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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权

校外教育作为校内课堂教育的补

充与延伸，为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与

创新实践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

研学实践、劳动实践等的发展，校外教

育基地的建设方兴未艾。但由于专业

性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因素，一些基地

暴露出活动主题不够突出、商业味过

强、娱乐性过度等问题，亟须从以下4个

方面正本清源。

突显教育味。校外教育是学校教

育的有效延伸，校外教育基地的建设

要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要为服务教育而建设，为教育的产

生与实施提供便利与途径，为教育目

标的达成创造有利条件，任何缺乏或

脱离教育的建设都是舍本逐末，而热

衷于游乐或集中于感官刺激的建设更

是与教育背道而驰。比如，某国防教

育研学基地没有从国防教育领域深入

挖掘与开拓，而是开设了烧烤、钓鱼等

休闲娱乐活动项目，这就背离了基地

建设的初心与本意。

坚持课程化。校外教育基地在接

待中小学生时一定要渗透课程意识，依

靠并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以此为

基础确定教育主题，形成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系列课程。比如，以农耕文化

为主题的劳动教育基地，除了以种植、

管理、采摘等农耕课程来实施教育过

程，还可增加诸如加工、计算、售卖等课

程，尝试把农耕劳作与各门学科结合，

打造“劳动教育+N”的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性。校外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最为新

颖与独特之处当为实践性，这也是校外教育最值得肯

定的地方。从课程的性质看，校外教育应定位为实践

性为主的活动课程；从课程特征看，校外教育课程应

融自主性、开放性、实践性与生成性为一体；从课程设

置的价值取向看，校外教育课程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

的传授，而是通过沉浸式的途径如探索、发现、体验等

来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真实经验，从中培养学生实践

与探究的能力，而这正是新时代转变育人方式发展素

质教育的一种重要创新。

确保安全线。从学生一进入校外教育基地开

始，安全的红线就应该牢牢守住，消防安全、饮食安

全、财物安全、活动安全等一个都不能落下，基地内

的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制度、各类设

施设备的安全隐患排查制度等必须建立健全。一些

新业态的安全管理标准与职责问题，国家相关部门

也应尽快出台政策，明确建设管理标准与职责归属，

以便更为顺利有序地推进校外教育活动的开展。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3年度新闻

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电〔2024〕2号）、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浙江教育报编辑部对

2023年12月31日前核发新闻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

严格审核，现将拟通过核验人员名单（以姓氏笔画为

序）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2024年3月1日

至10日。监督举报电话：0571-87778003，浙江省

委宣传部新闻处电话：0571-87057155。

拟通过核验人员名单：

丁耀、马少峰、王东、王亚文、王英玺、毛迪、叶青

云、吕国才、朱诗琪、刘丹丹、池沙洲、杨志刚、杨峭立、

吾斌、吴志翔、言宏、汪元、汪恒、张利利、张纯纯、张明

炯、张莺、陈宁一、陈蓓燕、武怡晗、范德清、林静远、周

峰、项勇义、赵冠萌、俞沁、袁军、顾葆春、翁建平、高亦

平、黄莉萍、蒋亦丰、韩康倩、楼仲青、薛平。

浙江教育报编辑部
2024年3月1日

为提升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2
月26日，建德市梅城中心小学组织学生来到
梅城消防体验馆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开学第
一课”活动。除了聆听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学
生们还在讲解员的指导下体验使用灭火器、
空气呼吸器、防火面罩等消防器材。图为学
生正通过VR设备体验火场逃生。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消防安全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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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常山县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
开学礼——“种子红包”。学生们在开学当天抽取红包，
里面装有辣椒、黄瓜、秋葵等果蔬种子。学生们可以将
种子种到学校的善耕园里，也可以带回家栽种。学校将
在“六一”前后举办活动，让学生们晒出种植成果，比一
比谁是“种植达人”。图为学生们在抽取“种子红包”。

（本报通讯员 汪 晶 摄）

□本报记者 邹红宇

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雪天捕鸟的竹筛、挂着匾和画的书

房……绍兴市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

的一角，生动还原了鲁迅笔下的百

草园和三味书屋。在这里，学生们

可以放声朗诵文学经典，也可以坐

下来沉浸式阅读鲁迅作品。

近年来，鲁迅小学把“阅读”作为

学校办学特色，秉承“立人为本，全人

发展”的办学理念，通过丰富的阅读课

程、多彩的阅读活动、新型的阅读空

间，构筑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阅读场。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语文学科上，有这样一句话道

出学习的难点：“一怕文言文，二怕写

作文，三怕周树人。”但在鲁迅小学校

长王慧琴看来，无论是文言文还是鲁

迅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文化宝藏，让

学生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

更广阔的世界。

随处可见的鲁迅名句标语、教室

里张贴的鲁迅主题手抄报、流动书吧

里的鲁迅文学作品……作为以鲁迅命

名的学校，校园里随处可见鲁迅元

素。王慧琴介绍，学校充分挖掘鲁迅

文化的特色，除了加强硬件布置，还开

发了《感受鲁迅》《阅读鲁迅》《亲近鲁

迅》系列校本阅读材料。3本阅读材料

分别对应低、中、高学段，向学生介绍

鲁迅的生平、作品，鲁迅与绍兴的趣味

故事。其中，《感受鲁迅》聚焦鲁迅的

童年，带着学生阅读《社戏》和鲁迅的

名言；《阅读鲁迅》收录了鲁迅的《故

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野草》等

作品，以及“亲朋忆鲁迅”相关文章；

《亲近鲁迅》收录了《呐喊》《孔乙己》、

鲁迅译作《小约翰》等，还有“名士评鲁

迅”相关文章。2月28日，记者走进和

畅堂校区三（1）班教室，看到几个学生

正安静地翻阅《阅读鲁迅》，读到有趣

的地方，还会互相分享。

寒假期间，人民路校区四（12）班学

生陈家颖参观了鲁迅外婆家的所在地

安桥头村。乘坐乌篷船看社戏、抓泥

鳅、钓虾……这些活动让他感到十分

新奇，“终于体验到

《社戏》中提到的趣

事，感觉自己更加了

解童年的鲁迅了”。

为了加深学生

对鲁迅生平及其作

品的了解，学校积

极 组 织 开 展 各 类

“学鲁纪鲁”活动，

引导学生阅读鲁迅

作品原文，让学生

身临其境地在阅读

中 亲 近 故 乡 的 鲁

迅、故事中的鲁迅、

童年的鲁迅。

“鲁迅为什么要

在桌子上刻‘早’字？”

“小鲁迅之后是怎么

做的？”“他看到‘早’

字 的 时 候 在 想 什

么？”……在学校的

“三味书屋”前，和畅

堂校区三（4）班学生

们身着长衫、头戴乌

毡帽，演绎着自编自

导的情景剧《三味早

读》。当小演员们讲到鲁迅再也没有

迟到时，台下的学生们都备受鼓舞。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朝花夕

拾》《野草》《狂人日记》……结束6年

的小学生涯，每个鲁小学子都能深入

阅读这些鲁迅作品，在校园氛围的熏

陶下，很多学生还会自发阅读其他感

兴趣的鲁迅作品。

打造立体阅读课程体系
早在20年前，鲁迅小学便以课

时改革为切入点，把每节课40分钟

改为35分钟。这样每天能多出一节

课时间，一周能多5节课。王慧琴告

诉记者，这5节课中的3节交由各年

级组自行安排校本课程的学习，另外

2节则放在周三下午，用于开设“超

市课程”。在170多门拓展性课程

中，有20多门与阅读有关。“绘本阅

读”“故事读写绘”“小古文赏析”“经

典古文美读”……丰富多彩的阅读课

程供学生自由选择。

和畅堂校区六（4）班学生谢一凡最

喜欢的是“经典古文美读”课程。在这

门课上，各种成语、寓言、名言警句、越

州文化等知识被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文

言文小故事串联起来。课堂之外，他还

可以参加相关的研学、阅读日等主题活

动，在实践中加深对文言文的学习和理

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觉得“文

言文里有美妙的故事，有深刻的道理，

这门课让我爱上了文言文”。

午休时间，谢一凡会和同学一起

来到位于教学楼大厅的触控一体机

旁。登录自己的学习账号，点击“跟

着小师爷学古文”数字微课程，谢一

凡选中了《画龙点睛》这一课。不到

10分钟，视频就看完了，他们意犹未

尽地点开下一个微视频课程……

为了彻底打破阅读课程的时空

限制，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课程选择空

间，学校开发了“三味书屋（悦读）”和

“朝花夕拾（乐写）”数字微课程。副

校长陈小蓉介绍，这两个微课程模块

里设有“东游记之取朗读真经”“古诗

里的四君子”“跟着小师爷学古文”等

30余门微课程。每个学生都有专属

的账号和学习空间，可以在不同场合

使用多种终端登录，随时随地收看

微课。

除此以外，学校每年都会在12

月开展“童心悦读月”活动，通过精彩

纷呈的阅读课程深化学生的阅读体

验，比如针对一至三年级的“朗读者

联盟”、四至六年级的“好书推介”

等。更有故事爸妈进学校、千人诵童

诗、班级诗歌迎新会等充满仪式感的

活动，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今年1月，教育部公示了2023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书香校园”名单。其中，浙江省有3所学校上榜，分别是绍兴
市鲁迅小学、杭州观成实验学校、缙云中学。本报从即日起推出连续报道，走进3所“书香校园”，感受阅读魅力。

用书香浸润童心
绍兴市鲁迅小学构筑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阅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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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在鲁迅小学的“三味书屋”前与学生交流阅
读心得。 （学校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 徐燕军）“欢迎

孙爸爸！”“您可真勇敢，我真佩服您！”

“叔叔您当时害怕吗？”……2月28日

上午9时许，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第一小学，当“杭州好人”孙子见步

入校园，现场气氛瞬间沸腾了，学生们

欢呼雀跃，激动不已。

前不久，在杭州宾利车主伤人事

件中的“劝架大哥”孙子见，因积极制

止暴行获得全网点赞，还被中共杭州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授予“杭州好

人”荣誉称号。而这位见义勇为的

“劝架大哥”，正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附属第一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家长。

当天，孙子见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给

学生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家长

微课堂。

当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时，你会

怎样做？假装没看见，默默地走开，

还是勇敢地站出来阻止，用行动弘

扬社会正能量？孙子见告诉学生，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也不能缺

少英雄精神。他引用学生们熟悉的

事例说明，不能盲目地见义勇为，当

他人遭遇危险，应在保证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见义巧为”“见义智为”。

作为律师，他用专业知识教导学生

们学会正确处理和他人的冲突，严

守法律底线，在法律的框架内快乐

成长。

孙子见的演讲就像一股暖流、一

缕春风，将真善美的种子播种到每个

学生的心中。“听了叔叔的课，我知道

了见义勇为不能只有满腔热血而没有

能力和方法。我们应该牢记使命，努

力学习，只有各方面都均衡发展，才有

能力去见义勇为。”304班学生孔思嘉

感悟颇深。

校长董夫奏表示，孙子见的所言

所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也

给了学校一个绝佳的育人契机，让学

生学会了何为善良、何为勇敢，在他

们心中根植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

的精神。

“杭州好人”走进校园传播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