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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有一个“百

草园”，里面有的却不是鲁迅笔下的菜

畦、皂荚树或桑葚，而是一捆捆各种颜

色和材质的草绳。这些草绳在师生们

的手中一挑一压，变身为一顶顶精美的

草帽，经过质检后，成为学生们T台走

秀时的潮流单品。

走进以箬横三小门牌号命名的

“308工场”，一条集设计、编织、质检、展

示为一体的草帽产业链，随着“童编绘

画室”“创意编缝室”“电商直播室”“质

量实验室”“梦想剧场”等一个个实践教

室在记者眼前铺展开来。

校长韩国庆介绍，草编工艺品作为

温岭的传统产业，已有数百年历史，

2012年温岭草编被选入浙江省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箬横镇更被誉为

“中国编织帽之乡”，曾有“十里长街无

闲人，家家都是编帽人”的说法。“传承

非遗，编织梦想”正是箬横三小构建

“308工场”草编课程群的初心。

传承编织文化
数学教师徐丹军是学校草编社团

的指导教师，她的手艺就是从小练出来

的。“小时候，家里的女性长辈都会编草

帽来补贴家用，我们也会在一旁学习，

现在的学生可能很少有这样耳濡目染

的机会了。”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容

易掌握编织技巧，徐丹军打破传统的用

绳习惯，指导学生在编帽时上下两层采

用不同颜色的草绳，这样更便于他们区

分和掌握，从而不会在一开始就对草编

技艺失去兴趣。

有些“传统”被徐丹军用心地保留

了下来。许多编织技巧在温岭方言里

有自己的用词和说法，徐丹军特意没有

将它们转化为普通话，而是使用方言给

学生们讲解，一堂编织课就成了一堂方

言传承课。

六（2）班学生柯瑾萱加入草编社团

已经4年，现在她不仅会编草帽，还能当

小老师教其他同学。说起最初加入社

团的原因，她觉得是一种“命中注定般

的亲切感”。4年来，柯瑾萱和小伙伴们

一起在台州市民广场向市民们展示草

编技艺，在五一劳动节将编织好的草帽

送给环卫工人……“从一点儿都不会手

工，到现在学会了草编这项非遗技艺，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柯瑾萱说。

但在韩国庆看来，学生们仅仅会编

草帽是远远不够的，“一顶草帽背后有

工艺、技术、文化、历史、美学等多方面

的内容可以挖掘，将它们与各学科的知

识融合，能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促进

他们的个性发展”。

于是，草编课程群的“羽翼”逐渐丰

满起来：箬横三小的学生们可以跟着帽

子“环游世界”，在欣赏西班牙斗牛士

帽、法国贝雷帽、英国高顶礼帽等不同

帽子样式的同时，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地理、文化知识；草帽的“前世今生”

也是学生们的研究课题，通过造纸实验

感受纸浆变成纸的神奇过程，进一步认

识作为草绳原材料之一的纸草；他们也

学习编程，通过自编的程序将古老的编

织文化和现代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让

草帽有了更多元、更现代的创意表达；

在“质量实验室”里，学生们运用科学仪

器，对草帽进行拉力测试、摩擦系数测

试、色度测试……

家长周兰是草帽质量测试课程的

指导教师，身为浙江舜浦工艺美术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品质部经理，她认为对草

帽进行严格的品控测试是学生们不能

落下的重要一课，“做学问、做人其实和

做草帽是一样的，都要追求高品质”。

编织人生精彩
“308工场”里还有一间特殊的教

室——健心房。这是一间用于开展个

别心理辅导和小团体辅导的心理教室，

但不论是教室装饰还是活动本身，里面

都融入了草编元素。

“以前大家在编草帽时常常围坐成

一圈，拉拉家常，聊聊闲天，把心里快乐

的不快乐的事情都说一说。”韩国庆说，

编草帽这项活动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社

交属性，这一点给学校开展心理健康辅

导很大的启发。

疫情之下，副校长、心理教师罗晓

晓发现，有一个学生的口罩“摘不下来

了”，“来自单亲家庭的他比较自卑，不

爱与同学交流，其他学生进校以后都

巴不得马上摘掉口罩，他却会长时间

戴着口罩，用这样显性的行为将自己和

其他人分隔开来”。更让罗晓晓担心的

是，据各班班主任反映，这样的学生并

非个例。

因此，罗晓晓将编草帽作为一种类

似于绘画、沙盘的心理辅导手段，将各

个班级里较为阳光健谈的学生和孤僻

不爱交流的学生组成小团队，到健心房

里编一编草绳、聊一聊生活或学习上的

苦闷，从而对他们进行更细致的心理疏

导。“而且我们会给予他们特权，允许他

们随时都能来这里放松身心。现在，这

些不爱交流的学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

扉了，跟团队里的其他同学也都建立了

比较好的感情。”罗晓晓说。

让学生变得自信阳光，这样的故

事并不只发生在健心房里。旁边的

“梦想剧场”里，T台上的学生们跟随

着音乐节奏进行草帽走秀，大方展现

自信之美；“电商直播室”里，学生们写

文案、练解说词、模拟直播带货，文字

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突飞猛进，离实

现“将草编文化带到更宽广的世界”这

一愿望也更近了一步；“308 工场”门

口，学生解说员精神饱满、口齿清晰，

引导着参观者体验草编文化的非凡魅

力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草编不仅仅是一种需要传承的非

遗技艺，更契合着学校的育人理念，让

每一个学生‘多彩共长，与美同行’。”

韩国庆说，编草帽的原材料质地、颜

色甚至粗细都不同，编帽者的技艺也

不同，所以每顶草帽都是独一无二

的，也就没有一个标准可以去衡量哪

一顶草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每个学

生也是如此，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

长来发展自我，编织出专属于自己人

生的精彩。

□本报记者 刘丹丹

近日，青田县伯温中学高中部举行

“青春献‘艺’二十大，强国有我新征程”

文化艺术节。莘莘学子在艺术节舞台上

用器乐敲击青春的节奏，用歌声吟唱岁

月的甜美，用小品演绎历史的变迁，用舞

步勾勒时代的风貌……

“从建成至今，我校始终秉承‘五育’

融合的教育理念。”伯温中学党委书记、

总校长章荣说，“五育”融合作为立校的

基因，不仅流淌在育人过程中，还融入到

高中部教师队伍建设中。

怎么融：
“有教学主张，还有‘五育’渗透”
据了解，在伯温中学高中部专任教

师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40%，省重点

高校毕业及以上的教师占81%，高级教

师占比65.8%。让这支学历高、职称高

的教师队伍进一步提升教学理念和专业

素养，是“县中崛起”的重中之重。

“在许老师的课上，我才发现原来数

学没那么可怕！”高一（1）班学生陈爽

说。她口中的“许老师”是数学教师许国

华，他不仅是学生崇拜的“幽默大神”，还

是全体数学教师的教研领路人。

“课伊始，趣已生；课进行，趣正酣；

课已毕，趣犹存。”在高中数学组的集体

备课会上，许国华用18字描述了他心目

中的一堂好课。他认为，优质高效的课

堂需要教师有教学主张、有“五育”渗透，

课堂教学中要言之有理、言之有趣。

“让学生感受到思维之美、享受数

学，前提是教师对数学的知识体系有很

好的把握，教师自己要先享受数学。”许

国华认为，很多学生因为教师爱上一门

学科，不是教师的个人魅力强大，而是他

能够带领学生感受到学科的乐趣。为

此，他向组内教师提出教学设计的三点

建议：问题情境化、数学概念形象化、问

题的选取。

在高中部校长谭清和的脑海里，教

师队伍的建设有着明确的架构：专家型

教师、骨干型教师、合格型教师和青年教

师。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学校以“五

育”融合为抓手，撬动教师成长。

比如，针对青年教师，高中部开展了

“青蓝工程”，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结成师

徒。外出培训、课堂观摩、学习沙龙……

新入职的青年教师第一年不上课，却很

忙碌。

“单打独斗不长久，集体作战才能出

成果。”在这一点上，章荣和许国华不谋而

合。推门听课是日常，集体备课是常态。

集体备课不仅仅是“备教案”，各备课组还

对教学设计、课件、学历案等展开充分研

讨，教师们取长补短，共享研究成果。

语文的教学设计要从文本缝隙处切

入，于文章无疑处生疑，通过复述与追问

把学生流动的思维凝固化；数学要注重

对学生良好思维品质的培养，关注其思

维的条理性、敏捷性、严密性和灵活性；

化学要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落实核心

素养的同时注重能力的养成……

前不久，一支由省特级教师组成的专

家团队走进伯温中学高中部，就课堂教学

如何渗透“五育”，为6名青年教师指点迷

津。自高中部创办以来，学校积极邀请各

级专家前来指导，为教师队伍的专业提升

搭建平台，为教育教学工作引入“活水”。

如何变：
“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假如你是家长，最希望学校给孩子

什么教育？”“假如你是孩子，最希望教师

给你什么样的教育？”

以家长和孩子的视角，学校引导教

师变革育人方式，培养“新三好”学生，即

身体好、人品好、学习好，并将“身体好”

置于首位。

“你们在，我在；你们走了，我还在。”

接任高一（5）班的班主任后，张小华对学

生们郑重承诺。她也确实做到了，她的

学生总是说：“张老师不是在教室和操

场，就是在办公室。”

作为两个寝室的“德育导师”，张小

华坚持每天都到寝室，“我们的学生正处

在青春期，需要多沟通、多倾听”。作为

一名高三学生的妈妈，她经常换位思考，

“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办？”她还

会在家访时，暂时卸下班主任的角色，用

自己的经历让家长产生共鸣。

因为有些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国外，

周末的校园里能看到很多学生的身

影。张小华每周回家的时间满打满算

只有半天，家庭的重担基本上都交给了

身为初中教师的丈夫，谈到家人时，她

的表情柔和。“我希望学生能真正认识

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答案。”此时，

有学生打来电话，“脚好像崴了”，她急

匆匆地告别记者……

“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这条标语在校园里随处可见。在伯温中

学，每一位教师都是德育导师，他们不仅

关注学生的每一点成长，还成为家校沟

通的桥梁。在高中部德育导师工作手册

上，还增加了选科意愿、职业倾向等内

容，便于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

成长。

“我的孩子周末主动留校，学校特意

安排了辅导老师来陪伴他们，老师们真

的很辛苦，希望学校一定要善待这些优

秀的教师。”家长恳谈会上，家长们纷纷

表达对教师的感谢。

“老师们在前方冲锋陷阵，后方必须

没有后顾之忧。”章荣敏锐地捕捉到教师

们的痛点，利用学校教师资源的优势，为

教师子女开设公益课堂。

晚上6：30，伯温中学的乒乓球室里

一片热火朝天，20多名教师子女正在乒

乓球教练的指导下，以游戏的方式学习

乒乓球。“平时放学后总是待在爸爸的办

公室，现在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打乒乓球，

我觉得很开心。”6岁的阳阳是该校高中

部一位教师的孩子。

校园里，新移植的银杏树已经扎下

根，枝繁叶茂……

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学生
自编自演拍摄法治微课

本报讯（通讯员 叶维肖 李 晨）12月 5

日，宁波市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举办了国家宪

法日暨广济小太阳法律微课堂首发活动。现

场，“小小普法员”带来关于宪法及国家宪法日

的知识介绍，师生、家长共同分享参与普法视

频制作的幕后点滴。

“去天一广场购物或者坐地铁出行，已经可

以用数字人民币付款喽！”“那数字人民币也是法

定货币吗？”对于学生们的提问，学校法治副校

长、宁波市月湖派出所一级警长朱明回答：“纸币

和硬币还有个兄弟叫数字人民币，它和纸币、硬

币一样，都是法定货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这是学生们拍摄的普法小视频《认识人民币》

中的一幕。据了解，自今年11月起，广济中心小

学立足本校课程特色，开发了“小太阳法律微课

堂”实践项目。该项目以“普法宣传”为主线，精

选“宪法”“反诈宣传”“校园安全”“民法典”4个普

法主题，学生根据真实案例组建起“认识人民币”

“赡养老人”“校园追逐警示”“反家暴”等20个项

目组，尝试运用多媒体技术，创作编写贴近生活

的剧本，参与普法宣传微视频摄制。

在法治副校长的专业指导下，学生们经过组

队招募、自主撰稿、团队答辩、打磨定稿、排演拍

摄，实现自编自导自演式的法律知识学习体验。

目前，20个项目组中已经有9个项目组完成了普

法宣传微视频的拍摄。

“比起宣传枯燥难懂的法条，学生自主参与

微视频录制，现身说法进行普法，更具参与度和

接受度。”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邀请

学科教师、学生家长、社会人士参与普法微视频

的评价，并设置“哲英普法奖学金”激励学生学

法、守法、普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评促教、以

评促学。

江山市凤林初级中学：
英雄老兵进校园
红色教育润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严伟丹）近日，江山市凤林

初级中学开展“英雄老兵进校园，红色教育润人

心”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曾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两次荣

立三等功的郑水叶从“老兵”视角出发，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勉励学生要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实

际行动报效祖国。江山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毛

晓霞则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的主题，讲述了江山

第一位共产党员姜天巢坚守理想、百折不挠，面

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上海龙华英

勇就义的故事。

近日，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的“儿童博物
馆”开馆了。学生从家中搜罗了废旧物品，开
动脑筋，改造旧物，打造了恐龙、木雕、轻轨等
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图为小小讲解员正在
讲解“博物馆”里的木雕藏品。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黄凌燕 摄）

“每顶草帽都独一无二，就像每个学生”
温岭市箬横三小构建“308工场”草编课程群

推进“五育”融合 变革育人方式
——记青田县伯温中学的“强师”之路

12月7日是大雪节气，长兴县画溪街道长桥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大雪至，藏美味”主题活动。师幼一起腌腊肉、烫粉皮。孩
子们在实际操作中提升动手能力，了解传统节气习俗。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

大雪至大雪至 藏美味藏美味

杭州市钱塘区新湾小学
举办魔方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莹菲）为丰富校园生活，

发掘并培养学生的科技兴趣、动手能力、空间思

维能力，给学生们搭建一个快乐成长、展示自我

的舞台，杭州市钱塘区新湾小学近日举办了第一

届“元博杯”魔方大赛。

本次大赛要求选手用最短时间复原一个六

面体魔方，参赛选手多达558人。

比赛当日，随着裁判员“开始观察”的口令响

起，选手们在15秒倒计时声中快速揭开罩子，全

神贯注地观察魔方，对应公式。计时开始后，他们

按下计时器，手指上下翻飞，魔方在他们手中快速

转动，令旁观的教师啧啧称奇。

魔方是新湾小学倾力打造的智力类特色课

程。经过一年的学与练，学生们从初识魔方到六

面复原，技能有了质的飞跃。“31秒”是本次大赛

创造的纪录，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这一纪

录在2023年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