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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倩

“老师，你看我抓到了什么？！”伴

随着兴奋的叫声，学生们纷纷围过来，

原来是一只绿色的小蚱蜢。“今天我就

观察它！”四年级学生朱梓航说道。

10月30日下午，杭州市萧山区汇

宇小学语文教师余丽华带着学生来到

一片湿地。“今天的任务是寻找自己感

兴趣的秋天景色进行观察，然后写一

篇观察日记。”话音刚落，学生们便四

散开去……山坡上、小溪旁、柿子树

下，他们三五成群，用眼睛去看、用心

去记录眼前的秋日美景。

这节特殊的语文课并非在湘湖或

是西溪湿地开展，而是在校园里——

汇宇小学拥有杭州独一无二的校园湿

地公园“绿漾湿地”。近年来，学校依

托校内这一方“宝地”，联合各学科开

展湿地环境教育，丰富学生的学习体

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使生态环

境保护的理念深入学生心间。

风光宜人的校园湿地
2015年，在萧山区林业局的支持

下，学校将校内约1000平方米的空置

场地建设成绿漾湿地。一踏进这方小

天地，远处是假山、岩壁、飞瀑，黑松、

龙柏、银杏、孝顺竹、马褂木等植物郁

郁葱葱；近处，小池塘与岸边的芦苇、

芒草，以及池中的伞草、荇菜、黑藻等

形成典型的池塘湿地生态系统；中间

是草地，10余米长的溪流内长满黑

藻，瀑布水流经此流向池塘，还有银合

欢、南方红豆杉、金钱松、石榴、柑橘、

蔷薇……

副校长严虹燕介绍，这片湿地内

仅是植物就有70余种。在区林业局和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指导下，学校为

每一种植物都制作了铭牌。铭牌上，

植物的学名、科属、别名一清二楚；扫

描二维码，还可以了解更多有关该植

物的习性、种植养护知识以及被历代

文人所赋予的文化内涵。

丰富的植物加上高低起伏的地形

地貌，自然而然地吸引了野生小动物

的光临，除了学校放生的鱼和乌龟，青

蛙、蝴蝶、蜻蜓及各种鸟类络绎不绝地

来到这里。

81岁的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退休教师楼信权，研究蝴蝶已经有40

余年，人称“江南蝶王”。一次，他偶然

经过汇宇小学，被一只美丽

的蝴蝶吸引。走进湿地参

观，楼信权惊喜地发现，这里

竟栖息着20多种蝴蝶。玉

带凤蝶、柑橘凤蝶、琉璃蛱

蝶、酢浆灰蝶、亮灰蝶、曲纹

紫灰蝶……草地上、花蕊中、

叶片间，老人对一只只蝴蝶

如数家珍，也令在场的师生

大开眼界。

“有的学校有池塘，有的

学校有竹林，有的学校有草

坪……但他们大多是独立的

校园绿化产品，而非像我校

这样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校长赵海

军告诉记者，有了这片湿地，校园环境

更美了，一系列特色课程也随之开展

起来。

全学科卷入的湿地环境教育
春天，观察蔷薇花开，沿溪寻觅小

蝌蚪的身影；夏天，下塘捕鱼，探秘鲫

鱼的身体结构；秋天，采摘果实，感受

落英缤纷……“湿地为科学课开展探

究性学习创设了很好的环境。”科学教

师陈媛说。

湿地建成后，科学组的教师们便

开始探索以湿地为载体的科学教育。

他们以2022版课程标准为参照，针对

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和态度

责任这几方面，设计了“绿漾湿地”课

程。课程分“湿地生命”“湿地天地”

“湿地养殖”“湿地情怀”四大章节，通

过一系列实地调查、动手实践，使学生

掌握不同动植物的结构与功能，探究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

“上次和爸爸妈妈去西溪湿地游

玩，我给他们介绍了各种湿地植物的

作用。比如，芦苇是草本植物，它能够

固堤、净化水质、抑制蓝藻的生长。”学

生徐一可表示，通过“绿漾湿地”课程，

自己的知识面拓宽了不少。

除了科学组，学校还鼓励其他学

科教师积极参与，合力建构起融科普

实践、人文熏陶、艺术创作、研学实践

为一体的全学科湿地环境教育。

余丽华告诉记者，语文教材四年

级下册中有写景的习作，引导学生在

实践中感受自然，表达自己独特的体

验和思考。校内的湿地为这一教学目

标的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场地，因此每

每教到这一课，语文教师都会带着学

生来到湿地。

“湿地探秘”是学校里最受学生欢

迎的课程之一。数学教师郦莎莎介绍，

受到《旅游中的趣味数学》一书的启发，

她将五、六年级教材中的知识点与湿地

的一草一木有机结合起来，带着学生走

出教室来到湿地，一起去探索湿地里最

高的树有几米高、池塘的容积是多少、

湿地里有哪些对称的现象……“比

例尺”“容积”“轴对称”等抽象的数

学概念在实践中变得生动易懂。

音乐课要培养学生会聆听，

严虹燕就带领学生走进湿地，聆

听蛙叫、鸟鸣、风声等大自然中的

声音，而后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

过不同的乐器模拟自己听见的“自然

音乐”，并合作表演。“学生们的表现令

人惊喜，在他们的演绎下，仅是水声就

有瀑布、溪水、喷泉之分，鸟叫声也有不

同的节奏。”严虹燕说，“或许今后还可

以办一场学生原创的湿地音乐会呢！”

观察湿地里的动植物，用身边的

材料制作湿地模型；用文字记录湿地，

为湿地写导游词；搜集湿地的植物叶

片，制作树叶标本；加入湿地生态社

团，参与更多湿地探索和环境保护研

究性学习活动……不同年级的学生，

都能在不同学科的各类实践活动中走

进湿地，学习湿地生态知识。

10年来，这片小小的湿地给了师

生无穷无尽的探索乐趣。赵海军表

示，在扎实开展全学科湿地环境教育

外，学校也将依托湿地做好生态教育

大思政，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根植学生心中。同时，他还计

划着借鉴当下流行的“公园20分钟效

应”，在湿地的某个角落设置谈心空

间，利用湿地开展全员心育。目前，湿

地正在扩建，伴随着更多植物的引进，

这一抹绿色将给汇宇小学的教育带来

更多可能。

日前，台州市路桥小学举办一年一度的“一班一
周一体验”活动。六年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流住校
一周。这一周内，学生需要独立生活，从洗衣服、装被
套、叠被子到打扫楼道、买菜烧饭等都由自己完成，可
谓“生活技能大闯关”。图为学生正在菜场里采购晚
餐食材，大家对照购物表，与摊主讨价还价。

（本报通讯员 徐军礼 摄）

小鬼乐当家

绍兴鲁迅中学：
航天员与中学生“面聊”航天梦

本报讯（通讯员 陈烨菁）就在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之时，绍兴鲁迅中学学生

也迎来了与航天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11月2日，

在学校图书馆，一场关于“航天探索·追梦九天”的

交流会正在进行，学生们与特级航天员费俊龙以及

多位航天科技工作者开展了面对面交流。

费俊龙先向学生们讲述了飞天背后的故事，畅

谈了航天人生的艰辛和收获。他结合自己的航天

生涯向学生们分享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既要为美好

的事物去奋斗，也要洞察成功背后的失败与挫折，

进而在遭遇逆境时学会调整心态，勇敢面对。

分享结束后，学生们纷纷举手提问。“太空微

重力环境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空间站上

的作息规律与地面有何不同？”“文史知识对科学

研究是否有帮助？”……费俊龙及各位航天科技工

作者一一耐心回答，他们的回答不仅满足了学生

们的好奇心，更激发了学生们对航天科技事业的

热爱和向往。

永康市高镇小学：
把“选菜权”交给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舒珊珊 于兴勇）“小酥肉必

须有一票！”“番茄炒蛋好，汤汁拌饭一口闷。”“锅包

肉，我来啦！”……10月30日，永康市高镇小学举办

了一场欢快热闹的学生选菜活动，学校将四五十种

有荤有素、营养搭配的美食制作成展板，学生们经

过对比筛选，在自己最喜欢吃的10道菜下面贴上

小红花。

当天参加现场看图选菜的主要是低段学生。针

对中高段学生，学校建立了电子美食投票站，以问卷

调查的形式，让学生与家长共同选择喜爱的菜品。

综合线上线下的投票结果，食堂按照学生对菜品的

喜爱度分荤菜、素菜、汤3类进行排名，位居前50%

的保留，后10%的淘汰，其余改良配方或烹饪方式，

使它们更加符合学生的口味，然后由校营养师精心

搭配，科学制定每周菜谱。

副校长吕晓英介绍，在传统的学校管理层选菜

模式下，有时学生遇到不喜欢吃的菜干脆就不吃了，

很容易导致浪费。现在，定期开展学生选菜活动，把

“选菜权”交给学生，能够增加学生在校用餐的自主

性、参与感和趣味性。

据统计，本学期开展学生选菜活动以来，全校厨

余垃圾减少三成，班级光盘率最高达95%。浪费减

少、成本降低，学校有更多力量投入到菜品的提升

上，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对饭菜口味多元化的需求。

10月30日，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龙山小学的
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乘船过海来到沈家门第一小
学参加教共体线下活动。两校学生一起参加了海
洋剪纸、舟山锣鼓、木质书签制作等各种艺术体验
活动。图为学生在体验舟山锣鼓。

（本报通讯员 黄朝云 刘生国 摄）

（上接第1版）
家校社协同，育人有活力

当越来越多80后、90后的家长和

教师共同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保持

家校活力、促进家校协同的重要性开始

凸显。

近年来，衢江以全员家访、全面培

训、全程参与等3个方面为切入点，构建

起高质量家校协同体系。记者了解到，

衢江各校班主任每学年需至少开展1次

线下全员家访，全面了解学生家庭状况

及在家表现。依托网络平台，衢江专栏

推送家庭教育课程，同时向全区家长发

出家校共育倡议书，提醒家长切实承担

起监督和教育的职责。

此外，衢江始终不忘全区1559名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开展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进一步激活家校社协同育人

“强磁场”。

本学期，为解决校内留守儿童周末

的安全和陪伴问题，峡川镇小依托建成

的“谢妈妈之家”启动“童伴妈妈”项目，

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爱队伍，共设周末课

堂。这支队伍由峡川镇小教师、衢州学

院学生及向社会招募的两名“爱心妈妈”

志愿者组成。峡川镇小校长祝燕芳特别

提及，两名“爱心妈妈”是校内学生家

长。她们自愿报名陪伴留守儿童，辅助

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时常与学生

们在课后交流，尽力让大家感受到家的

温暖。

不断完善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不

只点亮了衢江留守儿童的“彩虹梦”，更

整合了校内外资源，共同加速育人质量

提升。

为让衢江娃们更好地传承本土文

化，衢江向全区所有学校、22个乡镇（街

道）、相关部门征集当地特色文化典故，

建立起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库。区内外的

专家、教师、家长代表组成智囊团，为绘

本编制出谋划策。目前，“乡音童趣”系

列区域特色绘本已编制了15本，累计印

发近万册，带动7000余个家庭开展亲子

阅读活动，真正做到“让整座小镇培育每

一个儿童”。

高质量家校社协同体系的构建不断

增强育人活力，这也正是衢江“活力教育”

建设的缩影之一。在“活力教育”的推动

下，衢江教育发展势头正劲。在每年的

全省现代化学校满意度测评中，衢江的

满意度均在95%以上，位居全省前列。

“衢江将持续擦亮‘优学衢江 活力

教育’金名片，主动服务衢江区‘五城’

‘青年衢江’建设发展大局，为区域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

撑。”李燕琴表示。

奉化龙津实验学校：
迷你马拉松亲子跑

本报讯（通讯员 黄 红 乌雯雯）10月30日，

奉化龙津实验学校“亲子迷你马拉松”欢乐开跑。

“宝贝你等等！”“爸爸，你可要跟紧我啊！”现场，只

见学生奋力向前冲，脸上洋溢着笑容，家长紧随左

右。亲子温馨互动、加油打气，享受着运动的快乐

与挑战。

据了解，本次活动面向一年级学生及家长开

放，既为入学时间较短的学生增添校园乐趣，为健

康成长打下基础，也让亲子关系在奔跑中更加紧

密。为了让年纪尚小的学生能安全、快乐地完成这

次迷你马拉松，学校精心筹备了每一个细节。在跑

道规划上，特意选择了校园内平坦的彩虹跑道，沿

途有教师和家长志愿者指示引导，补给站有饮用

水、水果等为小选手提供能量，确保大家健康参

赛，无后顾之忧。开跑前，体育教师带领大家充分

热身。随着音乐，小选手从头部转动、手臂伸展、

腰部扭转到跳跃运动，为奔跑蓄力。当携手共同冲

过终点时，亲子相拥，温情和快乐达到顶峰。

③③

②②

一片校园湿地带来的无限可能
杭州市萧山区汇宇小学开展湿地环境教育

①图为学生手持平板电脑走在
湿地里，用心观察植物，不时扫描植
物铭牌了解更多知识。

②图为“湿地探秘”课上，学生
测量植物的周长。

③图为夏天学生在湿地为乌龟
安家。 （以上均为学校供图）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