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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 晨

新学期开始不久，衢州市公

安局智造新城分局石室派出所副

所长邓胜蓝走进柯城区石室乡中

心小学，为学生带来一场法治安

全讲座。“学生们喊我‘警察爸爸’，

体现了他们对警察的信任和亲

近，我们要做好知识传播的工

作。”邓胜蓝说。

近年来，在石室小学的各种

活动上，出现了三类“爸爸”的身

影——“家长爸爸”走进“梦想大课

堂”讲授各类知识；“警察爸爸”不

仅会上法治课，还会带学生参观警

营；“教师爸爸”则组成“快乐帮帮

团”，帮助解决各类难题。拥有三

类“爸爸”的陪伴，学生们有些“小

骄傲”。

“树爸爸”走进课程
在石室小学的入口处，有一棵

树龄达450年的大樟树。这棵粗

壮古老的樟树，见证着学校的变迁

发展。

2021年，许燕出任校长，她对

学校的初印象也和这棵树有关。

树下围了一圈石子台，有石桌石

凳，师生经常坐在树下聊天。一

日，许燕拿着绘本《我爸爸》与学生

交流。“你们觉得自己的爸爸是什

么样的呢？”她借由书里的内容发

问。“手臂粗粗的”“个子高高的”

“力气很大”……许燕发现，学生们

口中的爸爸就像身后这棵大樟树

一样挺拔有力，带给他们安全感。

石室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

学生大部分为留守儿童。当时，

全校227个学生里有54人来自单

亲家庭，且大多数跟随父亲一方

并由祖辈抚养。爸爸们外出打

工，早出晚归或者长期不在家的

现象非常普遍。为了更好地了解

学生家庭的亲子关系，那年9月，

许燕在学校里做了一次调查。调

查采用匿名问卷形式，内容包括

“是否愿意把爸爸当成自己的榜

样”“你和爸爸的关系是怎样的”

等问题。结果显示，尽管学生们

大多喜欢和爸爸相处，愿意把爸

爸当成榜样，但爸爸在他们的家

庭教育中常常缺席。

基于这样的情况，结合学生们

以树比喻爸爸的巧思，许燕及教师

有了打造“树爸爸”课程活动的念

头，希望以此完善家校社协同机

制，推进协同育人。

三类“爸爸”携手育人
2020年，邓胜蓝成为学校的法

治副校长。围绕“平安微讲坛”和

“成长训练营”两个主题，这些年，

他给学生讲防诈骗、防溺水，带学

生参观警营、学习警察内务……随

着一次次活动的开展，邓胜蓝这个

“警察爸爸”被学生们越叫越顺口。

“一开始主要以‘警察爸爸’系

列活动为主，后来我们发现，家长

和教师的力量都可以纳入其中。”

许燕介绍，从2021年开始，学校逐

步拓展“树爸爸”课程，从家庭、学

校、社会三方面出发打造“家长爸

爸”“教师爸爸”“警察爸爸”三种

“爸爸”形象，旨在培养学生温暖和

力量、勇气和希望、责任和担当三

类品格。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弥补学生成长过程中爸爸的缺席，

让三类“爸爸”成为他们品格培养

的领路人。

6月，校园里的李子熟了。课

余时间，体育教师方海文找来竹

竿，带着学生打起了李子。这种时

候，学生们会和方海文一起聊游

戏、玩具、手办等各种话题，热热闹

闹打成一片。

方海文和其他几名男教师组

成了“快乐帮帮团”，不仅在课余带

着学生游戏、劳动，学生在校园里

遇到困难时，总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这个学期，校舍经过改造后，

遗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吸引着

“爱冒险”的学生去摆弄，存在安全

隐患。这时候，帮帮团的“教师爸

爸”出场了。他们推来小车，把散

落在角落里的石块汇集到一起，再

将其敲碎，用碎石铺成了一条长18

米的“成长路”。这些活儿“教师爸

爸”做得并不轻松，他们汗流浃背

的样子映在了学生的眼中。

课程之变带来教育理念之变
虽然工作较忙，但是只要学校

有“家长爸爸”相关的活动，祝鸿金

都会主动参与。今年5月，他还走

进儿子祝锦晨的班里，为全班学生

上了一堂植物科普课。台下的祝

锦晨没有说话，祝鸿金还是捕捉到

了儿子微妙的自豪表情。

三类“爸爸”活动不仅让学生

感受到了温暖，更让爸爸们认识到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促使他们担起

父亲的责任。祝鸿金记得，从

2021年到现在，他共参加过6次

活动，除了家长授课的“梦想大课

堂”，还有亲子围棋赛、植树节护绿

活动等。随着参与活动次数的增

加，他看待儿子的视角变得多元，

“现在我会主动思考该怎样教育孩

子，不仅关心学习，还关注他有什

么爱好，在学习之外可以从哪些方

面发展”。

许燕粗粗统计过，因忙于生

计，起初能抽出空来配合活动的家

长爸爸数量较少；而现在，爸爸们

的参与度显著提升，每次报名率都

是100%。家长、教师、学生之间的

互动越来越多，心也越走越近了。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向晚 ，驱车登古原。”随

着题目在大屏幕上出现，台下的钟宇

浩坐不住了，他极快地轻念了一遍答

案，恨不能冲上台去作答。

10月 27日举行的杭州长江实

验小学“诗词英雄争霸赛”，是浙江

省（观成）阅读共同体举行的第2次

活动。作为共同体学校代表，杭州

市景成实验学校学生钟宇浩担任了

大赛小评委。赛前，钟宇浩刚和另

外7名共同体学校代表一起，从长

江实小副校长蔡红霞手中接过评委

聘书。他们和长江实小的语文教师

两两组队，选手每答完一题就上台为

其打分。

台下的气氛也好不热烈。为了

不影响台上的选手，观赛的学生们几

乎是压着5秒答题时间，待选手停笔

就迫不及待地报出答案。这样的互

动在第一轮比赛结束统计分数的间

隙，达到了顶峰，因为主持人带着

“春”字飞花令走到了学生中间。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台上台下如同炸开了锅一

般，学生们参与热情高涨，答题声在

会场各处响起。更令人欣喜的是，学

生们的回答中有不少课本上没有的

诗句。

活动组织者、长江实小语文教师

马跃齐介绍，本次大赛的诗词题目由

两部分组成，除了取自四至六年级的

《经典诵读80首》外，还从校本读物

中遴选了一些诗词古文。这些经典

诗文也是该校学生早读和课外拓展

阅读的重要内容。

为了让更多学生参与到经典诵

读中来，早在暑假里，长江实小就将

经典诵读的要求融入暑假作业中，

拉长学生自主准备的时间。10月

初，“班级诗词争霸赛”首先打响，各

班教室里也张贴起闯关打卡的诗词

争霸赛海报，最先闯过8关的学生

还要参加笔头角逐，最终决出校级

比赛代表。

“这么好玩的比赛，下次能不能

也让我来参加啊？”来自杭州市观成

武林小学的小评委吴融轩跃跃欲

试，将诗词拆分打乱成九宫格的“点

字成诗”环节格外吸引他。在他看

来，作为高度凝练的艺术形式，经典

诗词在音韵格律、节奏曲调、思想内

涵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美感，学习

经典诗词有助于培养审美能力。

和吴融轩一样，作为本次大赛

的特殊参与者，小评委们也分享了

自己学习经典诗词文化的感受。“读

古诗词的意义，是让我们做到胸藏

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诗

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能加

强我们对自然、生活的热爱。”“我们

读古诗词，是以古典的眼光重新审

视现代生活。”……

作为省内100多个阅读共同体

中成员校最多，且系小学与初中衔

接的共同体，长江实小所在的省（观

成）阅读共同体始终把阅读当作一

件大事、要事来抓。长江实小此次

邀请共同体成员校的学生代表共同

参与“诗词英雄争霸赛”，就是希望

以经典诗文阅读为纽带，加强共同

体学校间的互动交流，引导各校学

生亲近经典诗文。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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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青松

10月23日，有网友发文称某市一

中学教师在批改作业时给学生写下

评语：“全班最差，你是孤儿吗？没人

管吗？”此事引起了热议，央广网客户

端评价：恶言贬损，伤害学生。

同“望子成龙”是无数家长的心

愿一样，“恨铁不成钢”也是教师们

普遍存在的心理。用“全班最差的”

这类话术来贬损学生的教师，其出

发点应该是希望学生能“知耻而奋

进”，能发愤图强。但是，面对心智

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这样的语言

暴力往往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挥之

不去的阴影和难以愈合的创伤。别

说是学生了，哪怕是成年人，也很少

能将别人的语言暴力转化为自己前

进的动力。

如今，体罚学生的现象日益减

少，但像这样的语言暴力并不少见。

作为一名在教育一线工作了 20 余年

的老教师，我完全理解教师在面对某

些经过反复教育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的学生时，那种无奈、焦急甚至是愤

怒的心情，但任何时候，“为了你好”

不能成为教师肆意贬损学生的借

口。言伤灵魂，教师对学生的批评一

定要“口下留情”。

那么，面对屡教不改的学生，教师们如何在不伤

害其情感的前提下，用恰当的方式与其沟通，实施教

育呢？

首先，与学生谈话时，必须客观具体地描述学生

存在的问题。要尽量避免用“全班最差”这种笼统的

词，而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在陈述事实的同时，也

要亮明自己的态度。

其次，与学生谈话时要乐于倾听，听学生讲他反

复犯错误的原因。如果学生保持沉默而不愿意讲述，

教师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

无论是学生主动陈述，还是教师的追问，都是在

引导学生分析其犯错误的原因，帮助他们深入反省自

己的行为，以便接下来找寻改正错误的方法。这个过

程也能帮助教师自己理性冷静地看待眼前的学生，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口不择言”的情况。

当然，有时候并非一次谈话就能见效的——我们

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但只有客观和理性，才能在不激

化矛盾的前提下，帮助学生一点点进步。我始终认

为，师生之间仅有爱是不够的，还需要爱的智慧。只

有用智慧的方式去表达爱，才能让爱更持久，让教师

和学生都更幸福。

义乌市塘李小学：
剪纸作品成了村里的文创产品

本报讯（通讯员 楼雪琳）“叔叔阿姨，快来参加我们的活

动，有机会赢得文创产品。”近日，在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的

耕读广场上，塘李小学的学生化身创客，卖力吆喝着自己亲手

制作的文创产品。

剪纸是塘李小学的特色课程。从学习剪纸技艺到创作主

题剪纸，塘小学子人人参与剪纸。此次活动，学生们也以剪纸

为元素，设计制作了文创产品。富有义乌特色的书签、古典雅

致的扇子、萌萌的兔子灯，还有实用环保的帆布袋、麻布袋等，

受到游客欢迎。

据悉，“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李祖村打造了一批旅游观光

项目，成为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学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生通过参与文创作品的设计与制作，沉浸式感受乡村振

兴现场，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10月25日，宁波市海曙区爱菊云朵幼
儿园的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动手打桂花。眼
看一阵桂花雨落下，幼儿们赶紧张开大床单
兜住。打桂花、识桂花、做糖桂花……幼儿
们通过动手实践留住秋天的味道。

（本报通讯员 殷海蓉 摄）

金华市新世纪学校课后托管服务一直采用基础托管与个
性化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前，英语戏剧
社团在“‘浙’里的故事真精彩”第三届“大嘴好声音”英语风采
展演金华市区域展演中获得一等奖。图为学生正在表演英语
戏剧。 （本报通讯员 高寒桑 摄）

师生共同担任评委，进决赛前要连闯八关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诗词争霸”推进经典共读

这里的孩子有群“树爸爸”
衢州市柯城区石室乡中心小学探索学生品格培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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