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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组爱心团队
为果农寻销路

本报讯（通讯员 吴 彦 闻晓明）“同学们，太谢

谢你们了，你们的给力帮扶让我又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近日，宁波市北仑区下邵村果农林国祥拉着北仑

区岷山学校903班学生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原来，

今年暑假该校九年级学生和家长冒着酷暑，为这位果

农卖出了近300箱2300多斤葡萄，帮他解了燃眉之急。

林国祥家今年种有5亩葡萄，产量约5000公

斤。5月，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后，又被藏獒咬伤，无

力采摘和销售葡萄，生活陷入困境。8月初，岷山学

校教师张凌蓉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这条信息，并将

其转发到班级群。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有人购买，

帮一帮这位果农。没想到，有家长提出，不妨发挥团

队力量，组织一次爱心采摘义卖活动。经过自愿报

名，该班有23名学生加入。爱心还蔓延到了家长群

体。他们组建了“爱的传递——采摘义卖葡萄群”。

最后，大家将义卖所得1.7万余元全部交给了林国祥。

□全晓兰

暑期，杭州市澎致小

学组织教师备起了“第零

周”课程，课程旨在让学生

们熟悉校园，顺利适应小学

生活。洗手、吃饭、整理书

包、如厕等生活琐事指导也

进入课程内容，教师对指

导细节逐一分步骤反复斟

酌，形成了详细的文本。

以《如厕指导》为例，分

为“小便池的使用、大便池

的使用及其他注意事项”。

这些文字看起来比较繁复，

会不会变成新生的负担？

教师们表示，这只是给教师

和家长指导孩子用的。在

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则会根

据一年级儿童的特点，结合

教育内容，有些由教师带领

学生亲身示范、操作演练，

有些会指导学生改编成他

们喜闻乐见的漫画、儿歌、

拍手歌、手绘图、卡通图、视

频等形式，方便学生轻松记

住。为了形成家校一致的

长效机制，操作要领也会发

放给家长，便于个别化指

导，也有助于家校形成合

力，统一反馈评价，促使孩

子长期遵照执行，养成习惯。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

南》指出，小学低段的德育

目标是“养成基本的文明行

为习惯”。入学初始阶段是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关键

时期，对加强学生良好习惯

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关注细节，慎始慎初。

小学入学初始，学校关注学

生们每天的生活细节真正

体现了“学校无小事，处处

是教育”。刚入学的新生年龄小，行为习惯

正处在形成之中，可塑性大，可变性强，此

时的教育引导对习惯养成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中国的先哲也有“慎始”的教导，一

种习惯的养成，莫不由“渐”而来。坏习惯

的转变是挺难的，关注细节养成，慎始，才

可致远。

规范细节，习惯自成。孔子云：“少成

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教师按照规范细细

指导，学生们就会严格养成规范行为。细

节培养，不能仅用严格的制度或注意事

项，要用具体的步骤和规范的操作细节，

这样，学生易学易会，长期积累下来，每一

个小习惯养成了，文明程度会大大提高，

规范的言行举止更将成为学生受用一生

的发展基础和资本。

以己之力，正己之身。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不仅要明理于先，还要通过适合的讲

解和示范来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基于儿

童的认知特点，让儿童自主选取适合、有节

奏、有意韵、具有习惯教育意义的童谣、童

诗或者形象直观的图画、视频等，也能让儿

童愉快地参与教育，并在这个过程中看见

自己、听见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习

惯。”守望细节，让学生的日常行为有据可

依，才能将学生的各种习惯引导落细落小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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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静远
通讯员 龚琴娟

再过几天就开学了，前不久获得省第

二届“最美浙江人·最美助残人”、义乌特殊

教育学校——星光实验学校的教师陈韩

俊正忙着安排下学期的送教上门工作：和

同事们走进特殊学生家庭，一起为特殊学

生评估测试，确定送教上门对象。

这样的工作，陈韩俊已经坚持了25

年。1993年陈韩俊毕业于省首届特殊

教育师资班，成为义乌市首位特教专业

毕业的教师。从那时开始，他每天面对

的是一群身体、智力存在缺陷的特殊学

生，但他用心呵护，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

关怀，用自己的努力，让一个个本已陷入

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

2011年起，陈韩俊负责义乌市特殊

教育指导中心的各类业务，开始探索重

度残疾少年儿童的康复送教上门工作。

在义乌，每年都有不少义务教育适龄儿

童由于身体等原因散落在全市各地无法

接受学校教育，仅福利院集中寄养的就

有24名，他们的状况一直牵动着特教人

的心。为此，陈韩俊花了不少工夫。

他根据重度残疾学生的需求，确定

了“2+3”送教上门模式。（2是指特教和

普教教师，3是指医疗康复师、爱心人士

和同区域同龄的助学伙伴）。这样的组

合为重度残疾学生送去了康复、课程和

温暖。现在，他们定期为该市无法上学

的重度残疾适龄孩子免费送教上门。他

们规定，每周送教1次，每次不少于2课

时，每学年不少于100课时。如今，该市

重度残疾少年儿童的康复送教上门工作

已初步形成义乌模式，义乌的特殊学生

入学率也达到了98.5%。

陈韩俊对特殊教育有着特殊的感

情，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帮助特殊学生，

他加入义工组织，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宣讲特殊教育的意义；通过论坛等方式

宣传特殊教育成果，增加社会对特殊教

育的了解。这些年来，陈韩俊先后走访

了全市300多个特殊学生家庭和社会福

利院的孤残儿童，组织教育、民政、卫生、

残联等部门的专业人员一起为特殊学生

服务。

送教上门的最大困难是专业康复师

资源的不足。为此，陈韩俊不仅请当地卫

计委、妇幼保健院帮助解决，还联合社会

上的康复机构、招募社会志愿者。陈韩

俊回忆，其中一次他们发现有一名5岁患

有脑瘫的孤儿，有一只脚仅如两岁孩子

般大小。了解到这一情况，陈韩俊带着

星光实验学校教师杨强新以及志愿者，

第一时间来到孩子寄养的家庭，一起为

孩子提供专业的康复帮助。在他们的多

年共同努力下，现在这名孩子的状况有

了明显改善，还进了当地的卫星班就读。

当地另一位重度残疾脑瘫学生13

岁的小青（化名）从小行动不便，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只能待在家。尽管离家不

到一公里就是苏溪镇第四小学，但她从

未进过学校。不过，小青的智力基本正

常，且喜欢电脑。陈韩俊就组织义乌市

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教师和志愿者定期前

往小青家里，免费为她讲授电脑等文化

课并帮助她进行康复训练。

在为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的过程

中，陈韩俊发现他们的专用座椅破旧且

不符合康复要求，就和专业教师反复研

究，设计了一套新的康复方便座椅。义

乌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还出资近万元制

作了一批座椅，免费送给福利院和社会

家庭的45名特殊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陈韩俊还在经济和就

业方面给予特殊学生很多帮助。多年来，

他通过各种渠道累计募集善款20万余

元，解决了部分特殊学生的经济困难。

陈韩俊也竭尽所能帮助特殊学生联系福

利企业，为他们争取上岗就业的机会。现

在很多毕业生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已

在当地服装厂、红木家具厂等就业，有的

还成了企业技术骨干。

为了特殊学生的明天

□本报记者 金 澜

这个暑假，杭州某校五年级学生

媛媛过得很“充实”。从期末考试结束

一直到8月29日，2个夏令营、11个培

训班，每一天从上午到晚上都被安排

得满满当当。媛媛妈妈说：“孩子马上

要小升初了，补习是刚需，要用好用足

小学最后一个暑假。”

媛媛的情况并非个例。前不久，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

（2017）——基础教育》显示，我国中

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

率为48.3%（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

展类培训）；学期中，中小学生校外培

训的平均时长为每周5.9小时，暑假

期间学生花在校外培训上的总时间

则平均长达每周15.0小时。

“努力一暑假，开学就能当学

霸。”出于种种原因，当下很多学生暑

假被培训、补习挤占，走样成了“第三

学期”。

前不久，教育部果断出手，发布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明确提出课外培训内容不得超

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必

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

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区）中小学同

期进度。

校内减负、校外规范，让“第三学

期”成为历史，还中小学生一个真正的

暑假，是大势所趋。

培训游学，暑期变脸“第三学期”
熟练地选好“乒乓球”选项，点击

立即购买，输入密码，杭州家长小贝妈

妈舒了一口气，终于抢到了一个名额，

这是她给小贝报的第8个培训班，算了

算，暑假一共花了4.02万元。

“所有培训班都是以我工作的公

司为半径，不超过10分钟车程。上班

前，先把孩子送到教室，中午从单位食

堂打饭送去，下午去学芭蕾舞和艺术

团课，英语课和数学课则安排在晚上6

点半，配合我下班的时间……”小贝妈

妈向记者展示了她手机里花了一个多

月设计的暑假安排。小贝妈妈说，孩

子暑假没有长辈帮忙看管，送入培训

班，既能学知识又能和同龄人一起交

流，比较安全。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

究员陆一表示，学生自主参加校外培

训班，看似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

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既不

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

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

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

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

习，对孩子来说，不仅无效，更可能适

得其反。

同样一假期花掉 4万元的还有

高二学生朵朵。在父母的要求下，她

报名参加了海外游学团，在新西兰的

一个田园式中学当了 12 天的交流

生。说起这次经历，朵朵总体还是

满意的，“很新奇，接触了好多新鲜

事物”。

不过，也有学生在网上留言表示

对自己的海外游学经历很失望，“只是

走马观花地带我们到国外代表性景

点、去标志性建筑前合影，并没有很好

地体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参加海外游

学已逐渐成为不少孩子暑期的一大选

择。体验多元文化、考察未来留学目

的地、锻炼英语口语……抱着种种想

法，家长们付出高额费用，让孩子奔赴

世界各地。

携程旅游发布的《2017—2018年

度游学旅行市场报告》显示，我国现

有K12阶段（即幼儿园至12年级）的

学生中，参与游学、夏令营的比例预

计为5%，而且，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

游学，都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然而高额的费用一定能换来优质

的游学体验吗？一位游学机构从业人

员透露，国内的海外游学产品，多是团

体游，且周期一般都不会太长。南京

旅游职业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印伟

也认为，目前市场上的游学产品，大多

数更加偏向于“游”。因此，提升和改

善游学产品的质量，合理设置“游”和

“学”比例，迫在眉睫。

劳逸结合，回归假期初衷
暑期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中，有

着不同于学期的功能。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富勇提

出，暑假的功能至少应包括放松身心、

自我补缺检习、印证书本知识和实现

梦想四个方面，要引导家长和孩子完

成“来自生活、为了生活、适应生活、创

造生活”的教育初心回归。

回归初心，就要摆脱对学习形式

的框定，放手让孩子在生活中慢慢领

悟、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这个暑假，位

于杭州西湖景区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热

闹非凡，迎来了一批批小客人。参观

不同民族的织物文化、了解织机的工

作原理、编织一条手工围巾……以女

工传习为主的织机系列课堂，让孩子

们大开眼界。10岁的杭州小学生郭天

悦说：“计算得越精准，花纹就可以织

得越精致，没想到织布也离不开数学

知识。”

而在刚刚重装开馆的良渚博物

院，在暑期上演了现实版的“博物馆

之夜”。一场名为《稻与器》的自然

茶会上，茶道巧妙融入了音乐、舞蹈、

传统服饰等东方美学元素，再结合代

表良渚文明起源的稻草、秸秆垛、机

械萤火虫等道具，原本抽象的历史

被学生们“看在眼里”“吃进嘴里”

“装进心里”。

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艺术机构，是世界文化的宝库，

对学生建构知识、认知世界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理应在青少年成长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去年两会期间，

就有多名人大代表建议将博物馆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出学校与博物馆

要注重衔接彼此的教育计划，博物馆

要挖掘梳理、盘活馆藏资源，主动与

学校共同制订并实施适合各个年龄

段学生的博物馆教育计划与课程。

“暑期是儿童个性化生活、个性化

教育的好时机。”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校长俞国娣认为，暑假孩子们应该是

在充分放松中长身体，在个性化生活

和社会中体验锻炼，这样获得的成长

才是完整的，家长和教师要鼓励引导

孩子独立地安排自己的暑期生活，过

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好假期。

莫让假期成为孩子的“第三学期”

日前，江山市第五中学成立了首支学生国旗仪仗
队。仪仗队由原南京某军区国旗班副班长担任教官，
共有22名队员。该仪仗队定期训练，并参与学校升旗
仪式。图为开学前，仪仗队正在紧张地训练中。

（本报通讯员 曾淑燕 摄）

8月24日，德清县华盛达外语学校联合该县公
安局特警大队开展“警队进校园”活动，旨在让学生
近距离了解体验警营生活。图为学生特警指导下
接触特警枪械。 （本报通讯员 谢尚国 摄）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通讯员 蓝小珍）日
前，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部分

师生由校长兰以俊带队，走进云

溪乡西垅村、清源村两个结对村，

开展了“文明单位结对共建农村

文化礼堂”系列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四个部分：“衢

州有礼，文明你我”让学生们通过

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懂得了

交往和规则之礼；“垃圾分类，你我

同行”让学生们在有趣的游戏环节

中把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牢记在

心；“科普急救，任重道远”让学生

们通过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

案例感受防溺水的重要性，并且在

教师指导下演练了胸外按压、人工

呼吸等急救技能；“共创文明，你我

践行”中，学生们变身小小志愿者，

在教师的带领下走村串巷，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参与到文明城市的创

建宣传中。

视点第

假期忙训练

小学携手乡村文化礼堂开展文明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