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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不要紧，诚实承认依然是
好学生。如若不然，即是他这个舍
监的失职，是他没有教育好学生，他
愿绝食赔罪。”百年前，在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夏丏尊为了找
出偷盗的学生，决心用绝食的办法
使其迷途知返；百年后，这一幕在上
虞区夏丏尊小学的课堂上被重新演
绎⋯⋯

可能夏丏尊自己也未曾想到，
当年那份“爱之深，责之切”的教育
情感，在跨越百年时光之后，犹如投
石入湖，在浙江一所农村小学的教
室里荡开了涟漪。

“同学们，夏爷爷是一位‘爱的
教育’的践行者，你们有什么想对他
说的吗？”课堂上，语文教师郑亚利
的提问开启了一场小学生与教育大
拿之间的“时空对话”。只见学生们
纷纷提笔，在纸上留下一番心里话：

“夏爷爷，我决定向您学习，做一个
正直、善良的人。”“夏爷爷，我在以
您命名的学校学习，每天都能看见
您的故事，您是我们所有人的榜
样。”“夏爷爷，您爱生如子，我们的
老师也和您一样爱着我们⋯⋯”一
时之间，爱的模样在学生的笔尖流
淌，他们对于爱的理解和认识越发
清晰具象。

《绝食捉贼》是学校校本课程
“亲近夏丏尊”中的一则选文。如何
让理性的文字变成有温度的教诲，
把发生在遥远的“天边事”变成触手
可及的身边事，是这节课的设计者
郑亚利最在意的。于是，在课堂上，
郑亚利决定让学生从演一演课本
剧，到讲一讲感受，再到想一想身边
事，在情感迁移中完成一次精神滋
养，“在感受夏丏尊‘爱的教育’的同
时，学生需要将这份情感迁移到对家
人、对同学、对老师的爱中去，并且能
够勇敢地去表达，去奉献这份爱”。

在校本教材《亲近夏丏尊》中，
类似的小故事并不少见。这套由学
校自主开发编写的校本课程分为
上、中、下三部分，并根据各个年级
段的学情特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编排成册。郑亚利是教材的编者之
一。在她看来，《亲近夏丏尊》是学
生认识夏丏尊的一个窗口，想要让
学生从心底理解教育思想、产生情
感共鸣，则需要教师在课堂设计上
多一些“新鲜的元素”“生动的故事”
和“拓展的活动”。

事实上，对于夏丏尊小学的师
生来说，夏丏尊先生更像是一位从
未谋面却相交已久的故友。他的生
平事迹、作品文集、教育思想不仅出
现在书本上、校园里的文化长廊里，
更是印在了学校每个师生的心间。

漫步在校园里，关于夏丏尊“爱
的教育”的元素随处可见。在学校
的金爱心广场上，一尊夏丏尊先生
的铜像“端坐”其中，目睹着校园里
的生机勃勃；金爱心园里记录着教

师和学生的“爱的事迹”，而这些动
人的故事也在学生的口口相传中留
下了明亮的底色。

学校负责人介绍，夏丏尊是崧
厦人，当地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为
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
精神土壤，“夏丏尊先生的人格品质
和教育思想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和
教育意义，挖掘并且利用好这些人
文资源意义重大”。

在夏丏尊的笔下，爱和教育如
同“池塘与水”，“教育之没有情感，
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
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这与学校提倡的用“活教
育”点亮“爱”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

在夏丏尊小学，几乎每个学生
都有自己的“责任田”。无论是监督

他人节约水电的“节能爱心岗”，还
是负责雨天接送低年级学生的“雨
中爱心岗”，又或是主动承担家务的

“家庭能手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岗位任务，做
到人人有岗位、个个有行动。而这
一切得以实现离不开学校坚持多年
的“夏丏尊爱心岗”活动。

“爱不应该是空洞无物的口号，
而是应该真切地关照学生一生的成
长。”在学校负责人看来，要将“爱的
教育”落到实处，不仅需要有一颗火
热的心，更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学生能在不同场景下找到适合自
己的岗位，并且扮演好岗位的角色，
收获的不仅是一项技能、一次共情，
更重要的是明白爱的含义，涵养付
出奉献的品质”。

浙江教育报记者 童抒雯 全媒体记者 楼丽君

弘扬教育家精神 点亮“爱的教育”
夏丏尊小学用独特课程滋润学生生命成长

展示自我
勇敢追梦

日前，王充小学举行首届“十佳小歌
手”“十佳小演奏家”和“十佳小书画家”
评比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也为其提
供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从初评到复评
再到现场评比，每位小选手怀揣热爱与
梦想，用自己的方式展示王充学子纯真
无邪、勇敢追梦的精神风貌。

记者 陈婷 通讯员 陈玛丽 摄

本报讯 （记者 戚罗燕 通讯员 桑
华） 近日，重华小学四（10）班学生化身

“小老师”，走进百官街道文化社区，以独
特的“教学方法”，手把手教社区老人学
习结绳编织。

学生们将自己劳动课上所学的结绳
技巧倾囊相授，老人们学得津津有味。
单项平结、双向平结、蛇结、金刚结、盘扣
结⋯⋯这些看似简单的结绳技艺，在学
生们灵巧的手指间翻飞，不仅展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更蕴含着对老人们的深
深祝福。在与老人们的亲密互动中，学
生们不仅感受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更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份手工艺术
的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传统文化焕
发新的生机。

小手拉大手
“解锁”新技能

本报讯 （记者 王淋玲 通讯
员 倪志芬） 日前，经建美省、市名
师工作室联合开展学习考察暨学科
教研活动，贯彻落实新课标要求，优
化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上午，工作室成员来到全国首
家县级教育博物馆——宁波市慈溪
教育博物馆，从大量的文物陈列和
图片展示中感受时代的变迁和教育
的进步。慈溪市退教协会会长徐焕
强作专题报告，用五个匠心浇筑的

故事讲述了自己几十年深耕教坛勇
于担当，行知路上步履不停的从教
生涯。这些故事犹如一粒粒火种，
激励着工作室成员们在教育路上向
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做指引学生
成长的“掌灯人”。

下午，工作室成员赴我区鹤小
集团天香校区开展道德与法治学科
教研活动，听取实小教育集团实验
小学教师潘少珍的公开课《我心中
的“110”》。磨课环节，工作室成员

从内容主题深度挖掘、聚焦核心素
养、教学内容知识的准确性、情景素
材与教学任务之间的过渡及课堂细
节等方面展开研讨，力求集中教育
智慧，共同打造兼具深度与趣味，还
能有效提升学生道德认知与法治素
养的优质课堂。

在主题讨论过程中，工作室导
师经建美面对成员们的提问请教，
逐一细致解答，给出具体的解决方
案，提供教学建议。“面对新课改、新

课标、新教材，我们的教学需要转
型，一定要研读课标，用好教材，注
重关键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培育，在
守正创新中把握时代脉搏，推进全
面育人的课堂教学变革。”经建美表
示，希望学员们在课堂教学中改进，
在课程实践中探索，立足新时代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充分发挥课程育
人功能，不断提升自身教育教学能
力，努力向着更高的教育质量迈进。

经建美省、市名师工作室联合开展学科教研活动

做指引学生成长的“掌灯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毛锐 通
讯员 张洪超） 校际篮球赛，师生
篮球秀，近日，浙大教科博文小学
举行篮球嘉年华，以篮球为纽带，
充分展现师生的蓬勃朝气与精湛
球技。

以球会友，共筑情谊。在校际
篮球赛环节，博文小学女篮巾帼不
让须眉，与崧厦街道中心小学男篮
进行 PK。赛场上，博文小学女篮
队员身姿矫健、投篮精准，崧厦街
道中心小学男篮则配合默契、攻势
猛烈，你来我往间掌声雷动。双方
队员在激烈对抗中，相互学习，共
同进步，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技艺

的较量，更是两校学子间友谊的桥
梁。

情暖球场，逐梦飞扬。在师生
篮球秀环节，博文小学女篮与本校
教师上演篮球互动赛。教师们凭
借丰富的经验和默契的配合，与学
生们展开了一场既激烈又温馨的
较量。师生间的欢声笑语、鼓励与
支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篮球运
动的热爱和对校园生活的向往。

博文小学女篮队员们纷纷表
示，篮球嘉年华让大家体会到了团
队合作的力量、体育精神的魅力和
师生情谊的温暖，会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篮球运动中去。

浙大教科博文小学举行篮球嘉年华

篮下逐风 师生情长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毛锐） 大
胆的色彩、天马行空的想象，近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英语节活动在
实小教育集团上德校区举行。学生
们基于教材内容大胆创新，或拿起
画笔创作，或进行巧妙改编与续写，
将课本中的故事情节搬上了舞台。

本 次 活 动 以“More English
More Fun”为主题，分英语绘本创编和
故事表演两大部分。现场，学生们用
流利的英语生动地讲述着一个个故
事，通过形象的情景模拟，将角色刻画
得惟妙惟肖，让教材中的语言鲜活起
来，有效缩短了课本与学生认知之间的
距离，充分彰显上德学子的独特风采。

“校园英语节不仅为学生校园生
活增添了丰富色彩，还为其搭建了一
个积极创作、勇敢展现自我的优质平
台。”实小教育集团上德校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每一次绘画创作、每一次登台
表演，都是学生们成长路上珍贵的历
练与难忘的记录。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学生们自如地应用英语，感受英语
的魅力，体验学习英语的快乐。

近年来，实小教育集团上德校
区致力于让英语走近每一个学生，
助力其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不断探
索前行。接下去，学校将进一步丰
富活动载体，为学生的英语学习创
造更多可能。

实小教育集团上德校区开展校园英语节

“英”你闪耀“语”你绽放

本报讯 （记者 戚罗燕 通讯员 许
炜强） 校园好“丰”景，尽在“甘甜”里。
近日，下管镇中心小学举办“蔗”里带点
甜——甘蔗主题实践劳动活动，为学生
们留下难忘的甜蜜回忆。

学校设立“山里娃校园农场”劳动实
践基地，开设劳动课程。学生们积极参
与、共同见证甘蔗从幼苗到成熟的蜕变，
体验除草、施肥、浇灌等劳作环节。课堂
上，镰刀挥舞，随着“咔嚓”两声，甘蔗应
声倒下，学生们雀跃不已。师生们共同
清洗甘蔗，品尝这“甘美”的劳动硕果，甘
甜汁水沁人心脾，脸上洋溢着欢悦笑容。

“甘蔗象征学业步步高升，其甘甜寓
意努力之果最甜。”学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校将努力把“山里娃校园农场”打
造成集趣味、技能、文化和育人于一体的
综合性园地，让学生在劳动中体会光荣，
在丰收中感受喜悦。

下管镇中心小学举办
甘蔗主题实践劳动活动

校园好“丰”景
满载“甘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