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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锡炯

“嘿呦，嘿呦……”远处传来劳动

号子声，只见一群小学生合作扛着一

根大青竹走来，原来这是杭州市永正

实验学校开展的一堂“认廉、学廉”的

手工劳动课。

这群学生上二年级，他们把从竹

园里锯下来的一根大竹子扛到永正楼

大厅外，学校党员教师带领他们当起

了竹匠，一起锯竹子，拼“廉”字，认

“廉”字。

最后，一个3平方米大小的“廉”字

造型完工，布置在“廉竹园”大花坛中。

学校类似这样的活动有很多，学生

既做手工，又学知识，走出了一条“以儿

童为中心，创建清廉学校”的新路径。

谱好课程融廉主题歌
为进一步推动党组织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试点工作落细落实，永正

实验学校以课程建设为清廉教育关

键点，围绕立德树人，开展丰富多彩、

形式新颖的清廉教育视角下的“江南

习俗”劳动融合课程教育活动，唱响

课程融合主题歌，谱好育人曲，让新

时代劳动教育及清廉教育落地。

去年11月，“冬腌菜”劳动课程节

火出圈。学校在大操场摆上10口大

缸，学生们手拉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

着大白菜。在2个小时的劳动实践

中，850多公斤的大白菜腌制入缸。

将杭州本土的冬腌菜习俗纳入

“江南习俗”课程，教师引导学生感悟

大白菜朴素、平凡、清白的品格象征，

教育学生做人也要像腌白菜一样踏踏

实实。

如果有人问：清廉与儿童有关系

吗？我说有，清廉其实就是做人的品

质，儿童得从小学习。

再如，“双减”政策落地后的第一

个寒假，学校组织学生自主开展“江南

习俗”之“做春卷”劳动综合实践活

动。学生们大胆想象，为春卷设计了

一款包装。

学生们亲手设计和制作不同

“馅”的春卷，并在春节期间赠送给亲

朋好友。

在享受劳动成果的过程中，教师

引导学生感受春卷的包容精神与能禁

得住熬磨的品质。

又如，在今年3—5月的乌米饭习

俗课程节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乌

饭树“正气萌发，耐难喜光”的品质，教

育学生在学习与生活的道路上向着光

明，勇敢接受各种困难与挑战。

这些与清廉有关的精神品质，不

是通过说教灌输给学生的，而是融合

在课程活动中，让学生在活动中观察、

体会，进而潜移默化受到熏陶。

创好环境育廉主阵地
学校有一个放学后学生等待接送

的区域，叫“一介不取亭”。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区域有一些书架，个别学生

家长未能及时来接孩子，学生可以在

这里休息、等待、阅读。

有一回，一个一年级学生悄悄将书

架上的绘本“放”进自己的书包，一个三

年级女生看见了，就上前劝导他，告诉

他公共图书是不能直接拿走的。

她还告诉一年级学生，有个成语

叫作“一介不取”。

这件事被学校知道后，就把“一介

不取”用作接送等待区的名称，这是一

个有清廉文化意味的名字。一介不

取，廉也。

小孩子都喜欢画画。今年3—6

月，在美术教师的组织下，二年级学生

画了很多幅以大白菜为创作对象的作

品；三年级学生用形态各异的数字1~9

创作了“清廉”二字；美术社团的学生

大胆想象，将中国大鼓与荷花、荷叶结

合在一起，创作了一幅幅国风音乐与

清廉融合的作品。

去年9月，音乐社团的学生上网

搜索了10首关于“廉政”的歌曲，并

将曲谱打印出来，张贴在永正楼4楼

36米长的“音乐学科里的清廉教育轩

廊”里。

其他学生通过小调查研究，探

究家里垃圾袋的使用，在研究过程

中，学生明理、求真、务俭。这便是

学校提倡的“学科里的清廉教育”的

内涵。

建好文化润廉主渠道
学校创设“正能量”文化氛围，创

新育人方式变革的路径。德育处设

立“正能量”小学生干部岗，一批思想

端正、行为良好、善良热心的学生加

入了其中。

学校充分发挥道德与法治等课堂

教学在清廉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教

学中注重学生的理想信念、传统美德

等价值观教育和行为养成，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

每周一升旗仪式，学校开展“趣

学党史我抢答，喜步登上红色桥”活

动，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们在听故

事、学习党史知识及抢答得小礼物的

同时，也受到了廉洁教育。

由学生录制的《80秒说清廉，清廉

儿童说》等短视频深受全校师生喜爱，

并成为班队课的清廉教育学习内容。

清廉与儿童有关系吗？有。学

校的清廉教育，就是要以儿童为主

体。用儿童的话说清廉，用儿童的笔

画清廉。

学校党支部在杭州市拱宸桥小学

教育集团党总支的引领下，将“效永八

法，正己六商”校训作为精神传承之谱

系，以“永葆儿童本色，正心明理崇德”

作为党建工作品牌，打造以“永葆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主题的清廉学

校文化，以“课程融廉、环境育廉、文

化润廉”之“三廉”为驱动，探索清廉学

校建设路径，建一所老百姓家门口的

好学校。

（作者为杭州市永正实验学校执
行校长）

营造法式

有感而发

□朱华贤

“大先生”的提法频频出现在各

种媒体上，特别是教育类媒体。一个

重要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清

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教师要成为大

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

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我觉得，在“大先生”之前，还有

两个我们经常提到的教师品级：一曰

经师，一曰人师。

经师，从字面上看，是饱读经史，

学有专长，态度严谨，专心致志地为

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

要想成为一名经师，并非轻而易

举之事，没有细心和恒心，没有淡泊

名利之心，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磨

砺，是不太可能踏入这一境界的。

但经师的痼疾是苛刻与泥古。

人师，不但有经师的优秀品质，

更要从育人的角度来着眼工作。

也就是说，人师不限于传授学科

知识，更注重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

作为人师，往往本人就是道德楷

模、精神榜样、言行表率，然后通过身

体力行，去影响和感染学生。

《钱江晚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件

事：杭州某小学一名六年级男生跑到

教师办公室，质问教师给他作业本上

的错别字扣分了。

这是一次科学随堂作业，要求画

出昆虫的身体构造并写出名称。那

名男生将“鳃状触角”写成“鳃壮触

角”，将“虹吸式口器”写成“虹吸式口

气”。教师扣了2分。

按照有些科学教师的做法，只要

不是真的不懂，错别字通常不扣分。

可这位教师却毫不留情地扣了，

说明她跳出了学科的局限，从育人的

角度，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

度、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

这虽是一件小之又小的事，但可

以折射出人师的教学宗旨。

用“衢州最美教师”的例子注解

人师更为典型。2011年11月10日

早晨，衢州市的两位六年级班主任发

现一对姐弟没来上学，打家长手机发

现已欠费停机。

按照经师的做法，会按部就班地

继续开始上第一节课，因为相比追究

一两个学生的迟到问题，不如向两个

班的学生传授学科知识更重要。

但这两位班主任却能够察觉到

学生在学习知识之外有更需要被

关注的东西，比如生命健康、精神

品质。

她们叫上了另一个同事，三个人

跟其他教师调课，立刻奔向学生家，

发现家中门窗紧闭，无人应答。最

终，他们从泄露的煤气中，解救了处

于昏迷状态的姐弟俩和他们的母亲。

那么，“大先生”又是什么呢？怎

么理解它的内涵？

“大先生”往往具有信仰坚、站位

高、视野宽的特质。

陶行知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教

育界的一位“大先生”，为了广大乡

村教育的发展，他一生致力于创建

乡村师范学校；张桂梅无疑是一位

“大先生”，她呕心沥血创办女子高

中，帮助贫困女孩走出封闭的大山；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钟扬也是一位“大先生”，在

他短暂的53年人生中，有16年是在

高寒地区工作，为人类“种子方舟”

收集了4000万颗种子……

经师需要细心和恒心，人师需要

加上一颗赤诚的爱心；“大先生”的境

界则更在卓绝之处，他们有着崇高的

理想与信仰，面向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着眼于宏大，落实在细小，还得再

加上一颗宏博深广的雄心。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无任

何特色的教师，他教育的学生也不

会有任何特色。同理，一个缺少理

想和襟怀的教师，他教育出来的学

生只重眼前的现实利益也很正

常。因此，需要有更多的教师努力

成为“大先生”，这既可以为教师

自身精神成长树立更高的目标，也

是为社会培养更多“大写的人”的

需要。

“大先生”大在何处

清廉与儿童有关系吗？

□嵊州市城北小学
斯海霞

2021年 3月 15日，在学

校每学期一次的视力筛查中，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我们设

计了近视防控相关知识及行

为调查问卷表。

四年级筛查人数共 268

人，近视人数高达147人，占

比54.85%，情况很不乐观。

我们还在调查中发现：学

生近视防控相关知识知晓率

为60.1%，普遍缺乏爱眼护眼

的科学意识。

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缺

少锻炼时间等，是导致小学生

近视的关键因素。

调查显示，50%的学生

有挑食偏食的习惯，这种习

惯可导致体内维生素 A、维

生素 C、维生素 E、叶黄素、

胡萝卜素等元素缺乏，易患

近视。

2021年秋，“双减”政策

实行，给了学生更多的课外

活动时间，学生的用眼时间

减少了。学校严格落实五项

管理，保证学生 1 小时户外

活动时间，并通过医教协同、

家校联动，构建“预防、筛查、

追踪、干预”近视防控体系，

多措并举开展爱眼护眼系列

活动。

在“我的梦想”调查中，学

生想当教师的最多，第二是军

人（包括警察、消防员、特种

兵），第三是医生，位列第四的

是飞行员（包括宇航员），其中

的大多数行业对视力有着较

高的要求。

四（5）班学生发起“戴上

小眼镜，多么不方便”的调查

活动，他们随机调查了本校

156个学生，收集平时生活场

景中遇到的、看到的戴眼镜的

不便之处。班主任还以此为

契机，组织班级中戴眼镜的学

生撰写有关“戴眼镜的烦恼”

习作，并在班里相互传阅。这

些学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

诉大家：“眼镜一族”烦恼多

多，生活处处受限。

四（3）班学生发起“算一算一生用镜的

经济账”实践活动，走访调查嵊州多家眼

镜店。通过调查，他们发现镜框、镜片的价

格高低相差较大，一副眼镜的使用期限基本

为1~5年，一生花在眼镜上的钱少则5000

元，多则上万元。“这么多的钱干点其他事不

是更好吗？”学生这样评价。

一年来，医护人员定期进校园，携带专

业仪器为每一个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建立

“一人一档”视觉健康档案。针对存在远视、

近视、散光、斜视等情况的学生，医护人员会

给出一张“温馨提醒”，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

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控制。

眼科专家对食堂员工进行专题培训，科

学制定菜谱，保证学生每天摄入富含护眼成

分的食物。

学校还组织开展“饮食日记”实践活动，

学生到超市、菜场寻找可以护眼的食物，做

成美食品尝，并写下日记。

学校与嵊州市人民医院眼科建立医校

联合长效工作机制，聘请眼科主任黄金鸥为

健康副校长，每学期对校医、教师、家长普及

视力保护知识，至今已举办专题培训6场。

学校还成立了由10名“健康小卫士”

和3名“健康导师”组成的宣讲团队，经常

在各班宣讲，还走进幼儿园、山村小学，用

讲故事、演情景剧的方式，传播科学护眼

知识。

学校教师还积极投入到近视防控的微

视频设计和制作中，如关于坐姿及握笔姿势

的微视频、眼保健操微视频等，同时发布在

学校微信公众号、钉钉平台上，及时指导学

生养成科学用眼习惯。

通过一年多的活动开展，学生、教师、家

长都充分意识到眼睛保健的重要性，也意识

到培养用眼卫生习惯可以防患于未然。

学生看书写字时，驼背、趴桌的少了，挺

直腰杆端坐的多了；课间，教室里的人少了，

在操场上活动、走廊上远眺的人多了；餐桌

上，肉类食物少了，胡萝卜、菠菜、番茄等蔬菜

多了……

今年3月15日，原四年级（现为六年级）

的 268 名学生在视力筛查中，近视率为

53.73%，与干预前的54.85%相比较，有所

下降，六（4）班学生施晔沁甚至成功摘掉了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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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与热血碰撞

近日，开化县举行第十六届小学校园篮球赛。比赛分
男子组、女子组，通过小组循环赛争夺冠亚军。经过激烈的
角逐，开化县实验小学勇夺男女组双冠。图为开化县实验
小学男子篮球队队员正在投篮。

（本报通讯员 叶婉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