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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你们喜欢吃玉米吗？谁知道

吃玉米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

处？”春日暖阳已经有些炙热，田埂

上，海宁市硖石小学五（4）班的班

主任王晓芬笑吟吟地抛出问题。

这里不是田间地头，而是校园内的

“小农夫”种植园。在2005年的春

天，硖石小学开辟了“小农夫”种植

园，划分给各个班级，从播种、养护

到收获都让学生们完成，一颗劳动

教育的种子悄然种下。

今天这堂劳动课的主题是

“玉米的种植”。“以前看过爷爷奶

奶种玉米，很想体验一下，可是他

们不肯，怕我弄脏衣服……”学生

肖昱翔对这节劳动课充满了期

待，在教师讲解理论知识时，他听

得格外认真。

“劳动课备课不仅要准备理论

知识，还要去请教有丰富经验的农

民。”苏新莲是这个班的劳动课教

师，为了上好这节课，她做足了准

备，“关键是要把劳动知识和经验

转化成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的语

言”。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苏新莲认

为，现在的学生接触农业劳动的机

会比较少，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就要

尽量还原劳动场景，让学生们在动

手做的同时，动脑思考。

硖石小学的校园有些特别，校

园绿化带里种的不是普通的植物，

而是中草药。浙贝母、两面针、黄

皮树等200多种中草药将校园变

成了一个真正的“百草园”。仔细

一看，这些中草药也不是随意种植

的，而是根据名称分为数字篇、生

肖篇、颜色篇等。

“我们希望‘百草园’不仅是学

生们的‘中医药百科学堂’，还是连

接学生和中医药文化的桥梁。”校

长朱黎明对“百草园”里的中草药

如数家珍，学校还积极与浙江农林

大学、海宁市科协、海宁市中医院

等单位进行合作，“百草园”从设计

布局到品种选取都尽量契合小学

生的接受能力。

“玉米不仅有丰富的膳食纤

维，对我们的眼睛也很有好处呢！”

在播种之前，王晓芬手拿玉米种子

跟学生讲解吃玉米对身体的好

处。“小农夫”种植园里的植物也是

精挑细选过的，既符合季节规律，

又有中医养生的理论渗透其中。

松土、平整、挖穴、播种、施肥……

几个环节下来，学生们的额头上都

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看老师示范好像很简单，我

自己做的时候才发现不轻松。”学

生陈昕怡人长得瘦，胳膊细，拿锄

头还有点吃力，但她每个环节都认

真参与了。“原来弯着腰施肥这么

累啊，怪不得外公外婆经常说腰疼

呢。”学生张海晨说，这是他第一次

种玉米。

“小农夫”种植园和“百草园”有

一位共同的“大管家”，他是学生们

口中的“姚老师”，也是硖石小学的

退休教师——姚云松。今年76岁

的姚云松退休后没有离开校园，从

讲台走进种植园，浇水、养护、修剪、

收割，他带着学生在劳动中学习，节

假日和寒暑假都不耽误。“我想让学

生们看看植物到底是怎么生长的，

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姚云松说。

就在上周，这块种玉米的土地

上还长满了萝卜。“我妹妹带回家的

萝卜，烧了一碗萝卜汤，可香了。”学

生王谨萱的妹妹王子萱读三年级，

她上周五参与了拔萝卜活动。

“劳动教育不是走马观花，只

给学生讲讲，让他们看看就行了。

我们依托‘小农夫’种植园和‘百草

园’，逐步探索项目化学习，将劳动

教育融入其中，形成一个闭环。”朱

黎明说，学校最近引进了一套智慧

种植的设备，不久的将来，学生们

在校园里就可以体验到水培、智慧

化灌溉等新型技术。

时至今日，经过将近20年的

坚守与深化，硖石小学秉承“慧力

教育，幸福人生”的育人理念，开展

“慧·享”德育劳动实践活动，逐渐

摸索出一条以中医药文化为抓手

的新劳动教育之路，并融合海宁乡

土文化、硖石灯彩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通过课后托管服务和社团等形

式，让学校“五育”并举的文化土壤

日渐肥沃。

春天正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植物的生长恰如学生的成长，都

需要不断汲取养分。硖石小学将

劳动教育从课堂搬到田间，将校

园变成一个“百草园”，让学生浸

润在中医药文化氛围中，在挥洒

汗水中感受劳动的价值。一堂劳

动课，“嗅”出了汗水、中医药文化

和育人三种味道。

□蓝建龙

每年的 3 月是各地初高中

学校举办中高考倒计时100天动

员会的集中期，校长现场讲话是

少不了的。问题是校长们年年

讲同样的话题，颇有些“为赋新

词强说愁”的味道。如何催人

奋进，又能推陈出新，才不至于

“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呢？

首先立足百日节点，正确认

知时间。面对中高考，100天真

的很短，因此很多学生变得焦

虑、急躁，甚至悔恨之前虚度光

阴，偶尔还会梦到考试失利。所

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校长的讲

话不应是“温馨提醒”，而是要

“醍醐灌顶”，向学生讲透“100

天足够长”：冲刺 100 天能够实

现飞跃，特别是心智发展较晚

的学生，只要摆正心态、奋起直

追，完全有可能“逆袭”；如果21

天能养成一个好习惯，那么100

天可以培育5个优良品质，比如

养成自立摆脱依赖，养成自律

战胜懈怠，养成自强克服彷徨，

养成自信直面胆怯，养成自愈

抚慰失败；100天意味着有足够

的时间让学生完成一轮全科复

习，将应考状态调整到最佳等。

其次直面考试挑战，升华

思政主题。在学生“三观”尚未

完全塑成的特殊时期，如何引

导他们正确面对人生中的大

考，校长的讲话应是一堂思政

公开课。校长们不妨讲好三个

“升华”。第一，将“一次考试”

升华为“人生考验”来阐述。中

高考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但

并不是全部。它应是人生起步

阶段的考验锻炼，考验学生在

备考期间合理规划、优化学法、调整心态、面

对挫折等一系列能力，从而培育出意志坚定、

身心健康的学子。第二，将“考试升学”升华

为“境界提升”来看待。一个人想要有远大前

程，应首先培养器量见识，其次是文才技艺。

作为校长，在“百日动员”之时，要引导学生将

一时的考试升学放到漫长的人生时间线里去

审视，放远眼光，放大格局，提升境界。升学

考试不仅是让世界看到自己，更是为了让自

己看到世界，为自己的未来奠基。第三，将

“个人追求”升华为“家国情怀”来畅想。今天

的莘莘学子，明日就是国家富强的中坚力量、

民族振兴的栋梁之材。校长不妨借动员之

机，引导学生将目光从自我的狭小时空投向

更为宏大的国家战略，结合当下时代背景，厚

植爱国情怀，围绕制度认可、文化自信、建设

成就等主题，激发学生在追求个人梦想时勇

于担起时代使命，燃起爱国热情。

最后营造适恰氛围，发挥持续效应。很

多百日动员会现场战鼓震天，横幅遍布，仪式

感满满，但总给人感觉形式大于意义。学校

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百日动员会不妨多

些“文化味”，彰显“文艺范”。如师生一起朗

诵品评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可以把诗题

“相信未来”变换为“相信自己，XX未来”。让

学生现场填空，“挑战”“主宰”“我是”等词语

均能很好地表达出青年学生的踌躇满志和书

生意气，而且诗歌的美感和余味相比口号更

为绵长，持续的激励效果也会更佳，甚至可以

陪伴学生一生。

百日动员会上，校长年年“说教”，虽教无

定式，但只有契合临考学生的身心特点，兼顾

形式与内容的讲话才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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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 晨

“开始！”3月7日下午，当浙江省特

级教师虞大明按下屏幕上的抽签按键

时，杭州市萧山区长山小学24名语文教

师的心“紧”了起来。他们的名字随机

滚动，中签者将现场进行课堂展示。虽

然教师们都观摩了虞大明的示范课堂，

也在中午一同进行了集体磨课，但在结

果没有确定前，他们的紧张感在等待中

变得尤为强烈。

相较于其他教师，2年教龄的崔伊

玲已经是“过来人”心态。当天上午，她

和有着36年教龄的赵成栋被安排同上

一篇课文——部编版语文教材五年级

下册的《跳水》。为了这堂课，她早早地

开始准备，并不断磨课、试课。“我参加

过两次语文教研专场活动。这次我作

为试讲教师，上次我则是中签的‘幸运

儿’。”崔伊玲直言，两次经历都有些“刺

激”，但现场改课也让她收获颇丰。“借

助学校‘无边界’教研活动，我可以和其

他教师一起取长补短、抱团成长，同时

也能看到专家们的风采。”

一直以来，教师平均年龄偏大、高

段教师数量少、结构性缺编等是长山小

学在师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教

师通常兼教两门科目，“语文是体育教

师教的”不是玩笑话，而是客观现实。

在校长俞波看来，如果能够打通学科、

年龄，让新老教师同上一堂课，突破舒

适区，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

2021年9月，俞波在省教育厅教研

室挂职结束后出任长山小学校长，第一

件事便是将自己在挂职学习中经历的

“现场改课”教研范式带到学校。“‘现场

改课’教研范式是浙江省小学数学教研

员斯苗儿带领团队创建的教研转型方

式，该范式获得了2021年浙江省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我借鉴该范

式创新推广‘无边界’教研，即采用跨年

龄段、跨学科的方式提升教师整体教学

水平。”俞波说，“无边界”教研是活动的

组织形式，现场改课便是让其葆有生命

力的重要抓手。

和此前10余次的现场改课一样，俞

波这次依然坐在第一排认真观看。“金

超”，当屏幕上的名字确定后，在场教师

的心这才“松”了下来。俞波告诉记者，

抽签是整场改课的核心环节，每位教师

都被深深卷入，即使没有被抽中，也要

准备好上这堂课。“参与教师没有一个

是局外人，他们都要具备上好这堂课的

能力。”

“504班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金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跳水》……”

面对新的学生、新的课件，虽然已有32

年教龄，站在台上，金超还是觉得有些

局促。原来，虞大明的课让他看到单元

架构与课堂步骤的良好对应，以及对学

生思辨能力的注重。加之当天中午的

磨课，金超慢慢有了新的教学思路。“虽

然我想将学习到的内容融进课堂里，但

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金超坦言，改

课非常磨炼人，自己也在每一次的改课

中得到了专业提升。

其实，不只是语文学科，长山小学

已将现场改课推广至数学、英语、科学

学科，并根据学科内容、专家安排调整

改课的时长、方式。有意思的是，不论

是哪门学科的现场改课，都会有不同学

科的教师参与进来。

“为了让研讨随时发生，学校还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建立了多个校本

研修团队，如学科教研团等。此外，学

校还设置了学科交流例会等来保障活

动实施。通过常态化的‘静态’教研与

不定期的‘动态’改课两种方式，推动

教师们的专业成长。”让俞波感到欣慰

的是，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无边界教

研：农村小学校本教研的方式转型与

迭代优化”已经成为2023年度浙江省

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教师们也从

开始的“不愿意”转变为后来的“不逃

避”。“后续，我们还将把教研学科延伸

至体育、美术等学科。让教研真正实现

‘无边界’，让越来越多的教师走进‘活

现场’，做‘真教研’。”

一堂劳动课，“嗅”出三种味道
海宁市硖石小学打造中医药“百草园”劳动实践基地

我们的劳动课“秘籍”

Q：记者

A：海宁市硖石小学校长 朱黎明

Q：学校为何选择中医药文化作为开展劳动教
育的着力点？
A：硖石小学“小农夫”种植园始建于2005年，

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学校劳动教育遇到了一

些问题，如常见的农作物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等，急需破局。中医药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

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学校将种植园的内涵进

行丰富和深化，开辟出“百草园”，开展一至六

年级辨识、种植、采摘、研究中草药的劳动实

践活动，将中医药知识与拓展性课程衔接，使

学生们通过“百草园”课程进行快乐学习。

Q：下一步，围绕中医药文化，学校的劳动教育
将如何深化？
A：继续丰富劳动教育的内涵和形式。师资

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所有的党员教师都参

与进来。硬件上，推广智慧化种植，开展融合

多学科的项目化学习。内涵上，每个班级以

一种中草药命名，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6年

的学习和研究，争取让每一名学生都深入了

解至少一种中草药。

现场改课 人人卷入
杭州市萧山区长山小学推行“无边界”教研模式

近日，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教师的带
领下来到当地长溇村，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祥麟桥近距离“对
话”。据了解，该校综合实践社团师生在学期初创作了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IP形象“道儿兔”，并陆续探访道墟的人文景观、历史
古迹，推出“‘道儿兔’探道墟”系列作品，力争展示一个烟火气十
足、文化气馥郁的新道墟。

（本报通讯员 陈炜炜 摄）

3月21日，杭州市临平区星桥幼儿园在“启星”
课程引领下，结合“启智”园本特色课程，组织幼儿
开展“春分”主题活动，体验时令节气的趣味性。图
为幼儿正在菜园里忙着播种。

（本报通讯员 陈玉娇 摄）

摇桨泛舟 探访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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