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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每当晨光渐起，杭州观成实验学

校小学部的学生们都会穿过近800

平方米的图书馆来到教室，在充满梅

意竹韵的校园里与图书不期而遇。

“小学部一天的学习是从图书馆开始

的。”校长李洁说。

作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杭州

观成实验学校从2014年建校起就坚

持“带一本闲书上学”的特色办学理

念，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而广泛的阅

读，并以“卓阅者”课程为载体，创建

融合阅读课程与活动的书香校园，努

力实现阅读书籍无界、阅读方式无

界、阅读空间无界。

一张书单构建大阅读环境
“这本书里收录了很多有趣的

数学游戏、谜题和故事，我觉得非常

有意思。”3月8日，记者来到学校，

702班学生王泽邦热情地介绍起自

己书包里的《数学万花筒》一书。他

一边说着，一边还拿出一本册子，上

面印着一个书单，涉及文学、数学、

科技、历史、艺术等领域的图书。王

泽邦表示，这是新生入学时学校推

荐的百部书单，上面的书他已经看

过20多本了。

在李洁看来，这些教学之外的

“闲书”有利于培养学生心性，开拓学

生视野。“我们希望学生读的书杂一

些，可以是意味隽永的，也可以是天

马行空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都可

以带到学校来读。”在这种理念的鼓

励下，随意打开一个观成学子的书

包，都能发现一两本“闲书”。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阅读，学校

编写了各类阅读推荐书目。副校长

林晓瑛介绍，在建校初期，学校便为

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经典的课外阅读

书目，并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在书

单中加入其他学科的书目。

后来，鉴于中学生课业负担重，

课外阅读时间有限，以及学生希望寻

找更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等现实情况，

学校又组织专家和教师先后编写了

面向初中学段的《百部观成》阅读书

目，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数理科

学、历史哲学和艺术美学5卷，每卷

收录图书20部。里面不仅为学生提

供内容概览、阅读方法，还为每本书

都设计了创意思考题，为学生的自由

阅读搭建更多支架。

为了适应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

阅读习惯，小学部的阅读书单按照年

级设计，一到六年级共有200本推荐

图书，涉及语文、国学、数学、音乐、美

术等。小学部语文教研组组长何小

蓓介绍，低年级的推荐书目以绘本为

主，中高年级的书目包含童话、寓言、

名人传记等，以达到阅读过程由浅入

深的效果。

沉浸在图书馆里的阅读课
“有哪些适合快速浏览的阅读方

式？”“如何从目录中获取信息？”“怎

样挑选未来想读的书？”在初中部图

书馆的阶梯教室里，李洁正在向707

班、708班学生分享挑书技巧。这是

两个班学生本学期的第一节导读

课。在分享自己的挑书技巧之外，李

洁还向他们介绍了课程安排、阅读技

巧和阅读评价方法。学生们则手拿

《百部观成》阅读书目之数学与科学

卷，时而认真聆听，时而安静翻阅。

李洁告诉记者，这样的图书馆阅读课

已经被安排进每个班级的课表里，而

她自己每周会专门抽出时间上7节

阅读课。

“在图书馆上阅读课氛围很好，

学生们进来以后自然就会安静下来，

在书香浸润中专注阅读。”李洁说，每

个学期的阅读课以《百部观成》阅读

书目为材料，通过设置导读课、自主

阅读课、交流分享课、成果展示课等

引导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学生们可

以在课上挑选感兴趣的书籍阅读，还

可以制作阅读分享卡，写下自己的阅

读感悟。记者注意到，学校图书馆的

一角被专门拿出来展示学生制作的

阅读分享卡。满满两面墙的阅读分

享卡全部都是学生们上学期的阅读

成果，每一张上面都有批改的痕迹。

“上学期一共收到了2000多张阅读

分享卡。每一张都经过我和助教老

师认真批改。”李洁说。

与此同时，小学部的开放式图书

馆内也是一片安静。二年级全体学

生在这里挑选好自己喜欢的书后便

坐下认真地看了起来。“每天中午都

会安排二到六年级中的一个年级来

图书馆看书，时长1小时。”何小蓓表

示，小学低段通过“图书馆素养课”培

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中高段则利

用阅读任务单帮助学生掌握各类书

籍的不同阅读方法。从这个学期开

始，每个班里还多了一本《图书馆阅

读手册》，专门用来记录学生每天的

阅读量，并在每个月末通过积分评比

出“读书达人”。

“无字之书”拓展阅读边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成学子

不仅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

为了打破原有阅读空间的限制，

学校创新开发“行走读城”系列阅读

实践活动。“活动中，学生以行走的方

式阅读身边的城市文化、自然风景、

历史古迹，去感知身边的人文风物，

去探究并体验地方历史的深厚底蕴，

不断提升文化内涵、陶冶人文情

怀。”林晓瑛说，目前学校已经开

发了“红色杭州”“生态杭州”“数

智杭州”“宋韵杭州”“亚运杭州”

等11门系列读城课程，接下来即

将发布“大学杭州”读城课程，让

学生实地走进杭州的大学校园。

“其中部分读城课程也向小学部

开放，小学生还可以通过参观博物

馆、暑期研学等方式在行走中成长。”

回想起去年9月底和同学、老

师一起观看亚运会田径项目比赛的

经历，708班学生田睿萌依旧深受

鼓舞，“亲眼看到亚运健儿在赛场上

勇敢拼搏，我真的很为他们感到自

豪，他们那种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也感染了我”。看完比赛后，田睿萌

和小组成员一起了解选手信息，制

作了创意海报并剪辑了一个小视

频，作为“行走读城·亚运杭州”课程

的项目成果。

此外，学校还定期举办观成人文

大讲堂，邀请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走

进学校分享知识，拓展学生的视野。

在最近一次的讲堂上，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雅娟受邀

分享新闻写作及采访的方法。她讲

解的修改新闻标题的妙招，让听讲的

学生们直呼“学到了”。

“这是一个幸福成本逐年递增的

时代。我们希望学生能手捧经典，在

飘满墨香的校园里寻找简单的幸

福。”李洁表示，学校将继续以阅读为

切口，努力培养精神明亮的、带有书

卷气的学生。

□本报通讯员 王作颖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天

的到来给德清县上柏小学的“仙草”灵

芝带来了盎然的生机：灵芝屋里，小小

的灵芝冒了头；灵芝园里，一盆盆造型

优美的灵芝盆栽蓬勃生长……自去年

开设灵芝种植劳动项目以来，灵芝已

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不仅让学生充

分体验劳动实践的乐趣，也使学校生

态环境更加美观。

灵芝被誉为“仙草”。去年4月，

上柏小学借助周边兴农食用菌场种植

灵芝的便利，确立了灵芝种植的生态

劳动项目。为此，学校与食用菌场合

作建立了校外生态劳动实践基地，同

时聘请了食用菌场负责人张毅超作为

校外辅导员。

灵芝是一种昂贵的中草药，它有

哪些功效？怎么种植灵芝？学生们带

着疑问，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探究灵

芝的相关知识。他们不仅通过网络、

图书馆等渠道查阅相关资料，还走进

菌场，观察灵芝菌种的发芽过程。母

种如何选择、如何移种、菌丝怎样生

长、环境如何养护、如何预防虫害……

张毅超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灵芝种

植的相关知识，这更是引起了学生们

对动手种植的兴趣。

为了让学生们能更便利地展开实

践操作，张毅超来到学校，带领师生挑

选了杂草难以生长的阴凉区域，将其

开辟为校内灵芝种植场。挥舞锄头挖

坑，埋下灵芝菌包，把空隙部分用泥土

填满……学生们积攒的理论知识终于

有了实践的机会。

种下灵芝后，灵芝的生长可能会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让灵芝健

康长大并且产出孢子粉，成为学生们

探究的重点。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探索

出保温保湿促生长、及时除虫助成长

的各种方法。

金秋十月，经过时间的催化，灵芝

吐出了厚重而充盈的孢子粉——灵芝

成熟了。学生们强烈要求收获灵芝。

为了加工成熟的灵芝，学校购置了专

业设备，建起灵芝工坊。张毅超再一

次来到校园，为学生们演示收集灵芝

表面的孢子粉——摘下灵芝，用刷子

轻轻扫下表面的孢子粉并收集起来，

动作轻盈而熟练。学生们如法炮制，

一手拿盆，一手拿刷子，小心翼翼地刷

取孢子粉，生怕弄掉一丝一毫。

成熟的孢子粉呈咖啡色，粉质细

腻。在灵芝工坊，张毅超指导学生用

机器将其压片，一摇一压，粉末就成了

颗粒状，可以冲泡食用。灵芝伞盖则

用切片机切片，灵芝片用来煮茶、炖肉

再好不过，是滋补的佳品。

灵芝的伞盖如祥云朵朵，在美术

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将成形的灵

芝做成盆栽，装点校园。“灵芝在传统

文化中是长寿的象征，所以我在设计

灵芝盆栽时加入了同样象征长寿的

松柏。”学生盛翊雯对自己的作品很

是满意。

又是一年春来到，望着生机盎

然的灵芝，校长许立芬表示，学校将

进一步完善灵芝培育、灵芝种植、灵

芝采集、灵芝工艺装饰等课程，不断

探索“学校+基地”的生态劳动教育

新模式。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
“变废为宝”自制液肥

本报讯（通讯员 徐立峰）“能给我一瓶吗？我想拿回家

种花。”“有了它，我们班的番茄一定长得更壮。”3月12日，绍

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的操场上人头攒动，“变废为宝”社团正

在举办有机液肥赠送活动。学生们制作的有机液肥受到师生

欢迎，“一瓶难求”。

据了解，从去年9月开始，学校的“变废为宝”社团成员在

科学教师汤佳雯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制有机液肥的研究。他

们以学校午餐吃剩的蔬菜、果皮等厨余垃圾为原料，将其分类

粉碎，然后加入EM菌、红糖等材料发酵沤肥。大约一周时

间，就有了液肥产出。“没想到，自制的液肥一点都不臭，甚至

还有点淡淡的香气。”学生们感到惊讶极了。为了得到“最肥”

的液肥，学生们不断调整材料配比、发酵温度和稀释比例，最

终研制出了能够促进植物根茎生长的有机液肥。

赠送活动当天，学生们准备的10多公斤液肥迅速被领

完。“这是液肥原液，需要兑水使用，一般按照1∶20的比例稀

释。如果施薄肥可以按照1∶50的比例来稀释，一周施肥1~2

次。”赠送现场，学生们还不忘向领取者叮嘱液肥的使用方式。

汤佳雯介绍，除了液肥，社团成员还进行了有机固态肥料

的研究制作，他们将定期开展赠肥活动，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分

享给更多人，实现“播种希望，呵护生命”的美好愿望。

杭州市濮家小学：
兔子成了“心理疗愈师”

本报讯（通讯员 刘 威）“兔子很可爱，看一看、摸一摸很

减压。”“我们给认领的兔子举办了‘抓周’会，兔子自选了名字

‘窝窝’。”“我们收集了兔子掉的毛，打算做手工制品。”……最

近，在杭州市濮家小学笕新校区，课间十分钟，四楼平台的一

角总是围满了学生，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养兔心得。原来，

这里入驻了19只兔子。这些兔子不只是单纯的宠物，还肩负

着辅助心理疗愈的任务。

据了解，濮家小学从2013年开启劳动教育，每年迭代升

级教育内容。今年，学校引进了兔子，除了在饲养的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劳动能力，更大的目的是尝试心理疗愈。副校长季

康平说：“学生在成长中会遭遇各种压力。学业、亲子关系等

引发的负面情绪，可以通过喂养小动物来疗愈。”对于在心理

健康筛查中出现的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今年，学校在保密的

前提下，尝试让他们和对饲养宠物兔感兴趣的学生一起，与兔

子进行比较密切的接触，希望借助饲养兔子，改善这些学生的

心理状况。学校还希望以此作为生命教育的切入点，让学生

学会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目前，宠物兔动物心理疗愈项目已编写了校本教材。后

续，学校将在其他两个校区推广该项目，并希望通过一年左右

的尝试期，提供心理疗愈的样本。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
“π节”里玩转数学

本报讯（通讯员 林 桦）“小明和小红一共有20本书，其

中小明有6本，那么小红有几本？”六年级的学生提问。“14本！”

一年级的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答。3月13日中午，宁波市孙文英

小学里人声鼎沸，学校正在举行一场名为“π节”的活动。

由于3.14是与圆周率数值最接近的数字，所以3月14日

被设立为“国际数学日”。每年，在3月14日所在的这周，孙文

英小学都会举行“π节”活动。

现场，只见六年级学生穿着“精灵服饰”，给一年级学生

出题，答对者能获得小礼物。“以前人家考我，现在轮到我出

题考弟弟妹妹了。”603班学生戴子涵准备了不少题目。但这

些题目可没有难倒一年级学生。103班学生仲泽翰获得了棒

棒糖、自动铅笔等小礼物，装满了3个口袋，他觉得自己“挺厉

害的”。

据介绍，学校“π节”活动内容丰富，除了学生之间的互相

考验，还有师生组合扮成“大小马里奥”，随机出现在校园的各

个角落，让学生们抢答问题，并发放奖品。“七巧板”比赛、数学

绘本展示、挑战“24点”等项目也备受学生欢迎。

很多学生在毕业后，还会在每年的3月14日前后发信息

给数学教师，表达对“π节”的怀念。对此，数学教研组组长费

酋酋说：“我们希望学生不管是否喜欢数学，都能从活动中收

获快乐，巩固数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并且留下美好的小学

生活记忆。”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杭州观成实验学校：：让阅读无边界让阅读无边界

“仙草”孕育劳动热情
德清县上柏小学开设灵芝种植劳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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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生阅读场景。 （学校供图）

3月12日，常山县辉埠镇中心小学学生在
教师的带领下，走进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开展
“拥抱自然，描绘春天”主题活动。阳光下的油
菜花灿烂而耀眼，学生们用画笔描绘着这乡间
独有的春日美景。

（本报通讯员 邓婷婷 徐德飞 摄）

画春

日前，海宁市袁花小学举行了纪念金庸百年诞辰系列活
动。广场上，全校1490名学生共写“侠”字，体会“侠，夹人者，
助人也”的侠义精神；舞台上，学生出演的舞蹈《家园·戍轮
台》、舞台剧《大侠金庸》轮番上演。学校还推出了学生绘制的
展现金庸一生足迹的绘本《侠客行》，同时重启了金庸曾编辑
的校报《喔喔啼》。

作为金庸的母校，袁花小学旨在通过“侠文化”特色课
程传承其笔下的侠义精神，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
图为舞蹈《家园·戍轮台》的精彩瞬间。

（本报通讯员 沈晓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