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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 晨 周金晶

走进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

小学，有一处充满古韵的休闲区域

人气颇旺。水池里鱼儿自在地游

动，一个个梅花桩通向一座古典的

中式凉亭，学生们在这或畅谈或小

憩，又或是什么都不做，只发呆片

刻，便能得到全身心的放松。

这处微景观是学校几十个学生

齐心协力花费9个月时间共同打造

的。现在，这里是校园里的热门景

点，亦是学校微景观设计劳动课程

的最佳展台。

从鱼菜共生到景观设计
“校园微景观项目的打造灵感

来自鱼菜共生系统。”课程负责教

师胡金伟介绍。“鱼菜共生”是学

校从去年开始打造的劳动教育项

目，把水产养殖与水耕栽培结合，

下层养殖罗非鱼，上层进行无土

栽培，种植青菜、生菜等。在实践

中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无水质忧

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

态共生效应。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尝试并成功

打造出复合耕作体系。通过这个项

目，学生们在方案调研、图纸设计、

动手制作等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

升。鱼菜共生系统走上正轨后，学

生们意犹未尽，尤其是启新科创社

团的成员。他们跃跃欲试，开始思

考怎样把这种复合型、系统性的劳

动实践应用到更多的地方。

这时，位于学校北边的航模池

进入了学生们的视线。由于长期空

置，水池旁杂草丛生。如何将这块

空地合理利用起来，一直是令校方

头疼的问题。得知学生有利用航模

池打造校园微景观的想法后，学校

打算全力支持，并以此项目为主开

发微景观设计课程。

人人都是设计师
摆在学生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

人手不够。启新科创社团团长赵一

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和成员们

想将这片区域改造成集休闲娱乐、

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劳动实践为一

体的综合性场所，但“仅有的一些想

法和动手能力远远不足以支撑我们

完成项目”。于是，橡皮擦社团也被

拉进了项目组。

橡皮擦社团是学校的绘画社

团。有了绘画能手的加入，越来越

多的设计想法涌现出来。之后，综

合社团也参与进来。随着越来越

多的成员加入，一支40多人的微

景观项目工程队终于成功组建。

去年10月，工程队开始设计施工

草图。

每个学生都实地测量了尺寸，根

据自己的想法画出图纸。有的想建

一座凉亭，供往来师生闲坐休息；有

的想在水池上搭假山，水流顺着假山

而下，水声叮咚，悦耳动人；还有的提

出建木桥和梅花桩，兼具美与趣……

最终，经过讨论，每张图纸中最精华

的部分被保留下来，融合成了一幅

设计图。

为了让设计更具有实操性，学

校还从工程建设公司请来两名有数

十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徐雪华和张

晓龙，请他们从专业视角对设计图

进行完善。

巧手建起绝美景观
微景观的打造，前期的设计工

作培养的是创造力和工程思维，到

了具体的施工过程，更考验动手能

力、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统筹协调

能力。

今年5月，项目组根据成员们

各自的爱好特长，细分为资料组、技

术组、安全组、质检组、材料组等组

别，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正式开始

施工。

对没有施工经验的学生而言，完

成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易。为了建造

凉亭和扶手，他们特地上课学习了榫

卯结构，然后一点点亲手搭起了凉

亭；打造梅花桩需要很多木头，学生

们由此掌握了锯木头的技巧；就连钉

钉子都有讲究，需要先稳住钉子，待

它钉进去一点再松手……

“给亭子刷漆那天阳光特别灿

烂，我们每个人都满头大汗的，所以

我们临时起意，决定在亭子上挂一

些草帘。”学生周子寒说，每一次提

出想法都能获得教师的支持，让他

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

学生们还把为鱼菜共生系统打

造的过滤系统、污水净化系统和自

动喂养系统等复制到了这里。敲敲

打打两个多月，项目终于竣工。随

着鱼儿们的陆续进驻，原本荒废的

场地变得生机勃勃，工程队也赢得

了全校师生的赞赏。

安装灯带，点亮夜景；升级太阳

能系统，更加环保……新学期开始

了，学生们也开始计划进一步完善

这个“网红景点”。

我们的劳动课秘籍

Q：通讯员

A：古林镇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 林 群

Q：学校的劳动课程，不论是打造鱼
菜共生系统还是微型园林景观，对学生
动手能力、思维能力的要求都比较高，请
问学校是秉持什么样的理念开设这样的
课程？

A：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探究多领域

的综合劳动教育，探索更多的劳育模式。

从最早的设计杨梅采摘器，到建设蘑菇

房、设计家庭菌菇培育控制系统，到如今

集科学性、艺术性、工程性于一体的鱼菜

共生系统、校园微景观项目；从单一器具

的制作到引入科技思维的系统工程，我们

认为应该用创新思维来拓展劳动能力，培

养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

在培养学生劳动思维的同时，带动学

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让学生在增进智慧

的同时建立起对校园的情感，乃至对家乡

的情感，这样，教育也会更有温度。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打造微景观设计劳动课程

空地变景点，一山一石学生造

图为学生两三人一组，用水泥、红砖搭砌桥墩。 （学校供图）

□本报通讯员 蔡宇冠 李海琪

“荣誉的桂冠是用荆棘编织而成

的”，这是桐庐县旧县中心学校教师蒋

金法的座右铭。从教34年来，蒋金法

一直扎根农村，在语文教师之外，他还

有一个更具光环的身份——射击圈内

知名的金牌教练。

半路出家的教练
蒋金法在学校任教语文学科，作为

教学能手，曾获桐庐县第四届“美丽教

师”提名奖。1997年，在承担语文教学

和班主任工作的同时，蒋金法突然接到

一项新任务：担任学校射击队教练。

原来，从1992年开始，旧县中心学

校就开展业余射击训练活动，因教练员

离职，当时射击队“群龙无首”。虽然从

没碰过枪，但蒋金法还是接下了这项任

务，半路出家摸起了“枪杆子”，当起了

射击教练员。

不懂射击怎么办？蒋金法就向退伍

军人请教，还跑到当时的县体委请射击

教练指导，又报名参加教练员培训……

就这样，蒋金法边学边教，不断丰富自

己关于枪的知识和射击知识。

当时学校没有固定的训练场，蒋金

法东搬西挪，先后将场地从学校食堂边

的小弄堂搬到自行车棚，最后不得已选

择了小学部四楼的楼道。这段楼道长

10米、宽2米，蒋金法因陋就简建成了

新的“楼道射击场”，他也因此有了“走

廊教练”的外号。

没有靶纸，他就到杭州市射击射箭

运动中心讨来一些用过的旧靶纸；没有

靶机，他就来回跑着装卸靶纸。“艰苦的

环境能磨炼我们的意志。千美万美，出

了成绩最美。”蒋金法经常对队员说。

就这样，临危受命的“门外汉”带队踏上

了争夺荣誉的荆棘之路。

潜心育人的伯乐
每天下午放学后，旧县中心学校的

射击馆内便会响起枪声——这是蒋金

法正带着队员们练习射击。

蒋金法家离学校有10多里路，他

的妻子在本地一家企业上班，经常要

加夜班。原本教学工作就不轻松，自

从当上教练，蒋金法就更忙了，当时

还年幼的儿子也跟着他直到训练结

束后才回家。但蒋金法无怨无悔，因

为他心里有个梦，就是让农村娃成为

“小神枪手”，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多铺

一条路。

2017年全运会射击冠军邱烨晗就

是蒋金法的学生。邱烨晗从小学四年

级开始跟着蒋金法练习射击，在2007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射击锦标赛上，她用

20发子弹打出了182环的好成绩，当场

被杭州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的教练相

中。可她的父母认为女儿学习成绩很

好，今后可以考个重点大学，射击未必

能有好前途，去少体校训练还要增加不

少费用。为此，蒋金法专门把邱烨晗的

父亲请到学校做思想工作，以一片诚心

打动了邱烨晗的父亲。

邱烨晗到少体校后，蒋金法依然

时时惦记着她。小女孩刚去少体校

时，生活、训练各方面都不适应，有了

打退堂鼓的念头。有一次，她半夜打

电话给蒋金法说了这个想法。蒋金法

耐心地在电话里和她沟通了整整两个

小时，直到手机都发热了，才让邱烨晗

安下心来。

20多年来，蒋金法培养出了一大

批“小神枪手”，学校也先后被评为浙江

省体育特色学校、浙江省阳光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面对成绩与荣誉，他倍感欣

慰又无比谦逊。每当人们称他为“金牌

教练”时，他总说，自己还是当年那个

“走廊教练”。

杭州市时代小学：
“我替老师把课上”

本报讯（通讯员 李朱依苓）9月8日，在杭州

市时代小学，一批特殊的“教师”走上讲台。这是

学校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特色活动——“我替老师

把课上”。

通过前期的竞聘，共有106名学生脱颖而出，分

别担任行政管理、年级组长、班主任及各学科教师等

职务。9月8日这天，他们和教师互换身份，顺利“上

岗”。只见“数学教师”讲例题、批作业，有条不紊；

“语文教师”朗读课文、讲解知识，声情并茂；“体育教

师”示范广播体操，姿势标准，动作干练……

一天下来，“小教师”们纷纷感慨：“老师要备课、

上课，还要管班，真的很辛苦。”通过身份互换，学生

们真切感受到了教师平日工作的不易，师生情谊也

变得更浓厚。

今年的9月8日是传统节气白露。龙游县下库
小学为此开设了“寻清露”“品白露”“绘白露”“知白
露”“跃白露”“颂白露”等与白露相关的主题课程。
学生们在收集露水、制作番薯粥、统计温差、诵读经
典等结合学科特点的多元化活动中，深化对白露节
气的认识，传承传统文化。

图为学生于清晨时分走进田间地头，收集叶片
上晶莹剔透的露珠，于无声处感受白露的凉意。

（本报通讯员 饶璐琳 摄）

“走廊教练”蒋金法

日前，遂昌县石练镇中心小学学生栽种的红辣椒迎
来了丰收。清洗、研磨、拌料、装瓶，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
下将红辣椒制成辣椒酱。最终，这一瓶瓶辣椒酱将成为
学校优秀师生表彰大会上最火辣的奖品。图为学生们正
在将辣椒酱装瓶。

（本报通讯员 谢 恬 摄）

最火辣的奖品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
做木凳，守初心

本报讯（通讯员 朱 娜）“咚咚咚，吱吱吱……”

9月7日下午，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的木客坊里人

头攒动，全校教师聚集在此，尝试制作一张属于自己

的木凳。

木客坊是学校特色课程“木客制作”的专用教

室，其中用于切割、钻孔、打磨等的工具一应俱全。

用尺子定位脚孔点，用木铣机将凳面边缘加工成圆

弧状，为凳脚打孔，安装凳脚——别看步骤简单，这

对执惯了教鞭的教师们来说，可是不小的挑战。使

用木铣机时就“险象环生”，有的教师在推木板时没

握紧，木板被机器打了出来，引起阵阵惊呼。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敲敲打打，木凳终于制作完

成。专注木工的过程使人身心放松，成品出炉更令

教师们喜上眉梢。校长赵成木表示，做木工需要耐

心、细心，再加上一颗热爱的心，就像教育学生的过

程一样。他希望教师们通过此次活动更坚守自己

对教育的初心。

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垃圾分分类，食光不浪费

本报讯（通讯员 张 丽）“茁壮成长的我们在

蓝天下，共同的家美好如画，请把垃圾分类带回

家……”9月 7日，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开设了一

堂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学生们编

排了生动的情景剧、快板解说等节目，诠释自己对

垃圾分类的理解，倡导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等

绿色低碳理念。

据了解，该校积极探索“厉行节约”的膳食数

字化变革，开发了“数智膳行”平台。每个班的餐

余桶往电子秤上一放，大屏幕上就能实时显示餐

余量。后台会对餐余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形成各

种数据图表，学校再根据数据动态调整菜单，精准

控制采购数量。同时，实施生活垃圾干湿分离，餐

余垃圾分类回收。

“平台的开发，是为了从源头做起，减少厨余垃

圾。”校长吴晓宏介绍，学校从2019年开始进行“源

头减量”垃圾分类教育，目前，学生人均餐余量已从

最初的35克下降到4~5克，学生们已然养成“垃圾

分分类，食光不浪费”的好习惯。这也使食堂采购更

为精准高效，仅每天的蔬菜采购量就从人均203克

降至166克。

吴晓宏还表示，新学期里，学校将响应杜绝使

用一次性用品的号召，食堂、超市不提供一次性餐

具和不可降解塑料袋等用品，进一步促进垃圾分

类，创建绿色低碳的校园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