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0日，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美工坊社
团的成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期末礼物——《美工坊》纪念
册。该纪念册汇集了他们在水墨画、纸版画、彩泥瓶、浮
雕画、线条画等各项课程中的精彩瞬间和成果作品，见证
了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图为学生展示纪念册。

（本报通讯员 陈朝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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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这个萝卜最大！”“我能拔起两个

大萝卜！”“哎呀！叶子拔掉了，萝卜还

没出来呢！”时过小雪，正是萝卜收获

的季节。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心小学中

兴校区的劳动实践基地里，304班学

生悉心照料2个月的白萝卜终于成

熟。在教师曹诗怡的带领下，学生们

开始了拔萝卜、腌萝卜之旅。将萝

卜洗净切块，加入适量盐拌匀并沥干

水分，再放入玻璃瓶里，倒入调好的

料汁之后密封……几天后，一瓶瓶

腌萝卜就完成了。尝一口腌萝卜，

学生们体会到的是劳动的喜悦。

“这不仅是一次动手实践的机

会，更是一次关于食物、文化和劳动

意义的深刻探索。”校长沈建忠说。

近年来，雷甸镇中心小学围绕“勤耕

不辍”的办学理念，在校内开辟种植

基地，用全学科渗透的理念开展生

态劳动教育，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

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

校园里有片“开心农场”
走进雷甸镇中心小学中兴校区

的东北角，一块占地约3亩的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映入眼帘。在蔬菜种植

区内，一畦畦青菜、小葱、辣椒长势喜

人。每一畦地中间还插着显眼的班

级认领牌和学生手绘的作物种类牌。

沈建忠介绍，这里原先是一片荒

地。为保障校内劳动教育的实施，学

校决定因地制宜建设一个生态劳动

实践基地，并将其命名为“田田耕

园”。基地内配套设施完善，建有专

用的劳动工具房兼仓储室、科技大

棚、生态池塘和堆肥区等，甚至还有

两个老式砖土灶台。学校各班级、党

支部、团支部都有自己的“责任田”。

师生们利用劳动课或闲暇时间进行

耕种管理。5年来，这片基地已然成

为学生们眼中的“开心农场”，数千名

学生在里面挥洒汗水，勤劳耕作。

更引人注目的是，基地内还有一

片专门的果园，里面栽有核桃树、杨

梅树、橘子树、柿子树、山楂树等50

多个品种100多棵果树，再加上校内

随处可见的枇杷树，整个校园就变成

了四季飘香的“百果园”。“雷甸镇素

有‘水果之乡’的美誉，这里出产的枇

杷个头大、味美，其中雷甸杨墩枇杷

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沈建忠认

为，开展生态劳动教育应该让学生在

真实的生态劳动场域中进行劳动，因

此学校就把校园内的瓜果尤其是枇

杷作为劳动教育的重点。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每

年4月正值枇杷挂果期，教师沈建烽

都会给五、六年级的学生讲解枇杷疏

果知识，示范疏果的动作要领。“疏果

时一般要摘去畸形果、病虫果或发育

不良的幼果，还要根据苗株长势确定

留果量。”为了上好劳动课，沈建烽专

门向当地的枇杷果农请教相关知识，

然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枇杷养护的

经验。如今，沈建烽对枇杷如数家

珍，他精心打造的枇杷疏果课程也入

选了县级精品劳动课。

在劳动中感受“四季物语”
春天在“田田耕园”里松土播

种，照料番茄、辣椒、蚕豆、黄瓜等农

作物；夏天收获豌豆，用土灶台烧立

夏饭；秋天采摘山楂、橘子、柿子等

水果，亲手制作水果拼盘；冬天体验

打糍粑、做萝卜丝团子等当地传统

习俗，给蔬菜覆盖薄膜以帮助它们

过冬……季节流转，学生们在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中完整地参与四季蔬菜

瓜果的种、养、收、食、储全过程。

“学校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劳动

教育，让学生在劳动中感受大自然的

美妙、生命的美好和生态的美丽。”沈

建忠说。“田田耕园”建成之后，学校

便探索劳动教育的跨学科主题学习

方式，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劳动教

育，开发了“四季物语”课程。课程分

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大

章节，利用不同季节植物自然成长的

特点，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探索大自

然的奥秘。

“原来立夏饭里加入笋丁、豌豆、

蚕豆、咸肉等食材，含有五谷丰登和

身体健康的意思。”501班学生徐熙

杭对去年立夏时在劳动课上和同学

们一起制作立夏饭的经历印象深

刻。在家里从没做过饭的他，在这次

活动中积极地剥豆、切菜、烧火，也因

此被评为“劳动小达人”。他表示，

“四季物语”课程让他见证了一粒粒

种子从萌发、生长到成熟的全过程，

也拓展了他对四季更替和自然规律

的认识。

德育副校长方鑫平表示，学校在

“四季物语”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向学

生渗透了一种理念：农事劳动要顺着

节气开展，学校教育要循着规律育

人，从而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从一片荒芜，到生

命的萌发；从种子破土而出，到绿意

盎然；从花儿引蝶，到瓜果飘香……

在雷甸镇中心小学里，正是这样的生

态劳动教育课，让学生们既掌握了一

定的劳动技能，又体验了劳动的艰辛

与快乐，进而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种下生态文明的种子
生态劳动教育更关注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也更强调对学生在环境

保护、共享创新意识，以及对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培养。基

于此，雷甸镇中心小学探索劳动教育

跨学科主题学习方式，用全学科渗透

的理念开展生态劳动教育。

在综合实践课上，学生通过调

查、实验等方式探究生活中的天然清

洁剂；在科学课上，学生来到“田田耕

园”里的堆肥区，亲手体验绿色堆肥

的过程；在美术课上，学生利用落叶、

稻草等制作工艺品，养成物品循环利

用的环保理念……“在跨学科的劳动

实践中，全校师生的环境保护和节约

能源的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方

鑫平观察到，现在教师和学生都很自

觉地进行垃圾分类，并且看到食物残

渣、空瓶子、废纸等的第一反应就是

想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

在沈建忠看来，生态自觉行为并

非学校一节课、一个活动可以养成

的，需要家校社配合，依托劳动教

育，在持之以恒的实践中进行培

育。于是，学校充分发挥家长职业

特长，开设劳动专题家长课堂，让家

长和学生一起学习劳动技能；组织

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以“红领巾社会

实践研学”的形式，组织学生到周边

的农场、企业、生态馆等地开展种植、

废物回收利用等环保主题的劳动实

践活动。

“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环联动’，

拓宽了生态劳动教育的场域，丰富了

劳动教育的内容，让生态文明的种子

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沈建忠表示，

学校将继续深入开展生态劳动教育，

将劳动教育活动转化为心理健康教

育的载体，通过培养学生的积极情

绪、积极人格和积极社会关系，实现

劳育和心育的有效融合。

□本报通讯员 李培珍 韦海珍

“我家孩子参加护羊小队活动了，

今天还和我商量要把小羊的家装修一

下。”“你家孩子在劳动基地种了什么

菜？我家的想种生菜。”……最近一段

时间，丽水市秀山小学学生家长谈论

得最多的，就是学校组织的亲子劳动

系列活动。

这是该校推进家校协同育人的措

施之一。秀山小学地处城乡接合部，

约4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这些家长的学历普遍不高，对孩子的

陪伴较少，学习家庭教育理念的意识

也比较薄弱。针对这一情况，2023年

11月，学校成立“校家社共育研究中

心”，以学校为圆心，以活动为载体，带

动家长学习科学的育儿方式，改变家

长的教育理念，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

培养，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在学校图书馆的2楼，有一间面向

四至六年级学生的“亲子糖果铺”。当

学生升入小学中高段，随着年龄的增

长，青春期逐渐到来，他们的自主意识

越来越强烈，与父母之间容易出现沟

通不畅的情况。为了促进该年龄段学

生的亲子沟通，学校特意设置了这一

温馨的空间。每个学期，四至六年级

各班都会在“亲子糖果铺”开展一次班

会课。课前，学生在家中与父母共同

挑选带有亲情故事的物件，共同回顾

故事经过；课上，学生轮流把温暖的亲

情故事分享出来。

元旦前，“亲子糖果铺”又开张

了。和妈妈一起用木棍做的小屋，“它

是我们梦想中的‘小别墅’”；一家人每

年拍摄的全家福，“唐装、汉服、礼服，

每年主题都不同”；和父母、哥哥一起

爬山登顶的留影，“互相搀扶，才能共

同克服攀登中的困难”……学生们带

来了各种有意义的小物件，讲述着它

们蕴含的亲情故事。这些故事就像糖

果一样，甜甜的，润滑着学生与父母的

关系。“自从有了这间‘糖果铺’，孩子

时常会饶有兴致地跟我讲起同学家里

的暖心故事，他也会特别留意家里的

小物件，与我一起回忆他小时候的故

事。这让我和孩子走得更近，心贴得

更紧。”一名六年级学生家长说。

在秀山小学，像这样创意十足又

充满温情的亲子活动还有很多。每周

一次的“国旗下讲话”，由学生代表与

家长合作，向全体师生宣讲；学校开辟

出鱼塘后组织了“亲子护鱼”活动，学

生与家长一起放入小鱼，向家长学习

如何守护这些小生命；在“零食大作

战”中，学生与家长齐心协力“抢”零

食；还有充满趣味的“亲子运动会”、在

行走中学习的“亲子研学”……

多一分互动就多一分理解，除了

以活动搭建起亲子浸润式陪伴的新样

态，学校还策划了一系列家长课堂活

动，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

“一个动作、一幅图、一个眼神，都

可以是有效夸奖，可以夸出孩子的内

驱力。”前不久，每月一次的家长课堂

专题讲座在学校多功能厅如期开展。

学校邀请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为家

长讲解“如何陪伴孩子适应三年级变

化”。三年级200多名学生家长参与，

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这次讲座的收获

运用到实际的家庭教育中，努力为孩

子营造更加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针对家长需

求开设的专题讲座是学校与家长的

“双向奔赴”。仅过去一年，家长课堂

就围绕提升学习动力、二胎家庭育

儿、一年级适应问题、手机管理、亲子

沟通等主题作了 12 场讲座，超过

2000人次参与。

图为学生用劳动实践基地里采摘的萝卜做萝卜丝团子图为学生用劳动实践基地里采摘的萝卜做萝卜丝团子。。（（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1月9日，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在一、二年级开展
非纸笔测评活动，把各学科知识穿插在游戏过程中，让
学生乐于参与，勇于挑战。除了学科知识，本次非纸笔
测评中还融入了劳动元素，增加了叠衣服、扫地等动手
实践的考核环节。图为学生正在叠衣服。

（本报通讯员 王兴苗 摄）

台州市黄岩区头陀镇中心小学：
学生和校长当“笔友”

本报讯（通讯员 方彩君）1月7日上午，伴随着欢快

的下课铃声，台州市黄岩区头陀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纷

纷走出教室，只见有些学生径直走向教学楼4楼的长廊。

他们手里握着一封封信件，奔向校长室门口的校长信箱。

据悉，校长信箱于2023年4月开设。有了这个信

箱，学生与校长孙海兵成了“笔友”。学生们在文字里倾

诉成长的烦恼，揭露隐藏的问题，提出真诚的建议，一年

级学生还用图画吐露心声。每周五午后，孙海兵都会郑

重地开启信箱。仔细阅读学生们的来信后，他会给署名

的学生一一回信。对匿名来信所反映的问题，他也十分

重视，会“逐个击破”。

四（4）班学生兰璐璐说：“我听说校长信箱开设后就

写了好几封信，没想到校长还给我写了回信。”一（4）班

学生杨贝贝说：“上次我画了喜欢的菜式投到信箱，没想

到后来真的有了！”

截至目前，校长信箱一共收到了200多封信。孙海

兵表示，设立信箱不但可以收集到学生们最直观和真实

的想法，还能及时发现学校管理者看不到的地方，“学生

们反映的问题，会责成部门去调查研究，尽量第一时间

去解决”。

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
校园里的非遗嘉年华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50多名学生和教师、家长

一起迎板凳龙，300多名学生学做东河肉饼，2300多名

师生齐唱婺剧……日前，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沉浸在

非遗的海洋中，欢度学校第二届非遗节。

本届非遗节上，师生们欣赏了古琴、古筝、武术、道

情等16个非遗类展演节目，体验了写春联、剪窗花、印年

画等17项非遗技艺，在拔河、投壶、踢毽子、踩高跷等7

个非遗项目中感受运动的乐趣。

近年来，学校深入挖掘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将非

遗的普及与传承确定为办学特色“和乐教育”的落脚点，

让学生们好学习、乐传承、爱生活。为此，学校将一幢闲

置的宿舍楼改造成非遗馆，其中设有国学启蒙、五亭文

化、生活体验、艺术创想和文学创作五大区域，借助图文

介绍、实物展示、全息投影等形式，以项目化学习为主要

方式，帮助学生了解非遗。

造纸、篆刻、剪纸、编织、木工……教师们各展所长，

在非遗馆里开设了30多门非遗课程。学校将这些课程

分成普及课和体验课，安排在课后托管服务第二时段实

施。普及课有活字印刷、茶艺和婺剧，分别对应三至五

年级，每次半个班学生参与活动。体验课面向全体学生

开放，拼手速“抢课”。

为了让全校学生都有亲近非遗的机会，学校自2023

年开始举办非遗节，全面展示非遗课程。“传承非遗，既

是根植文化自信，也是为学生的人生规划提供更多可

能。”校长许忠平表示，学校后续计划邀请非遗传承人和

家长来校开课，家校社合力推进非遗传承。

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举办
教共体校园吉尼斯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吕小英）日前，衢州市衢江区实验

小学联合杜泽镇中心小学、周家乡中心小学、峡川镇中心

小学3所教共体结对学校，共同举办了校园吉尼斯大赛。

本次大赛以“挑战自我，展现风采”为主题，涵盖

跳远、跳绳、才艺展示等多个项目，为四校学子提供了

展示个人才华、促进团队合作的舞台，进一步丰富了

校园文化生活。在跳远和跳绳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神

情严肃，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与这里的紧张相

比，才艺展示舞台上，选手们载歌载舞，现场掌声雷

动。古筝表演声声扣人心弦，武术表演一招一式刚劲

有力，狮子舞将狮子的威猛与灵动鲜活呈现，尽显传

统民俗舞蹈之魅力……

据了解，校园吉尼斯大赛是衢江区实验小学的传统

活动。成立教共体后，学校将该活动推广至结对学校。

本次大赛前，各校分别组织了校内吉尼斯预赛。杜泽镇

中心小学校长舒素琴表示，校园吉尼斯大赛不仅是一次

竞技赛事，更是一个促进四校交流的重要平台。同心共育 以爱相伴
丽水市秀山小学推进家校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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