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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视窗

本报讯（通讯员 钱 媛）日前，金华市

站前小学面向一年级学生家长，召开了一

次“好爸爸家长会”，主题是“一个好爸爸等

于200个老师”，呼唤爸爸回归到其应承担

的教育角色中来。

校长施益新说，现在家庭教育中存在

“三少”，分别是“爸爸陪得少”“爸爸管得

少”“爸爸教得少”，这让学校有了请爸爸来

开家长会的想法。他认为，当一个好爸爸，

首先要腾出时间，有质量地陪伴孩子，这是

最重要的。”他希望越来越多的爸爸投身到

家庭教育中。

家长会当天，共有220名爸爸来到现

场。施益新向他们提了3个问题：“孩子

在哪个时期，爸爸的影响最大？”“请说出

孩子的几个同学的名字？”“你家有多少藏

书？”其中第2个问题，难倒了不少爸爸。

甚至有位爸爸苦思冥想许久，愣是一个名

字也说不上来。学生蔡尚珈爸爸默默地

数了女儿同学的名字，只能叫出三四个。

他认为自己不仅陪伴孩子的时间比较少，

对孩子的关心也不够细致。和他一样，现

场的父亲们因为这次家长会，刷新了对好

爸爸的认识。

□杨伟民

新学期，高二学生开始了“选科—分

班—准备学考”的又一次选择历程。这时

学生们会知道：不要相信什么“赢在起跑

线上”，从哪条起跑线上起跑，本是由自己

决定的。

但是，一周过后陆陆续续有学生来

学校教务处“换科”（更换已选的高考科

目）。问他们为什么，有人支支吾吾地

说：“选了这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优

势……读不出、听不懂……可能……还

是另一门好一点……”

从初中到高中，学生会变得更成熟，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什么是成熟？我

以为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定义学生的成

熟：一是自己做决定，二是对行为负责。

“自己做决定”不难，就是在选科意向表的

空格里用黑色的钢笔或水笔打几个勾罢

了。而“对行为负责”却是“选科后”最不

容易做到的。

所以，“选科后”这不仅是一个学生学

习内容的再确定，更应成为学校育人的一

个关键节点。

新高考已经到来，学校课程由原来的

单一必修课发展到选修与必修结合，考试

科目从文理两大类发展到今天的35种选

考科目组合，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平等、

充满希望的教育方向！从非文即理的“两大餐”中走出

来，各方都曾经担心学生不会选，于是许多学校开出生

涯规划课，带着学生到社会中“走两步”“看几眼”，更重

要的是“尝一尝”。

而当学生“尝”好了，能“选”了之后，大家都以为

“修行在个人了”，其实恰恰在此时，“师傅”还是需要再

讲几句的。教育者还应该提醒的是：这不仅仅是学生

自己的选择，还是学生自己的责任，他们应当对自己负

责。选择没有对错，更重要的是选择后的坚持，不放

弃、不抛弃、走下去，这条路就是对的。

尽管有的人把“选科”当成了“逃避”的另一种提

法，但“读不出”“听不懂”这样一些挂在嘴边的理由其

实是不可靠的。因为没有一门高考学科会是简单的，

没有坚持过，哪有资格说自己“读不出”；没有拼搏过，

哪有理由说自己“听不懂”。

韩非子云：“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我们的

学校教育要让学生知道“选科”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转

身，但更应明确“选科后”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勇敢面

对和攻坚向前”。

明白了这一点，相信就算是再平凡的选择，他们也

能走出不一样的精彩。

“选科后”，教育正当时！

□本报记者 叶青云

经过了一个暑假，很多中小学

生重新返回校园时，看到的是焕然

一新的面貌。在这两个月里，教学

楼、走廊、操场……几乎学校的每

一个地方都被精心地休整过了。

就连以前比较容易忽视的图书馆，

也在近年来“书香校园”的推动下

受到学校越来越多的重视，被打造

得各具特色。图书馆已不再是教

学楼角落里一个单纯藏书的房间，

而成为承载独特教育理念的童心

乐园。

主题式空间：有书的地方是最美
在一个郁郁葱葱生机无限的

森林王国，戴着眼镜揣着怀表的白

兔先生即将赶赴一场神秘的宴会，

美丽的女孩爱丽丝静坐在花朵编

织的秋千架上，正沉浸在阅读的世

界里……传说，杭州市建新小学有

座“国内最美的儿童图书馆”，细探

之下，果然。光是图书馆外墙上的

这幅取材于童话《爱丽丝漫游仙

境》的人工3D立体墙绘，就足够吸

引眼球。这座图书馆的名字叫“爱

丽丝绘本馆”。

“立体墙绘视觉上的冲击力，

能吸引着孩子们走进美妙的书籍

仙境。”校长闫学介绍，用“爱丽丝”

来命名绘本馆，包含着教师们的一

种期待，期待每一个孩子都能漫游

在如梦似幻的绘本世界里，为七彩

童年增色，为阅读人生奠基。在闫

学看来，学校最美的地方，应该是

有书的地方；学校，应成为一个书

籍的王国。“爱丽丝绘本馆，就是这

样一个美丽而有书的地方。为了

能让其成为一个天堂，无论是整体

设计还是细节打磨，绘本馆都融进

了师生们浪漫的追求、有趣的创

意、智慧的结晶。”

与建新小学图书馆取自童话

创意不同，湖州市织里镇漾西小学

图书馆的命名，则来自于地方文

化。这座图书馆叫“漾西书舟”，室

内一个个放满了书本的“水珠泡

泡”从顶部一直撒到地面，帆船形

书架站立在蓝蓝的水波形座凳上，

学生的阅览桌也被设计成了水波

状与圆珠状样式。校长沈旭林说，

该校所在的湖州织里镇在明朝曾

因印刷而名噪一时，由此也孕育产

生了用来专门卖书的织里书船。

学校为了传承地域文化，特意把图

书馆打造成书船的样子，同时也便

于将学校的水珠文化特色教育融

入其中。

沙龙式空间：图书馆里有一所学校
校园图书馆作为教育资源的

必要补充和贮备基地，不仅仅是日

常学习的场所，更是一个熏陶心

智、与人交流的场所。而现实当

中，一些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的图

书馆受到冷遇，除了学校自身不够

重视外，学生受电子产品影响减少

了纸质书籍的阅读量，也是影响因

素。“图书馆不能是摆设”，受访的

校长们都表达了这种共同的心

声。因此把图书馆变美，不仅只是

视觉享受，也是吸引学生阅读的优

化思路。

温州翔宇中学的图书馆叫

“瓯江书院”。书院占地约600平

方米，室内都用陈木打造，整个空

间显得沉稳、古朴、雅致。图书馆

包含数个多功能区：沙龙区可供

各类讲座、读书会之用，课程区供

上课之用，教研区为教师们提供

学习、研究的空间，文创区展示、

交流全校师生的文创作品，社群

区主要为学生社群活动提供空

间。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

说，书院的定位，是出于对新的学

习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不是

学校里有一座图书馆，而是图书

馆里有一所学校”。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新时代的

校园图书馆，可不是只有冷冰冰的

书架了。原木桌椅、形态各异的绿

植、咖啡、茶点……每一件小东西

都透露出设计者暖暖的心意。图

书馆给人的印象，从以前刻板的

“阅览室”变成了现在温馨的“书

吧”。比如诸暨市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庆同小学和长兴县第四小学，都

不约而同地在书架下贴心地摆上

了几个蒲团，让孩子们可以在阅读

时随意地席地而坐。庆同小学校

长章腊梅说，是时下一些精致的书

店内饰给了她改造图书馆的灵

感。“以前的阅览室像是一座‘冷宫’，

地方陈旧、书籍也少，现在我们的

硬件提上去了，书品也多了，希望

我们能够打造一个属于庆同的‘诚

品书店’——有品质的阅览、有文

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孩子

只为书而来。”

新昌县儒岙中学的学生们，对

正在建设中的新版学校图书馆无

比期待。图书馆将学生阅读区、教

师阅读区、教师健身区、餐厅等整

合在一起，室内的吊灯与筒灯和大

量同色系的饰面材料，共同创造出

素雅的气质氛围。校长俞宁军坚

信，建成之后的新图书馆必将会吸

引更多的师生来这里交流、学习，

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高大上的阅

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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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这样的图书馆孩子最喜欢

第 视点

江山两初中生
获国家发明专利

本报讯（通讯员 姜洪富）近日，由江山市城南中学学生

廖懿和江山外国语学校学生李瑞滢，一起发明的“防脱把套柄

机”，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发现，市面上销售的扫帚、拖把的把

杆大部分是不锈钢金属材质的，这些拖把杆子的顶部都套有

塑料或橡胶把手。使用时，把手容易脱落，变成伤人利器。这

让她们产生了做一个防护方案的想法。

她们参考中性笔笔帽的设计，为拖把杆子设计了凹凸槽

卡扣结构。这样把套放进空心管后，不会再脱落了。它可以

用在不锈钢扫帚、拖把上，也可以用在不锈钢晾衣架上，能为

这些容易伤人的管材起到安全防护作用。

站前小学家长会呼唤“爸爸归来”

走进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③

有梦为马，各领风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回头看

13个比赛日，共

产生333枚金牌、987

枚奖牌，有30人49次

破35项赛会纪录，34

个代表团获优秀组织

奖和体育道德风尚

奖，40所高校获得“校

长杯”荣誉称号……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

学生运动会圆满落

幕，留下的是赛场内

外数不尽的拼搏身影

和青春传奇。

奔竞不息
惊喜每一天都在上演
夺冠：以破赛会纪录之姿

随着选手们相继触壁，中学组

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的最终成

绩定格在大屏幕上，令人惊叹的

是，前三名选手均以打破赛会纪录

的成绩赢得奖牌。把赛会纪录甩

在身后，这样的精彩几乎每天都在

上演。

刚结束全运会的征程，“百米

飞人”谢震业马不停蹄地赶回浙

江，在家门口为父老乡亲奉上了两

场精彩的“飞人大战”。在他的优

势项目男子100米和200米决赛

中，谢震业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

绩夺冠。

同样从全运会赛场转战本届

学运会的，还有孙杨、傅园慧、汪顺

等浙江籍游泳名将。其中，代表苏

州大学出战的孙杨在男子200米

自由泳和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均

以较大优势获得冠军，并打破了赛

会纪录。由于名将、新秀齐发力，

游泳项目成为本届学运会上破赛

会纪录最多的运动大项，共有17

人4队32次破22项赛会纪录。

成长：以未来无限量之势

在本届学运会上，除了孙杨、

傅园慧、谢震业等一众体坛名将表

现抢眼外，许多体坛明日之星也开

始崭露头角，强势霸屏冠军榜单。

例如，今年刚高中毕业的上海“小

飞鱼”李彭卓尔共收获了4金1银，

且4次打破赛会纪录，成为中学组

游泳比赛中世人瞩目的新星。据

悉，结束本届学运会的征程后，李

彭卓尔就将进入北京大学，开始他

的大学生活。

2000年出生的张大宇尽管年

龄不大，却已然在他擅长的男子

1500 米项目上多次拿下全国冠

军。此番代表浙江出战，张大宇又

以4分01秒32的成绩问鼎，在杭

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刮起一阵旋

风。“接下来他还要去土库曼斯坦

参加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接受

更多大赛的历练。”教练黄冈说，他

对张大宇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赢得本届学运会首金的14岁

小将程无铭、北京队游泳双料冠军

张旖诺、为浙江夺得田径首金的女

子标枪选手戴倩倩、年仅19岁的

新晋“跨栏王”冯志强……一大批

年轻运动员在本届学运会上脱颖

而出，赛出了风格与水平，让我们

对中国体育的未来多了份期许。

拼搏：以青春不留憾之名

上一秒还在场上剑气如虹、虎

虎生风，一下场脚踝处的疼痛就刺

得年轻的太极剑运动员庞雅元皱

了皱眉头。随行的上海队队医王

聪连忙脱下她的鞋袜，只见她脚上

缠着厚厚的绷带，原来，庞雅元在

赛前训练中不慎扭伤了脚踝。“但

她忍着疼痛漂亮地完成了整套动

作，没有失误，很不容易。”王聪说，

带伤上阵还能获得第四名，庞雅元

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对于组队仅两个月、全员

“纯业余”的浙江首支大学生女子

足球队来说，要想在学运会上拼出

浙江队的精气神，就只能“以勤补

拙”。姑娘们利用双休日、节假日

等课余时间集中训练，比赛前夕还

与中学男子足球队进行了多场热

身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支大学

生女足队首战即以 4∶2 战胜对

手。“青春就是要拼尽全力，不留遗

憾。”姑娘们说。

青春盛会
感动每一刻都在发生
小演员：让世界看到浙江美

秉持节俭办学运会的理念，本

届学运会开、闭幕式没有邀请明

星，全是由学生演员本色出演，令

观众眼前一亮。经受过G20杭州

峰会文艺晚会的洗礼，无论是总导

演崔巍、赵丹丹，还是学生演员们，

都显得更加从容。开幕式7个节

目将杭州、体育、青春、校园等元素

彰显得淋漓尽致，闭幕式6个节目

则带领大家回味了过去13天的赛

场盛况。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被誉

为开幕式难度之最的杂技表演《碧

波展翅》。12名吊着威亚的小演

员们在空中翻转身体，演绎仰泳、

自由泳、蛙泳等姿态，仿佛徜徉在

碧波荡漾的“泳池”中。仿佛是回

应一般，在闭幕式文艺节目《华彩

绽放》中，不少运动员化身为小演

员，用啦啦操、艺术体操、太极拳、

武术等极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编

排出美轮美奂的表演。这个暑期，

为了呈现最精彩的节目，小演员们

反复排练，就是为了能让世界看到

浙江的美。

小爱特：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为各项赛事提供检录、广播、

摄影摄像等专业性服务，为运动员

提供接站、报到、

指引、备赛等“管

家式”服务，向外

省运动员、教练

员介绍杭州乃至

浙江的美景美

食，为赛会期间

过生日的运动员

庆生……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

热情洋溢的志愿

者“小爱特”。小

爱特们无微不至的服务赢得了与

会人员的高度赞扬。为此，本届学

运会闭幕式还专门设置了《寻找身

边的最美》感恩环节，让这群默默

奉献的幕后英雄走到台前，接受鲜

花与掌声。

“一场3分钟的颁奖仪式需要

提前3个小时做准备”，来自杭州

师范大学的礼仪志愿者张馨说，

“等所有工作结束，往往已经是晚

上9点半了。”化妆、接待、引导嘉

宾、向运动员讲解颁奖流程，这些

平凡的工作构成了志愿者们不平

凡的每一天。许多像张馨一样的

小爱特们活跃在赛场内外，俨然是

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其实，小爱特们不仅服务细致

周到，而且大都多才多艺。艺术专

业的小爱特们下笔如有神，用画笔

创作“志愿者表情包”，用素描记录

比赛场景；电子信息专业的小爱特

们研发出电子餐券和电子门票，特

殊的“电子餐券手环”让外省的运

动员、教练员们真正体验了杭州这

座“无现金”城市的创新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