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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郑远

被群山围绕的衢州市柯城区鹿鸣小

学七里校区是柯城区最偏远的小学，也

是该区唯一一所寄宿制小学。乡村薄弱

校的一切特质七里校区都符合，但是近

年来该校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第二批乡村温馨

校园建设典型案例、入选省城乡义务教

育共同体区域和学校典型案例、入选省

健康促进校（银牌）……

2006年，衢州市柯城区在省内率先

实践“一校两区”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模

式，七里乡中心小学与衢州市区的一所

名校——鹿鸣小学结成教育共同体，试

点“托管”，并更名为鹿鸣小学七里校

区。而这16年双方的共同努力，让柯城

山区多了一所好学校。

资源重整，强校托底农村校
“当时，鹿鸣小学按照两个校区‘人、

财、物统一，教育教学同步管理’的原则，

实行‘一个校区在城市，一个校区在农村’

的办学模式，分派城区的骨干教师来到

七里乡任教，校区间不仅能无障碍调配

人、财、物资源，而且实行一体化考核评

价机制。”鹿鸣小学校长郑美宏记忆深

刻，她是当时学校委派到七里校区的第

一任负责人。

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不足、学

生流失……16年前鹿鸣小学七里校区

面临着一系列看起来无解的难题。第一

个问题随着柯城区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的力度不断加大得以解决，七里校区

硬件建设顺利实现“五有”：有宽敞整洁

的活动场地、有方便一体的厕所宿舍、有

冷热随意的生活用水、有充足完善的教

学设施、有卫生齐备的餐厅食堂。

但是后面两个现象如何扭转？在郑

美宏看来，关键还是要抓好一个“人”字。

“鹿鸣小学的领导班子到村里手把手

指导工作，废、改、立教学管理制度，共享

优质师资、教学资源，设置轮岗制度……

这些举措使七里校区的教师队伍脱胎换

骨，有了大变化。”郑美宏告诉记者，鹿鸣

小学的党员教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

第一批常驻七里校区的教师。此外，柯城

区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促使城区

教师愿意来、主动来乡村教学。

鹿鸣小学七里校区语文教师吴燕萍

就是主动来的教师之一。“我虽然今年才

来到七里校区，但已经经历过很多个意想

不到的第一次了，第一次遭遇塌方、第一

次大雪封山徒步一个多小时去上课……”

吴燕萍对这些第一次记忆犹新。而这正

是16年来每一个前往七里校区任教教师

所经历的一个缩影。目前，已有58名鹿

鸣人奔赴七里，实现语文、数学、英语三大

科目教师常驻，音乐、体育、美术、信息等

辅助科目教师每周常态化送课。

效果显著，乡村教学有成果
行走在鹿鸣小学七里校区里，你会

发现这里几乎没有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学

生，他们的平均身高也明显高出同龄学

生；乡里的扶贫晚会上，哪怕低学段的学

生也敢在聚光灯下尽情演说……“学生

们的变化很大。”在七里校区耕耘了6年

多时间的鹿鸣小学教师郑雪根坦言，他

刚来七里校区的最大印象就是学生们都

十分安静，表达能力不强，不够自信。

学生不够自信，就从提升其综合素

养出发，七里校区利用本土资源，实行

“竹文化”特色教育，教学楼的校训是“虚

心自持、节节向上”，“山里娃”在文体课

上跳的是竹竿舞，美术教师手把手教的

是竹片画。学生羞于表达，七里校区便

发挥七里乡全域4A景区和“景区中的学

校”这一优势，专门设置了小导游课程。

“开眼界，长见识。”用郑美宏的话来

说，就是尽己所能地为这些乡村少年提

供平台，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不一样的人

和事。七里校区的学生们开始得以走出

大山，和城里的学生们一起参与省、市、

区级活动与比赛，并频频获奖。据统计，

自鹿鸣小学七里校区被“托管”以来，学

生在各类活动、比赛中获奖近50次。

目前，鹿鸣小学七里校区共有16名

教师、57名学生。接近1∶3的师生比，更

大程度地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我的

眼睛可以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的

表现，看到他们的优点和不足，能够进行

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鹿鸣小学七里校

区负责人陈薇说，自己最大的满足感和

幸福感，就是学生不光把你当成教师，更

把你当作一个能够倾心交谈的朋友。

教学质量的改变同样还体现在教师

身上。与鹿鸣小学结成教共体后，七里

校区教师参加区级及以上的各种教学比

赛实现了零的突破，获得了11个奖项。

这些显著变化，也得到七里乡人民群众

的广泛认同，被“托管”后的第一年，七里

校区便有外出借读学生开始回流，之后

更是成为常态。

全新升级，营造学生“理想家”
鹿鸣小学七里校区数学教师方志隽

有个特殊的身份——住校生的“妈妈”。

每当巡寝时遇到因想家哭闹的学生，她

都会耐心地将他们哄睡着。“小学阶段，

正是学生最需要关怀、最需要亲情的时

候。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儿

童，学校是他们的第二个家，那我们就是

家长。”方志隽坦言。

2020年开始，鹿鸣小学七里校区提

出打造一个以“家文化”为核心的“三样

一化”校园建设目标，即“家庭样”“书香

样”“实践样”“数字化”，并于去年9月完

成了学校的“一园两室三基地”建设。围

绕“家文化”理念，打造“师生在校生活

圈”——校园成为“大家庭”、教室成为

“师生之家”、寝室成为“兄弟姐妹之家”。

“生活中我们鼓励、引导学生们互相

照顾。”陈薇介绍，学校寝室采用混龄制，

“在混龄制的管理模式下，低龄学生可以

向大龄学生学习更多的生活常识，更有

安全感，大龄学生也在照顾低龄学生的

过程中变得更加懂事、自律、有责任心，

这让我们的校园氛围更像一个家”。

为了让学校的家庭氛围更加浓厚，

在七里乡政府的协助下，学校专门为学

生们打造了一块菜地“我家淘源”，并邀

请村民带领学生们种菜。不同季节种不

同的蔬菜，还在菜地一旁架起了一条作

为讨论活动区的长廊，“我家淘源”一下

就成了学生们的“桃源”。与此同时，学

校还开辟了“我家小厨”学生专用厨房，

并开设烹饪实践课程。“我们经常会从

‘我家淘源’采摘新鲜的蔬菜，给同学们

烧菜。我现在已经学会番茄炒蛋、炒青

菜等好多菜品，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做糖

饼。”四年级学生方晗说。除了自己吃，

多余的菜还会由学生们通过在线直播的

方式与城里的鹿鸣小学联动，“卖”给另

一个校区的学生们，共享丰收成果。

在七里校区这个“理想家”中，学生们

渐渐学会了相互照顾、相互帮助，用爱传

递爱。“乡村教育绝不能是城市教育的翻

版，挖掘不可替代的乡村课程资源和育人

资源，办有本土特色味道的学校。”郑美宏

表示，当下柯城正在探索乡村反哺城区、

双边资源互补、双向教学联动的“两区一

校”新型育人模式，七里校区的办学定位

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提质改革。

□本报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蒋丽娅 王依笑

加热空气，形成气流，并以气流带动

轮轴旋转的“走马灯”实验；教师带领学生

演示空气气流流动所带来的变化的“悬浮

飞球”实验；在“5·12”防灾减灾日制作简

易地震报警仪……每周四下午，东阳市江

北第二小学的科学实验拓展课总是人气

爆棚，一个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实验点

燃了三、四年级学生们的科学热情。

近年来，伴随着“天问一号”开启火星

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等科技

领域的发展，“科学教育”成了热词。这也

引发了东阳市江北第二小学教师们的思

考：如何对学校原有课程建设进行优化，融

入科学教育，实现学生“身体野蛮”和“精神

文明”的全面发展目标？“双减”之下，学校

在原先拥有创客、科学社团的基础上，又引

进了校外机构，在课后服务时间为三、四年

级学生开设科学实验拓展课。

“学校专任科学教师只有3名，三、四

年级没有专任科学教师。”学校教务处主

任蒋丽娅坦言，学生对学习科学知识充满

热情，培育学生的科学兴趣、加强学生的

科学素养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校借

力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率先在三、四年

级开设科学实验拓展课。

为了让授课内容更有针对性，开课

前，学校与机构进行了多方沟通。最终，

机构为学校设计了一套基于STEAM教

育理念和PBL项目化教学方式的课程，

内容基于课本、重在实践，涵盖生命科学、

物质科学、地球与宇宙、艺术、工程与设计

等几大领域。

“‘悬浮飞球’实验是我印象最深的，

我在学校做了一遍，回到家后自己找材料

又做了一遍。”“我喜欢‘过山车’实验，它

让我理解了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你知

道纸屑会跳舞吗？通过实验，我才知道这

是静电在‘捣鬼’。”……说起这些新奇有

趣的实验，学生们滔滔不绝。不仅学生喜

欢，课堂上还常常有教师旁听的身影。“这

些小实验又简单又有趣，还能学会很多知

识。我想学了以后，回去教给我儿子做。”

105班班主任黄萍萍说。

“这是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拓展课之

一。”蒋丽娅说，原本计划三、四年级各设

1个班，每班招20~30名学生，而实际上

每班最终人数都在40人左右，“达到了科

学教室可以容纳的极限”，并且“以往有时

候会出现学生在学期中调换社团的情况，

但科学实验拓展课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

情况”。

“科学实验课程的开设加上专业教师

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校三、四

年级科学教师师资不足的尴尬局面，让学

生能在教师的引领下，将科学探索融入自

己的日常生活。”谈及该课程，校长叶竹富

感慨颇深，“科学实验课程的引入在校园

中营造了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在科学探

索中涵养学生包容失败、积聚成功的品

质，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一课程推广至全

校各年级”。

16年的坚持让柯城山区多了一所好学校
解锁衢州市柯城区鹿鸣小学教共体的成长密码

宁波市奉化区尔仪小学：
锄头做奖品，劳动不缺席

本报讯（通讯员 乌雯雯）奖一把双头锄

耙、奖一把窄锄、奖一把小号尖锹……7月3

日，宁波市奉化区尔仪小学举行休业仪式，

501班班主任蒋盛芳将系着红色丝带的崭新

农具发到学生手中，这是她精心准备的期末

奖品。除此之外，蒋盛芳还邀请农耕实践经

验丰富的“专家”给大家一一介绍农具的名

称、用途，并进行动作示范，让颁奖环节仪式

感满满。

“原来锄头有这么多类别，长见识了。”学

生蒋雨泽拿到的是一把窄锄，他高兴地直接扛

在了肩上。

与这些农具奖品一起发放到学生手上的

还有一批种子。此前，蒋盛芳立足五年级劳动

课程中的种植环节，以问卷调查、咨询家长等

方式，根据当地气候、地理等因素，选定了青

菜、娃娃菜、萝卜等种子，鼓励学生们用暑假的

时间“大干一把”。

蒋盛芳表示，学校地处农村“很有优势”，

家长们尤其是祖辈都拥有一定种植经验，可以

为学生们提供协助。暑假到了，学生们有了更

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她希望通过劳动实践充实

学生的假期生活，“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夏令

营’吧”。

杭州市翠苑第二小学：
中草药祛暑作业正当时

本报讯（通讯员 陈森琴）夏日炎炎，杭州

市翠苑第二小学的学生们迎来了一份特殊的

暑假作业——中草药祛暑系列作业，学生可以

选择在家中种植一种中草药，也可以亲自制作

祛暑茶饮与家人共享。

据了解，中草药节气茶饮是该校联合浙江

医院根据不同节气推出的保健饮品，目前已经

推出了“立夏健脾茶”“芒种清热茶”“夏至解暑

茶”等24种节气茶饮。在每个节气的前后5天

里，学校会将当天泡好的茶饮放置到每个楼

层，供学生品尝。“中草药茶饮经过充分的临床

实践，能够提高孩子们的身体免疫力，口感也

是不错的。”浙江医院中药房主任、浙江省名中

医万晓青说。

中草药节气茶饮的原料一部分来自医院，

一部分来自学校的“百草园”。“百草园”占地

200多平方米，是学校利用楼顶空间开辟的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目前种植了金银花、薄荷、白

芍、黄金菊、夏枯草等17种中草药。与此同

时，学校专门开设了中草药课程，学生们化身

“小药童”，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习各类中草药知

识。祛暑茶饮的配方学生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就已经学习过。

此外，学校还开发了中医食谱，根据不同

季节在每周定制一道“药食同源”菜品，并与属

地社区联合开辟中草药校外种植园，将学生中

草药课程学习成果延伸到社区。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在每一个师生心中

种下中医药文化的种子，为中医药文化的繁荣

与发展出一份力。”校长杨凌英表示。

诸暨市职教中心：
为教师子女下一场“及时雨”

本报讯（通讯员 孟建青）7月4日下午，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的体育馆内，教师汤珂正

在认真地教孩子们拍球、运球、投篮等动作。

孩子们虽然大汗淋漓，但个个笑容满面。除了

体育馆，暑假期间本该安静的足球场、画室、书

法室等校内场所，此刻也处处都有孩子们的身

影。“上午与小朋友一起画画，下午又有新的小

朋友一起踢足球，好开心，玩累了就到爸爸办

公室做作业。”小朋友拉拉开心地介绍自己一

天的行程。

原来，暑假放假前夕，诸暨市职教中心的

教师们接到学校工会的通知，学校将推出“暑

期教工子女兴趣活动”，开设篮球、足球、空手

道、书法、美术等多项体艺类项目，全部免

费。一接到通知，该校教师陈丹丹马上报名：

“太好了，我们家有两个小孩，暑假里我得忙

学校的社会培训工作，现在小孩子能在校参

加活动，我就可以安心在校工作。工会的安

排太贴心了。”

工会负责人石澍东表示，学校里有不少

教师在暑假中仍要承担一些工作，在假期中

无法时刻陪伴子女。虽然不少学校有开设暑

假托管课程，但孩子面对天天上学的学校，容

易产生倦怠感，校外的体艺类培训班既费钱

又有接送压力，“我们学校在专业、课程、师

资、场地、设备等方面完全具备托管优势。在

这里‘神兽’们可以换个环境、结识新朋友，

又可以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这样的‘及时

雨’谁不喜欢呢？”

校长周洁人说：“‘双减’政策的实行，就是

为了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体系。因此，职业学

校理应担当责任，发挥职业教育的力量，助力

假期托管服务，为素质教育做‘加法’。”

鹿
鸣
小
学
七
里
校
区
学
生
在
﹃
我
家
淘
源
﹄

劳
动
实
践
基
地
里
收
获
马
铃
薯
。
这
些
马
铃
薯

由
学
生
在
三
月
份
播
种
并
精
心
照
料
，而
今
结

出
硕
果
。

（
本
报
通
讯
员

余
君
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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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样本

东阳市江北第二小学：小实验“玩”出大科学

“官方带娃”正式上线

7月5日上午9时，宁波市北仑区泰河学校的校园劳动基地“耘
梦园”中一派热闹的景象，参加暑期托管的10余名四年级学生正在
教师的指导下，有序上着第一堂劳动实践课。据悉，今年暑假，泰河
学校共有161名学生报名参加托管，学校充分利用校内劳动实践基
地、阅览室、体育场馆等资源，安排了作业辅导、劳动、阅读、体育等特
色课程。

（本报通讯员 杨 阳 沈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