱’

字，而要使用五画的‘正’字来记录

呢？‘正’字统计法究竟有什么好处

呢？这个话题，就作为今天的思考

题，请大家课后再去探究。”为显示

诚意，我又补充道：“明天课前，方案

最合理的同学，老师有奖励哦。”

下课后，我急急忙忙地打开电脑，

一查，庆幸自己没现场解答，因为我了

解得并不全面。“正”字结构简单，每一

画横平竖直，书写效率高，不易写错；

“正”字有“公平、公正”之意，刚好是五

画，便于计数。

第二天课堂上，学生们化身为一

个个“小老师”上台展示。

小何汇报：“我告诉你们，‘正’字

表示公平、公正，比‘钱’更有意义。”

“那为什么不用‘平’，也是五画？

你说得不完整，是因为‘正’字的笔画

横平竖直，记录方便。”小陈补充道。

“如果用‘钱’字来计数，不仅笔画

多，而且写法多样，很麻烦。”小李在黑

板上边写边说。

“我回去试了一下，虽然‘钱’是十

画，但是没写完的字，笔画不容易数，

没有‘正’字方便。”小钱讲出了自己的

切身体会。

我顺势引导：“我写半个‘钱’字

试试。”

……

时间在热烈的气氛中很快过去

了，学生们充分地交流、碰撞，深刻地

感受着数学知识的魅力。

为了课堂进展“顺利”，我以前不

太给学生提问的机会。在“生问课

堂”理念的引领下，过去半年里，我在

课堂上经常鼓励学生多问。学生也

从一开始的不愿问、不会问，慢慢地

变得敢问并能提出好问题。学生提

问意识的增强，让我的数学课堂显现

出活力。这一经历证明，学生能提出

问题，才是真正在思考，才是真学习。

我在课堂中一下子没想好解释

的理由，看似无奈之下才让学生去课

外自主探究，但在平时的教学中，我

也大都这么设计和实施：问题由学生

提出，释疑也由学生完成。学生经历

有效的探究，就能深刻地建构知识，

促进多种能力的发展，展现出意义学

习的特征。

为什么非得用“正”字来记录

□周燕娜

午后，资深班主任沈老师带着小

姜、小滕来我办公室。

两个学生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完

成作业了。我和沈老师默契地对他

们进行教育，从惊讶、可惜，到先肯定

后批评，最后是语重心长地鼓励。

一轮长谈之后，两人各自回去补

作业了。

这样的情景在学校生活中不难

遇到，我常在想，我们的努力对学生

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不做作业，上课走神，寻衅滋事……

对这些学生，一次谈心够吗？如果不

够，那么，就此放弃吗？

那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不仅会

一次又一次地与学生交心，还要进

一步地寻找他们的闪光点，或联系

家长形成家校合力，激发他们的某

项潜能，尝试用新的办法，帮助他们

回到正轨。

我想，这就是教育者的情怀与

担当。

2017年 9月，我来到这所新学

校，它在海岛上，我称之为“岛上的巴

学园”。

第一年4个班118个学生，接着

每年扩招8个平行班，短短的5年，总

体上还算顺利，但也遇到了各种问题。

一所学校未来怎么走，能走到

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其实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它最初的时刻遇到的问

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决定

的。《岛上学校》的这一观点，我感同

身受。

问题都是中性的，学校要发展不

可能没有问题，恰恰是因为你把问题

处理好了，才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茫茫人海中，我们和学生在校园

相遇，成为学生生命中重要的“他

者”，点燃他们的学习激情，构筑他们

的人生梦想，拓展他们的生命高度。

一所学校需要一位温情的校长，

带着一群有温度的人，传递温度给学

生。办有温度的教育，这是我对现在

所处的这个岗位的认知。

文化是看不见的基因密码
有一次，学生在体育课上意外摔

跤，我和全体教师交流：处理校园事件

应采取何种态度、流程，家校之间如何

沟通。最后，我们谈到了学校文化基

因，它体现在教师对每一件小事的处

理上。

学校新教师多，年轻教师是集团

母体——舟山南海实验学校的文化

基因的最重要传承者。对年轻教师

的培养、引导和熏陶，就是DNA复制

优化的过程，需要在学校的每一处教

育场景中落实。

办学理念不只写在墙上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教

育即呈现，儿童即可能”“在一起，做

自己；有梦想，去远方”……走进校

园，不难发现墙上贴挂着办学理念、

校风教风、教育名言，而有温度的教

育体现在常态课堂中，体现在丰富多

彩的活动中。

刚开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月季

花只有一个品种，被花农老伯修剪得

高低一致。过了一年，有些月季花枯

萎了，有一次党员活动，学校买了一

批新品种，每位党员教师还认领种养

一株。我们没有修剪，任它们高矮不

齐、大小不一、花色各异。

这与学校的教育方针何其相

似，面对启蒙期的儿童，我们只是为

他们的发展提供适合的营养，而不

是修正他们，让他们符合学校统一

的标准。

依靠团队才能达成目标
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是心灵与心

灵的对话，情怀是教育人应有的特

质。一所有教育温度的学校，不是校

长一个人，而是需要一群人守望共同

的理想，并肩合作才能达成目标。

创办第一年，我们团队只有15个

人，“一专多能、一人多岗”带着一年

级4个班级的学生。记得当年疗休养

时，大家还在讨论下学期的工作，10

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坐在凳子上、

床边，还有人坐在浴缸里，讨论到凌

晨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第一年，很多工作没有明确的边

界，大家互相沟通，互相依赖，互相成全。

管理制度有章更有情
“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是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乱象，更是强化学校教

育的主体责任，重构学生校园生活，

回归良好教育生态，对学校内部治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课后服务是否纳入学校课程体

系？教师作息时间如何实施弹性管

理？如何在整合资源的同时明晰家

校边界？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校

长肯定是第一个需要承担的人，也

必须是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人，更

有可能是学校里承受负面能量最多

的人。

“双减”下，学校出台了一系列

制度和措施，以便教师有章可循、有

情可原。观澜沙龙团队、心理学研

究团队、德育导师团队、信息化技术

小组等多个项目团队建立起来了，

让更多的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之余

参与学校管理。

为了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学

校创建了“我有一个问题”“圆桌学

习”“三课制”等多种培训形式，提炼

日常经验，化为学习资源。

《岛上学校》的封面上有一句话：

“任何教育内容，都要先用心把它捂

热后，再传递给学生。我把这种考

量，称为教育的温度。”

学生放学后，校园安静了下来，我

叩问自己：“你的教育温度有几度？”

（作者为舟山南海实验学校长峙
小学校区党支部书记、校长）

□嵊州市城北小学 尹蔡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土文

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资源。被

剡中百姓尊为“剡中第一乡贤”的

“雕圣”戴逵，对剡中文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为了让家乡优秀传统

文化之美给学生的生命打上精神

底色，学校近年来着力打造“雕圣

文化”美育课程。

戴逵，字安道，东晋时期著名

的雕塑家、美术家、音乐家，被尊

为“剡中第一乡贤”，与“书圣”王

羲之合称“嵊州两圣”。成语“乘

兴而来，兴尽而返”就出自《世说

新语》中有关他的典故《雪夜访

戴》。嵊州的戴望村、逵溪村、访

戴桥、二戴公园等地名也都是为

了纪念戴逵。

嵊州市城北小学坐落在风景

秀丽的艇湖山下，这里就是《雪夜

访戴》故事的发生地，有一组群雕

演绎着这一段千年风雅。

学校通过查找地方志、请教文

史专家、实地考察等方式积累课程资

源，并制作了乡土美育活动手册——

《走进雕刻时光》。

手册主要由“1.感受‘雕圣’戴

逵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2.欣赏

石雕、木雕、砖雕；3.追寻工艺大师，

调查根雕产业；4.动手创造生活中

的美”4个部分组成。

嵊州传统建筑的雕刻艺术声

名远播，特别是城隍庙，被称为“江

南三雕第一家”，其“三雕”（石雕、

砖雕、木雕）被誉为“江南一绝”。

嵊州雕刻产业方兴未艾，是全

国的“根艺之乡”。在政府的扶持

下，文创园从事根雕产业的企业有

60余家，从业者3000多人，年产值

千万元。

因此，手册的活动环节体现实

践自主性，每个活动分“我的活动

我设计”“我的计划我行动”“我的

成果我来秀”3个环节，每个环节图

文结合，通过“聊一聊”“想一想”

“查一查”“理一理”“我展示”“分享链接”“小贴士”

等任务与材料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

与戴逵有关的古建筑与文学作品欣赏，激起学

生对家乡传统文化的自豪之情。学校编写了可知

可感的美育读本——《剡中访戴》，其中提到的艇湖

村、艇湖路、艇湖塔都是学生熟悉的地名，亲切感油

然而生。

剡中最早的官方书院——建于元代的二戴书

院、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苏轼等文人墨客

以“雪夜访戴”为主题而写的诗词、森林公园的照

片和故事，引出学生对“雕圣”戴逵的认识，再到

“雕圣”对剡中文化的深远影响，进入“雕圣文化”

的美育场。

在一次次的行走中，问题被一个一个解开，新

的问题又产生了。学生们来到逵溪村、戴望村，采

访戴逵研究专家童玄德和卜樟桥，聆听戴逵的事

迹，学习他高洁的品性。

在学习过程中，全班学生分成5组，每组各选出

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教师给这10名团队核心

成员开会培训，明确责任与任务。

10名组长的家长自动成为家长团队中的组

长。教师召集家长开会，对家长团队进行培训，统

一认识，了解活动的意义。

小组成员交流并梳理问题，安排小组活动每个

阶段的任务节点，制订方案。

通过学生对最感兴趣的零散问题的比较分析，

围绕“美”提炼出本质问题，在不断的讨论中，得出

各种设想，层层推进，最终形成一个倒树形结构的

问题链，涉及社会、经济、艺术、人文等领域，“刷”出

一大片知识，提供给学生一个广阔的多角度持续探

索空间。

学生们纷纷表示，自己多次去过城隍庙、崇仁

古镇，却从来没有如此细细欣赏过、慢慢品味过建

筑雕刻的美。

学生王晗宇在作文中写道：“要有一对发现美

的眼睛、一双灵巧的手和十足的耐心……才会有如

此动人心魄的美。”

学生们锯竹子、削木头、刻花纹、摆造型，做成

笔筒、挂件等心爱的雕刻作品，从欣赏美到用美的

创意让生活变得充满艺术。

一出名为《剡中访戴》的戏剧被创编出来了，剧

情从东晋时期的访戴典故，到唐宋以后的诗词绘

画，最后讲到如今对“雕圣文化”的一路追寻。

从做海报、设计入场券，到正式登台演出；从服

饰、道具的选择和准备，到队形的舞台效果，再到台

词的表现力，学生之间相互协调，在解决真实问题

的过程中全面成长，呈现最美的自己。

美育本质上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情感教育。新

时代呼唤“以美育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

学习基于乡土文化的“雕圣文化”美育课程，就

是学生接受浸润式美育的过程。美育课程与学生

的真实生活环境连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

“活起来”“传下去”，成为根植乡土文化的美的基

因，并因此而成长，成为精神饱满、心灵高贵、人格

健全、全面发展的人。

你的教育温度有几度？
我
们
把
《
世
说
新
语
》
里
的
故
事
做
成
了
课
程

磐安县实验幼儿园致力于将乡土资源融入
园本课程当中。近日，该园“六月六”民俗体验
大街上，“称心如意”店铺门前吆喝声声，人头攒
动。“古法称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哇，好神
奇，小小一杆秤，竟然能把我这么大一个人的体
重都称出来。”两位教师，一杆大秤、一个大秤
砣、一只大竹筐引得小顾客们争相光顾，让他们
在操作中感受家乡传统文化。

（本报通讯员 傅亚男 摄）

我长大了吗我长大了吗？？
过个秤看看过个秤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