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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校园里
油菜花开油菜花开

日前，嵊州市剡溪小学校园里的
油菜花盛放。课间，学生们结伴赏花，
欢声笑语不断，为春日校园增添了一
抹温暖亮色。

（本报通讯员 韩 帆 摄）

□本报记者 廖钗勤

“快看！这个镜子会变装！”义乌

市东洲小学四年级学生方楷鑫好奇

地点了点眼前的AR试衣镜，镜中的

自己瞬间从校服切换成汉服，他试图

呼唤同学一起尝试，然而小伙伴们早

已散作满天星——有的围在文具展

台前研究指纹锁文具盒，有的蹲在玩

具展台前摆弄名人主题积木，“真好

玩，鲁迅也变成积木人了”。他们乍

看像是来春游的学生，可每个人都手

握笔记本，沙沙地记录着自己的见

闻。“很多大人以为我们是来逛展的，

其实我们是来上课的。”学生喻思甜

奔走在各个展位间，一会儿向负责人

请教商品的设计原理，一会儿观察展

位的陈列设计，“老师说整个博览会

都是我们的课堂”。

破墙：把课堂搬到文化场馆
东洲小学位于义乌城东，周边文

化场馆林立，有档案馆、美术馆、图书

馆、国际博览中心等。但学校在调查

中发现，仅有11.6%的学生会经常去

这些文化场馆，而有65.1%的学生表

示“从未走入文化场馆”。虽然坐拥

丰富的场馆资源，但是学生与其近距

离接触的意愿明显不足，如何有效引

导学生主动走进这些场馆开展实践

学习，成为学校的课题。

2020年，东洲小学开启场馆课

程的探索与实践，致力于将文化场馆

打造成第二课堂。学校将国际博览

中心作为试点，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家

长牵线搭桥，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商

品陈列、定价策略和销售技巧。学

生们惊喜地发现，展位的设计往往

呼应着产品特性，洽谈区的舒适度

和展示区的互动性都藏着学问。有

了这次场馆学习的经验，在后来的校

园展销会上，学生们现学现卖，支起

摊位、制作价签、绘制海报……“这不

就是项目化学习的过程吗？学生们

把在场馆里学到的知识结合数学、美

术、语文等学科知识灵活运用了起

来。”教导主任吴灿灿表示。

场馆学习的效果得到验证后，

学校大胆迈开探索的步子。联合档

案馆开发“小脚丫‘义’起去寻根”课

程，在美术馆打造“画里乌伤”课程，

依托电视台策划“小主播进阶之旅”

课程……一系列精品课程应运而

生，将学校周边文化场馆资源有机

融入教学。“把城市变成课本，是场

馆课程的精髓。”负责场馆课程设计

的龚晶晶表示。

共生：校社协同打造城市课本
学校以课程为载体，带领学生走

进文化场馆后，协同育人的“接力棒”

就交到了场馆运营方的手中。为了

让学生真正亲近场馆、爱上场馆，不

少场馆拿出了“十八般武艺”。

在定向音响和3D触摸屏的加持

下，“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7岁

孩童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

清澈见底的池塘边柳丝轻拂，塘上一

群鹅悠然游弋，面对此情此景，骆宾

王吟出了那首千古留名的《咏鹅》。

除了骆宾王，宗泽、朱丹溪、陈望道等

一系列义乌名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现

身”。“这也太神奇了！”在义乌市档案

馆“传奇义乌”展厅，五年级学生张静

宁被生动有趣的人物介绍深深吸引，

流连忘返。

为了吸引学生驻足，义乌市档案

馆突破传统展览馆“实物+历史”的

模式，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档案馆办

公室主任王边边介绍，该馆综合运用

机器人解说、触摸屏、影音动漫等多

媒体技术，配合雕塑和实物陈列，旨

在打造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

除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参观环

境，义乌市档案馆还通过开展“培养

百名‘小雷锋’宣讲员”活动，鼓励学

生参与场馆运营，让他们进一步了解

场馆特点，亲近历史。

成长：在真实体验中发生
在持续的场馆学习实践中，学生

们不断探索、体验、成长。

说起最喜欢的文化场馆，三年级

学生商艺潇饶有兴味地分享起自己

在义乌城市规划展示馆的见闻。走进

这座展馆，他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义

乌绵长的经商历史长河中。1∶1000

比例的微缩城市模型直观地展现了

义乌的城市面貌，逼真的“鸡毛换糖”

雕塑再现了老一辈义乌人的创业精

神。而最让商艺潇赞叹不已的，是用

蜡像还原的朝阳门街道场景：卖布匹

的、卖米的、卖火腿的……各色商贩

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商贸往来如在

眼前，蜡像群中仿佛飘出亲切的吆喝

声。“通过这些场景，我们能清晰地看

到义乌发展的历史，真亲切。”商艺潇

感慨道。

六年级学生刘广煜则对义乌国

际商贸城念念不忘。在走访商铺、完

成调研问卷的过程中，商贸城宽敞的

空间、丰富的货品和繁忙的交易场景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好多

外国人来进货呢，义乌真是一个开放

包容的城市！”刘广煜由衷地赞叹道。

从城市规划展示馆的昨日义乌

到国际商贸城的今日义乌，从手摇拨

浪鼓的敲糖帮到万商云集的国际小

商品之都，义乌发展的脚步轻捷但踏

实。参观结束后，学生陈子淇在手抄

报里展示了自己眼中的义乌发展足

迹：在她小时候，家里人买东西要跑

很远，后来家附近的商店越开越多，

还建起了商场，现在下楼就能买到东

西。“以往没有留意过义乌发展的足

迹，原来义乌在和我们一起成长！”

在场馆课程开展过程中，家长吕

丹借着“亲子联学”的机会，亲眼见证

了女儿的收获与成长。她陪女儿走进

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引导内向的

女儿运用所学知识与商户展开交流，

完成课堂任务。看到女儿从胆怯退缩

到鼓起勇气向商户了解销售模式、讨

论顾客喜好，表达越来越自然顺畅，吕

丹感慨良多：“看到孩子终于迈出了

这一步，我为她感到激动和骄傲。我

们家长也跟着长见识了，了解了小商

品博览会的运作模式，收获满满。”

在吴灿灿看来，每个场馆都蕴藏

着独特的育人价值，“这种沉浸式的

现场体验，往往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教

学效果”。正因如此，对场馆课程的

未来发展，师生都满怀憧憬。学生张

佳睿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课程设计，

让“学什么、怎么学”都由自己做主。

校长丁志平则表示，将继续深挖周边

场馆资源，同时丰富课程学习方式，

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便捷的场馆资源。

场馆变课堂 城市即课本
义乌市东洲小学创新开展场馆学习实践

□本报通讯员 冯国丽 楼 丹

阳春三月，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小

学的花木坊里闪动着雀跃的身影——

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拨开育苗箱

里的土壤，挖出浅坑，撒下向日葵种子。

萧山区新街街道被誉为“中国花

木之乡”，浙江（中国）花木城就坐落于

此。2017年，新街小学依托地域花木

资源，建成花木坊。约200平方米的

空间，集学习、展示、实践功能于一

体。而后，学校以花木坊为平台，开始

建构花木生态课程体系，通过丰富的

课程和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劳动技

能、综合素养和生态文明意识。

根据不同年段学生的能力，花木生

态课程设立了分层递进的学习内容。

以深受学生喜爱的绒花课程为例，低年

级学生需要将彩色的绒条剪成合适的

形状，再一点点缠绕成可爱的绒花；高

年级学生则在此基础上发挥创意，将绒

花制作成各种精美的饰品。香膏制作

课程主要在三、四年级开设，教师会带

领学生了解各种植物香料的特性，再将

它们研磨、混合，制成散发着独特香气

的香膏。面向五、六年级学生的精油课

程则更具挑战性，在教师的带领下，学

生们将学习蒸馏、萃取等复杂的工艺，

提取植物中的精华——精油。

除了系统的课程，学校还依托花

木坊开设了劳动社团。每周三是社

团活动时间，花木坊里满是学生们忙

碌而又兴奋的身影。在生态瓶制作

区，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挑选着合适

的绿色植物，将它们放入透明的生态

瓶中，还不时交流着如何搭配才能让

生态瓶更加美观且生态平衡；在营养

土培植区，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

好奇地观察着各种土壤成分，将不同

的肥料和土壤混合，探索土壤对种植

的影响；在手工制作区，学生们发挥

创意，用花瓣、树叶等制作出精美的

手工艺品……

这些趣味十足的课程和社团活

动，让学生在劳动活动中自主调查、实

践探究，不仅提升了动手能力，学会了

主动、自主地学习，还培养了创新思

维。在去年举办的杭州市劳动集市活

动上，新街小学应邀参展，学生们展示

了绒花、香膏和精油作品。“孩子们的

手真巧！作品精美，很有创造力。”游

客的驻足欣赏与称赞，令学生们感到

非常自豪。

校长俞雅萍表示，接下来学校将

拓展完善花木坊的功能，划分出种植

区、观察区等更多功能区；还将积极引

入社会资源，与本地花木企业、农业园

区合作开展校外实践活动，与社区合

作开展主题活动，通过拓展实践形式，

推动劳动教育纵深发展。

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小学：花木坊里的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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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文海第二实验学校：
美味自选，乐享“食”光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水晶）3月11日中午，杭州市文海

第二实验学校的食堂里饭菜飘香，鹌鹑蛋红烧肉、腊鸡炖

萝卜、青豆玉米虾仁、香酥鱼排……学生们井然有序地排

着队，挑选着自己爱吃的菜品。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午餐的

口味、营养搭配及菜品的多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

满足这一需求，从本学期开始，学校在三年级以上试行自

助午餐模式。食堂每天都推出包括2种“大荤”、3种“半

荤”、2种蔬菜、1种水果在内的8种菜品，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口味和营养需求自行选择。“午餐升级为自助餐，太惊

喜啦。”在五年级学生李诗钰看来，自助餐形式能让自己按

食量合理取餐，“光盘轻轻松松就能做到”。

同时，学校还致力于让午餐成为一种文化，融入德育、

智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学

校通过规范排队、取餐等行为，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和文

明礼仪；通过专门的课程讲解食材的营养价值和健康饮食

知识，培养学生的健康饮食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通过劳

动课让学生参与美食的制作和清洁工作，培养他们的劳动

习惯和团队协作能力。

据悉，学校计划将自助餐模式向下普及，让低年级学

生也能享受到这一福利。同时，还将引入智能化的餐饮管

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饮食偏好和营养需求，为

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菜品。

嘉兴市实验小学开启
“红船启明星”系列思政课程

本报讯（通讯员 顾蕴程 陈伟凤）今年是红船精神

提出20周年。为深化学生对红船精神的理解与认知，近

日，嘉兴市实验小学开启了“红船启明星”系列思政课程。

第一讲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学生们实地参观，深

入了解中共一大的历史故事。从珍贵的文物到生动的历

史照片，从翔实的文字介绍到逼真的场景复原，馆内的每

一处都让学生仿佛穿越时空，亲身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

的革命岁月。而后，学生们开始了采访活动。他们随机

找寻馆内的游客，就各自对红船精神的理解进行交流。

在与游客的互动中，学生们感受到了红船精神不仅属于

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他们

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让红

船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学生们还以笔

传情，为南湖红船绘制了精美的卡片，将红船精神定格在

纸上、铭记在心中。

据悉，“红船启明星”系列思政课程不同于传统的侧重

理论讲授与口头传达的思政课，而是通过实践探索促进理

论的内化与践行，使红船精神真正融入到学生的思想与行

动之中。学校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思政课程，更好地激发学

生内心深处对红船精神的共鸣，并将其转化为个人进步的

不竭动力，实现其信仰启蒙的育人目标。

青田县伯温中学：
“活”学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徐琪琪）思政课堂上，学生们认真

摘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金句”；走廊展板上，张贴着

学生制作的“两会关键词”思维导图；主题班会上，师生围

绕“青年如何为家乡发展献策”展开热烈讨论……近日，

青田县伯温中学掀起一股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的热潮。

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学校构建了

“理论+情境”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政治教师采用“‘数’

读报告”“提案故事会”等形式，将全国两会中提及的关于

教育公平、乡村振兴等内容转化为生动案例。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题思政活动中，7位丽水市人

大代表结合代表故事、代表联络站故事、立法故事，向伯温

学子展开了一幅幅新时代人大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温暖画卷，生动展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落地生

根的实践历程。在伯温宣讲团的两会精神宣讲活动中，曾

列席市两会开幕会的高二学生叶星兰分享道：“作为青少

年，我们要主动发展自我、提升自我，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贡

献力量。”

校党委书记、总校长章荣表示，得益于十二年一贯制

的办学优势，伯温中学将充分发挥跨学段一体化协同育人

优势，全力推进“真理的味道”思政教育一体化品牌建设，

让“青年学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扣好”。

3月11日，东阳市横店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给校
园里的植物办理“身份证”。学生们认真查阅资料，观
察、测量植物，还给植物画了“肖像画”。最终，这些观
察成果被浓缩成一张张涵盖植物名称、科属特征、养护
方式的卡片。该活动旨在让学生真正走近植物、了解
植物，在学生的心田播下绿色的“种子”。

（本报通讯员 黄程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