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红宇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日

前，在嵊州市逸夫小学浙东唐诗之路

纪念碑前，三（4）班学生金雨霏吟诵着

杜甫的《壮游》一诗，并绘声绘色地介

绍自己对当地唐诗文化的了解。去年

秋天，她和全年级的师生一起来到剡

溪口，参与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浙东唐

诗之路研学活动。

嵊州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区

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

史资源。近10年来，学校以走读浙东

唐诗之路为载体，让学生在行走中欣

赏山水之美、人文之丰，在真实丰富的

情境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

的兴趣和热爱。

挖掘唐诗之路文化资源
谈起“浙东唐诗之路”语言文字特

色研学课程的起源，校长李伟芳坦言，

灵感来自学校在开展春秋游活动中碰

到的一些问题。一开始，学校只是想

改变春秋游“只游不学”的情况，于是

在 2015 年提出要带着任务游嵊州。

更重要的是，怎样给学生创设真实的

语言文字运用环境？如何在研学中厚

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带着这

些问题，学校开始从浙东唐诗之路中

寻找答案。

从钱塘江出发，经绍兴，自镜湖沿着

曹娥江、剡溪溯流而上，经新昌石城、沃

洲、天姥，最后抵达台州天台山，这是一

条充满诗意的路线。李白、杜甫、白居

易、贺知章等400多位唐代诗人曾陆续

在这里留下1500多首经典诗歌，共同成

就了浙东唐诗之路。发掘和弘扬浙东唐

诗之路的教育价值，不仅可以丰富学生

的研学内容，还可以用经典诗文的真善

美来润泽学生的生命力。为此，时任校

长马东贤和李伟芳一起，联合各学科教

研组组长，邀请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

院教研员莫国夫参与指导，共同编写

《走读唐诗之路》研学读本。

教师团队从自然景点、典故（传

说）、诗词等3个维度着手，对浙东唐诗

之路进行全面梳理。在反复论证的基

础上，他们确定了萧山、绍兴、上虞、嵊

州、新昌、天台等6个研学点，选择了

“早发渔浦潭”“且度耶溪水”“镜湖水

如月”“兰亭一场醉”“笑读曹娥碑”“再

向东山行”“送我至剡溪”“寂寂金庭

观”“东南眉目秀”“辞君向天姥”“绝胜

天台山”等 11个景点来策划研学主

题。《走读唐诗之路》研学读本就依据6

地11景点系列编写，分为教师用书和

学生用书。“有了教材之后，学校的研

学课程就更加系统，学生们也对浙东

唐诗之路也有了更完整的认识。”李伟

芳说。

打造有诗意的研学课程
“同学们，自主浏览、查询了唐代诗

人刘言史的生平资料和相关地图，你能

来说说《右军墨池》这首诗想要表达的

意思吗？”在组织学生前往金庭观景区

开展研学活动之前，教导主任姚玉芳给

四年级学生上了一堂行前班会课。在

教师的引领下，学生们诵读并赏析了

《右军墨池》《王右军宅》《题金庭观》等

诗词，探寻了金庭观的由来，还设计了

出行方案，为研学做了充分的准备。

活动当天，学生们自发组成书法、

水圳、采访、故事等研学小组，一边游

览一边完成项目化学习任务。书法组

学生跟着当地金庭镇中心小学的书法

课教师一同欣赏书画作品、研习书法

技巧，还与该校学生同台竞技；水圳组

学生在王羲之第56代世孙王剑钧的带

领下，沿着石子小路参观了华堂水圳；

采访组学生绘制出金庭观的参观路线

图，组队采访了王羲之后人；故事组学

生来到灵鹅村和华堂村，聆听当地村

民讲述一个个饶有趣味的故事……姚

玉芳透露，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用自己

喜爱的方式呈现研学成果：有的以速

写形式记录金庭观的风物，有的用黑

白线条展现王羲之勤学苦练的场景，

有的用泥巴捏出华堂水圳的模型，有

的把研学见闻写成了作文。

浙东唐诗之路的研学之旅强调项

目化学习和多学科融合，为此，每次研

学活动开展前，相关负责教师都会提

前去景区踩点，因地制宜设计研学任

务单，备好行前班会课，让学生带着任

务去研学。在具体的研学实践中，教

师会根据目的地的实际情况，从目标、

内容、学习方式、评价方式等四方面着

手制订研学方案，强调学生参与、自主

分组探索，进而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用古诗词润泽学生心灵
“学生学习和诵读古诗文，是一种

文学积累，有助于提高语文素养、生活

品位和审美情趣，在潜移默化中促成

人格的全面发展。”李伟芳说，浙东唐

诗之路上的诗词和历史文化就像一颗

颗珍珠，而学校打造的研学课程就是

把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联起

来，并且用易于学生理解和

接受的方法把经典文化瑰宝

传承下去。

研学之旅促进了课程从

“知识至上”到“人的生活”的教育价值

观重塑，推动学生走向生活，实现真实

学习、深度学习。与语文学科古诗文

的背诵学习不同，“浙东唐诗之路”语

言文字特色研学课程主要通过行走诗

路、感悟诗歌、品赏典故等方式，让学

生理解诗词大意，感受山水与诗文的

互映，从而提升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语

言表达能力。

“站在逸少桥上望向岸边的柳树，

我不禁想到了贺知章的诗句‘碧玉妆

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参观完

位于剡溪口的艇湖城市公园后，六（4）

班学生周柯妘在作文中写道。她表

示，研学的过程让自己更能体会到语

言文字的魅力，也激励自己坚持用文

字记录每次出游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原来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

等都来过我们嵊州！”“第一次知道成

语‘东山再起’中的‘东山’就在家乡附

近。”“王羲之晚年居然就在金庭观隐

居。”……在研学中，学生们深受触动，

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

的情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

怀。更让李伟芳感到欣喜的是，在合

作完成项目化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学

生的沟通交流能力、语言文字综合运

用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等都有了明显

的提高。“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推动

‘浙东唐诗之路’研学课程与其他学科

深度融合，让经典诗文真正成为学生

终身践行的文化基因。”

走读唐诗之路 品味诗词文化
嵊州市逸夫小学开发“浙东唐诗之路”研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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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马亭亭

明明是音乐课，讲台上却摆满了大

大小小的瓷碗。随着教师手腕轻摆，清

丽灵动的声音由远至近地回响在教室

里……原来，这是音乐教师在讲授青瓷

瓯乐。

青瓷瓯乐是用陶瓷土制成的乐器

和器皿进行音乐演奏，是中国音乐史中

最古老、最具代表性、最具地方特色的

一种传统音乐，也是慈溪的文化金名片

之一。慈溪上林湖青瓷瓯乐的历史可

追溯到 3000 年前。在慈溪市伏龙书

院，由校长华央苹领衔的市音乐名师工

作室，积极探索“青瓷瓯韵”融合教学

活动，以上林青瓷文化开发为媒、歌舞

乐深度融合为径，创设多维的学习主

题，让瓷乡学生从小爱上瓯乐。

在伏龙书院的音乐课堂上，一堂青

瓷瓯乐融合课“春天来了”妙趣横生。

教师从由慈溪本土作曲家应锡恩谱曲

的《春分》导入，引导学生对春天进行探

讨；以歌曲《村居》为载体，让学生了解

青瓷瓯乐这一独特艺术，体验青瓷瓯乐

的风采。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

瓷碗、瓷沙锤、瓷片琴等乐器演奏。瓯

乐轻轻敲击的清脆，让学生们深刻感受

到独特典雅的艺术魅力。教师趁热打

铁，把青瓷瓯乐与歌曲律动、演奏、合唱

等多种音乐活动形式相融合。“原来瓷

器也能‘唱歌’，太神奇了，很好听！”学

生们赞叹连连。

“音乐类非遗属于口承文化，以师

徒口传心授为主，在‘青瓷瓯韵’融合教

学活动中，教师以丰富的课程设计将青

瓷瓯乐这一富有本土特色的活态文化

带到学生面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

学校课后美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华央

苹表示，希望能培养“会生活、会审美”

的学生。

越窑青瓷以简为美，典雅而素净。

大多数的青瓷作品都是顺其自然的，

很少经过雕琢和装饰。青瓷的装饰精

髓就在于简约灵动。在“千峰翠色，越

窑青瓷”美术课上，教师引导学生们从

辨釉色、赏器型、画纹样一步步入手了

解越窑青瓷文化。学生们不仅在纸上

作画，而且尝试在青瓷素坯、青瓷盘、奶

茶杯、丝巾上画画。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们将美术经验迁移到了对音乐作

品的赏析与编创中，获得多样化的审美

体验，理解了音乐、美术学科知识之间

是可以迁移的。

茶碗的音高跟碗的厚度和加入的

水有什么关系？瓷片琴的音高跟瓷片

的长短厚薄有什么关系？教师们还把

瓯乐和科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探究科

学知识。

在伏龙书院新校舍里，华央苹结

合学校教育教学特色，特意设置了青

瓷展览功能区，300 多平方米的场馆

内展示了学校活态传承地方青瓷的5

年历程，以及慈溪越窑青瓷的发展历

史和文化内涵，其中包括“青瓷十二工

乐坊”体验馆——瓯乐坊、瓷歌坊、小

舞坊、诗乐坊、陶艺坊、瓷画工坊、茶艺

工坊、文创工坊等，让空间场景更具学

习力和审美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愿

望和探索动力。

瓯乐课堂不仅活跃在教室里，还开

进了青瓷传承园，进行场馆式实景化教

学。在“青瓷瓯韵”研学活动中，学生们

感受青瓷之美，探秘仿古龙窑，了解青

瓷和瓯乐的发展历程，探讨其文化内涵

和艺术价值；在青瓷陶艺馆，他们了解

青瓷的制作过程，感悟其中的奥秘。

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中心小学：
家长变厨工，烹制“放心餐”

本报讯（通讯员 郑丽芬）中午时分，在衢州

市衢江区云溪乡中心小学的食堂里，47岁的周世

英身着厨师服，佩戴口罩，忙碌地洗着菜：“这些菜

至少要洗3遍，确保卫生。”

周世英的儿子在该校读五年级，她也已经在

食堂工作了4年。“儿子一年级时，我应聘成了食

堂员工。”周世英表示，这份工作让她能够参与孩

子在校的餐饮制作，陪伴他成长。而学生家长的

身份让她在应聘时拥有优先权。

原来，学校在招聘食堂员工时，除了在网络上

发布招聘信息，还在各个家长群发布消息，并优先

聘用家长。校长徐新利介绍，学校鼓励符合健康

标准的家长成为食堂员工，直接参与食材验收、饭

菜制作、餐具洗消、餐厅保洁等流程，保障学生的

饮食健康。

厨师长张伟君已经在食堂工作10余年，她的

两个女儿都曾就读于云溪乡中心小学。虽然孩子

们均已毕业，但她因为烧的饭菜可口，深得学生喜

爱，一直留校至今。张伟君说，学校不仅为她提供

了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也给了她一份稳定

的工作。

徐新利表示，一些家长为了照顾孩子无法外

出打工，招聘家长进食堂除了能保障食品安全，也

能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学生家庭收入。截

至目前，已有10余名学生家长先后加入食堂工作，

有些等孩子毕业后就辞职了，有些则继续留用。

舟山市南海实验学校发起
青年教师30天打卡计划

本报讯（通讯员 张莉莉）21天的坚持能养成

一个习惯，那30天的坚持能带来什么改变？日

前，舟山市南海实验学校长峙小学校区青年教师

“毅30”打卡活动启幕。73名青年教师分别立下

“小目标”，计划坚持打卡30天，最终解锁新技能。

有的教师决定每日打卡阅读，提升自己的阅

读量；有的教师打算练就一手好字，优化课堂板

书；有的教师计划每天给班上的一名学生写一封

信……打卡内容分教学能力、自身技能、阅读增光

和兴趣爱好4类，教师可根据自身情况选定要挑

战的内容，每日在群内上传打卡成果。同时，群里

每天都会发起投票，选出当日最受肯定的打卡作

品。30天打卡结束后，学校还会组织一次展示活

动，让教师秀出自己的打卡成果。

据悉，这项活动已经连续6年举办。打卡结束

并不意味着教师的自我修炼画上了句号，不少教

师还会继续坚持学习。“30天持续性的挑战，对青

年教师来说是一次意志力的挑战，同时也能让他

们在打卡中相互学习，在校内形成积极向上的教

研氛围。”学校青研团团长徐俊说。

慈溪市伏龙书院：青瓷瓯乐奏响非遗传承乐章

近日，建德市新安江第二小学的操场上，智慧机
器人“晓东”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机器人展示了其智能问答、知识讲解等功能，
激发了学生们对科技探索的浓厚兴趣。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磐安县实验初级中学：
家校协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应新法）“这边是打菜区，工

作人员会提前分装好饭盒并放置在保温箱内，学

生们可以直接领取。”3月3日上午，磐安县实验初

级中学的食堂里，两名家长代表在校长、食堂负责

人的带领下对食堂进行了全面的卫生检查。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提升

学生用餐质量，该校自本学期起推行校长、家长每

日陪餐制度，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学校食堂，与校

长、学生共进午餐，近距离感受学生伙食。

每天上午，值日校长都会在食堂门口迎接当

日的陪餐家长，在食堂负责人的带领下开启全流

程监督：从食材验收称重到留样冰箱温度检查，

从餐具消毒到餐厨垃圾处理，每个环节都根据家

长陪餐记录表的各项指标做记录。该表由市场

监管局、教育局参与指导设计，包含环境卫生、餐

具消毒、三防设施、食品口感、食品分量等内容。

为确保每班家长都能参与，学校建立了“班级轮

值+家长自愿”的双轨制排班。全校36个班级按

天排序，由班主任在家长群发布陪餐邀请，家长自

愿报名。

随着陪餐制度的深入推进，学校也建立起食

堂数据档案库，将菜品烧制时间、分量以及学生口

味偏好等信息与家长的评价相结合，为菜单优化

提供依据。比如，根据家长提出增加粗粮的建议，

食堂开始提供番薯、南瓜馒头、藕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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