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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天气好的时候，章振乐会吹起口哨，

被牵到操场上的“猪宝宝”小香便在跑道

上撒开小短腿尽情奔跑。陪着它奔跑

的，还有学生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工作之余喜欢和孩子交朋友，喜欢

健身、摄影、登山的章振乐，10年前成为

新成立的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

校长。10年后，他被誉为“农场里走出

的创新校长”，提出并实践的“新劳动教

育”课程被评为中国十大美好课程。

热爱生活，是他倡导的劳动教育的

起点。

万物，在田野中滋养
故事的起源，是校园周边的15亩

地。和不少学校一样，富春七小有了一

个供学生体验农事的开心农场。

而故事的发展，又不仅仅是“种地”。

作家周华诚这样描述春天里他在

富春七小看到的一幕幕：学生们从菜园

里摘来野菜，做成清明粿等各种传统食

物，在操场上售卖；有的学生则穿上蓑

衣参加抛秧比赛，这是江南传统的农事

插秧的场景之一；音乐课，教师首先是带

着学生们到农场去聆听虫鸣……站在

这个校园里，感动周华诚的更有教师

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愿：“播下热爱生

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种子，为孩

子的幸福人生开启一扇大门。”

一年级种蚕豆，二年级种土豆，三

年级种桑养蚕，四年级种油菜，五年级

种向日葵，六年级兔子养殖：这就是富

春七小贯穿一至六年级的新劳动教

育。2018年5月，历时9年的开发，《蚕

豆成长记》《呀，土豆！》《小小蚕儿趣事

多》《嗨，小兔！》等6本校本教材问世。

前后脚问世的，还有该校新劳动教育实

践系列课程中的《大地上的劳作：24节

气亲子书》。

立春时，到农场里寻找春天；立夏

时，学校举办收获节，那就摘蚕豆、剥蚕

豆、煮蚕豆、吃蚕豆；立秋时，拿起锄头，

整地施肥种萝卜；小雪时，油菜长大了，

测量油菜的高度，在素描本上为油菜画

一个像……“每个节气都有相应的活

动，学生不但在劳动中认识了农作物，

在习俗、古诗、农谚和亲身体验中感受

到了二十四节气，更在观察、访问、调

查、绘画、写作、诗歌创作等活动中经历

了一次次综合性学习。”在章振乐带领

教师们出版的新劳动教育系列校本教

材中，统计种子的发芽率是数学的内

容，设计实验是科学的范畴，写观察日

记和自然笔记提高的是语文素养，制作

作物名片用的是美术技能，种植养护学

习的又是劳技知识了。

而学生们经历的整个过程，渗透的

满满的都是德育。

章振乐总喜欢讲一只兔子的故事：

“农场里养了两只兔子，但有一次其中

的一只兔子咬了正在喂食它的同学，这

只兔子还能不能留在我们的开心农场

里？”章振乐把决定权交给了全校师

生。被师生们留下来的兔子和它的伙

伴一起，发生了更多的故事：兔子咬人，

成了学生们课后探究和课堂辩论赛的

主题；母兔产崽后，学生领养小白兔，感

受生命的延续；在寻找“天凉了，为什么

兔宝宝身上盖了一些兔毛，兔妈妈的胸

前却秃了”答案的过程中，体会母爱的

伟大；为夭折的小兔举行葬礼，体会生

命的意义……这样、那样兔子的故事，

还被学生们编成了舞台剧在全校巡演。

创造，在真实世界里迸发
有人来菜地“搞破坏”了！教师吴

兰兰发现，班级责任田里的花菜叶子被

折断了，像把大伞般盖在大花菜的顶

上。小胖呼哧呼哧赶来了：“下雨天，地

里的花菜要长黑点了！所以，周末我赶

紧来给花菜撑起保护伞！”

“下周是冬至，陆老师和我们说：

‘我们富阳农村有晴冬烂年这么一句俗

语，所以我推测如果下周还是延续晴好

天气，今年春节必定湿嗒嗒、烂稀稀。’

我不太相信这个预测，我要用实际观测

来证实它的科学性。”开心小农夫气象

社团社员王昱衡这样在日记中写道。

而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气象探究之旅

——“晴冬必烂年吗？”

“通过对萝卜的观察、实验，能知道

植物的茎弯曲或直立生长的秘密，或探

寻下植物吸水或失水的秘密吗？”“杭州

市的市树樟树四季常青，为什么刚萌发

出来的嫩叶却是呈浅红色？”……“在田

野间、大自然中，学会了观察的学生们

好奇心涌动，这变成了强烈的求知欲；

他们在劳动、学习中遇到种种问题并试

着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去解决，就很自

然地迸发出创新的火花。”富春七小教

科室主任夏建筠告诉记者，仅2017年、

2018年两年，该校学生在全国小学生

科学小论文竞赛中，有67篇分获一、

二、三等奖；2017年，在浙江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中，13项作品分获一、二、

三等奖。

什么是创新创造？

探究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寒假里，学生们各显神通，动手为

鸟儿制作一个个牢固、别致、温暖的取

食器，并布置在校园里鸟儿可能会栖息

的各个角落。

春游，规定每位学生只能使用20

元钱，但可以小组组团消费。学生们一

步步学会节俭、统筹、选择、沟通、合

作。有位学生喜欢吃鸡爪，不舍得买现

成的，就买了生的拿回家自己烧。

会用中医知识搭配出有创意的一

天食谱；运用中医知识积极参与社区活

动，为社会作贡献。

……

凭这些，都可以拿到学校颁发的创

新币。而能拿到创新币的学生，可能来

自有着开心农事、田园放歌、爱心分享

等的农事劳作课程群，可能来自有着小

小农科院、智慧小鲁班、理财小能手等

的劳动创意课程群，更可能来自生活整

理、志愿课程、成长30事等的美好生活

课程群。

三大课程群，60多门项目化选择性

课程。“每一门课程，都是学生们认识世

界，并试着去创造世界的奇妙之旅。”章

振乐说。

美好，在劳动中生长
这几天，富春七小的班主任们纷纷

享受了学生敬茶的待遇。这次期末家

访，现场考核学生家务劳动情况成了班

主任们家访的一项内容。而“当客人来

访时，学会泡茶招待客人”，是该校发布

的一年级学生家务劳动建议15项中的

一项内容。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这样的20字，从章

振乐的教育理念到学生们的自发行动，

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没有天生懒惰的孩子，孩子的身

上充满了生命力，劳动最初在孩子眼中

并不是‘劳动’，而是另一种游戏。成年

人往往不理解这个秘密，出于好心夺走

孩子一条最重要的成长途径，就等于夺

去了孩子的生活乐趣！”章振乐要让学

生一入校就开始热爱劳动，并通过劳动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一年级学生入校的第一件礼物，是

六年级学生送给他们的一颗向日葵的

种子。这些种子，是哥哥姐姐们在五年

级时耕种、收获的。

一年级学生入学就有了自己班级

的责任田。

一年级学生入学就有了自己班级

的校内包干区、校外公交站等区域的清

洁分片区。

……

今年3月初，富春七小相继出台了

《一至六年级家务劳动建议》《一至六年

级校内劳动建议》《一至六年级农场劳

动建议》《一至六年级志愿服务劳动建

议》等。每项劳动建议，都附上了建议

的劳动时间。记者发现，建议劳动时间

随着年级增长而逐步增加，而即便一年

级学生，每天各项劳动时间加起来也接

近1小时。

“学校34个厕所，由四年级以上班

级各承包一个。教师首先要身体力行，

带领学生一起打扫。学生们都知道，学

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在德育副校

长华洪根眼中，新劳动教育就是要以劳

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创新、

以劳育美。

美好，就这样在富春七小“恣意”

生长。

让学生赵雨杰家长感动的是，孩子

不仅学会了播种、施肥，观察蔬菜生长，

还把蔬菜带回家，洗、切、烧，香喷喷地

端上桌，叫家人一起品尝。

暑假里，学生孙雨泽跟着父母去贵

州旅行。他告诉父母，自己不想去景点

游玩，想去大山深处看看贫困的小朋

友，把省下的门票钱帮助那些小朋友。

富春江边想合影的3位老爷爷遇

到拿着相机的陈思羽，不久就收到了小

姑娘专门用红纸做的手工信封中的3

张冲洗好的照片，信封落款是“富春第

七小学四年级”。

……

□方展画

看来，我国基础教育正在下一盘大

棋：发轫于高考改革，现传导至普通高中

育人方式，由此，将切换整个基础教育的

运行机制。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7年

浙江、上海率先进入试点，北京、天津、山

东、海南等地紧随其后，今年第三批又有

8个省市公布了高考改革方案。至此，高

考改革省份已近半数。

5年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发布

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

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

点领域改革”，至2022年普通高中新课程

新教材全面实施的具体目标。《指导意

见》旗帜鲜明地“亮剑”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从培养体系、课程实施、教学组织、

学生发展、考试招生制度、师资与条件保

障等方面进行整体布局，必将会引发基

础教育领域“逆袭式”的裂变。

笔者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有几个

提法是“首次”出现的，这些提法传达了

国家决然推进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全面

增强高等教育“发展后劲”的坚定意志，

理应成为基础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题

中之义。

一、首次提出“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

发展素质教育、转变育人方式的重要制

度”。《指导意见》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

升到“重要制度”，突出其“重要导向作

用”，意味着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不再是

可有可无的，意味着学校教育的质量标

准将形成全新的构架。为了使这一“重

要制度”建设落到实处，《指导意见》又出了“实招”：

要求以省为单位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

统，加强监督保障和诚信责任追究。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指导意见》将“创新思维”列入综合素质评价

之列，并且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提出要积极探

索基于情境、问题导向的课堂教学，加强跨学科综合

性教学等十分具体的要求。

就学校而言，要切实改变原有的“课内”与“课

外”两张皮现象，要以立德树人为标杆，努力梳理并

建立各类课程与活动彼此之间存在着的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基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重新

设计与整合各种课程资源，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切实

提高育人质量。需要指出的是，在基础教育由应试

模式转向素质模式的时候，学生学习动力系统的构

建和增强必须受到更大的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必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使

学生的成长真正步入轻负高质的健康轨道。

二、首次提出“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学生作业，

是教师备课中“备教材备学生”的重要载体，但长期

以来教师的“作业设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了，这也是导致学校教育“题海战术”愈演愈烈、学生

学业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指导意见》要

求“精心设计基础性作业，适当增加探究性、实践性、

综合性作业”，这不仅是对考试或教研部门提出的，

也是对所有学科教师提出的。诸如“探究性、实践

性、综合性”等类型的作业，是需要教师因地、因时、

因机来设计的，需要基于开放性教学的实际来设计

的。事实上，提高教师作业设计能力也是育人方式

改革的必要条件。

在当前，学校要以“提高作业设计质量”为抓手，

高度重视学科教师“命题意识”和“命题能力”的培

养，从源头上祛除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这一顽疾。必

须指出，“作业设计”应该是教师的主要基本功之一，

也是教师备课时既备教材也备学生的重要载体。漠

视教师设计作业的要求与能力，已成为助长课堂教

学“目中无人（学生）”的重要因素。从已有的研究来

看，提高教师作业设计质量，并非要求教师设计所有

的作业，而是要求教师能够根据育人方式改革的需

要，设计生成性的、跨学科的、“私人定制”的作业，设

计有助于培养诸如“创新思维”之类高阶学习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作业。

三、首次提出“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省份不再

制定考试大纲”。教师曾经“奉若神明”的学科考试

大纲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为教师提供了相对明确

的教学方向，但若运用不当就会为应试教育助纣为

虐。这一次，《指导意见》下决心取消考试大纲，在很

大程度上取缔了应试教育借以横行的前提，相信对

一直以来依赖学科考试大纲机械组织教学的教师来

说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取消为升学考试制定的考试大纲，是全面启动

育人模式改革的重大信号。学校要努力引导教师把

教学的重心从“记忆性知识”转移到“程序性知识”上

来，从知识点的单纯传授转移到鼓励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来，从恪守考试大纲的

“预成性”教学转移到开发学生潜能、促进综合素质

提升的“生成性”教学上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

要不断设计以情境化为特征的项目学习，不断尝试

以课题研究为范式的研究性学习，不断探索以问题

解决为取向的跨学科整合教学，真正使学校教育回

归初心，切实提高育人水平。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 张纯纯
通讯员 姜良滢

从“只要有女生肯来训练就不错

了”到“浙江省冠军、华东区亚军”，瑞

安市红旗小学女子篮球队花了13年的

时间。

在这13年间，篮球队教练叶星和

球队的姑娘们一起赢过、输过、笑过、

哭过，曾被嘲笑，也曾放弃。

“接下去看你的了！”
2007年，原本举重专业出身，在其

他学校一直担任语数科目教师的叶

星，通过教师选调比赛进入红旗小学

担任体育教师。上班第一天，学校原

女篮教练吴朝双老师把一叠比赛秩序

册和篮球队队员名单递到叶星手上，

并郑重地对他说：“接下去看你的了！”

重回体育老本行的叶星，遇到的

第一个问题却是“不专业”。和叶星同

样“不专业”的，还有篮球队的队员

们。“当时的队员中只有3个是六年级

的学生，其他五年级的学生几乎都是

零基础，球来了会躲，被球打到了会

哭，场上被对手碰倒会哭，而且她们的

家长也都不是特别赞同她们打球。”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叶星有些哭笑不得，

“所以那时候，只要有女生肯来训练，

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为了让这支篮球队接下来真的能

“看自己的”，那几年，叶星这位篮球教

练门外汉想尽办法向“门内汉”请教。

不论是校内的吴朝双，或是冠军队教

练，还是瑞安市队女篮主教练，都曾多

次被叶星追着问“如何带好一支女子

篮球队”。

暑假里球队训练场地受限，无法

在校内训练，叶星就带着队员们转战

西山。他利用山上特殊的地形，因地

制宜地设计了各种练习方法，如绕树

运球、台阶蛙跳、向下爬行和楼梯速跑

等。山上的蚊子又多又毒，驱蚊水和

防蚊贴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叶星就

带着姑娘们苦中作乐：有时候和老人

们学学抖空竹，有时候请大伙吃西瓜，

有时候还会讲讲自己当年的丑事。不

知从何时起，队员们都亲切地改称叶

星为“叶老”。

品学兼优的篮球队
2012年，叶星带领的瑞安市红旗

小学女子篮球队在瑞安市中小学生篮

球争霸赛决赛中憾负对手。赛后，叶

星大病，在床上躺了3天，并且决定篮

球队放弃参赛3年。“认识的体育人当

时都劝我，说是放下容易，重启难！”

但对叶星而言，“放下”才难。

沉寂了3年后，2015年，篮球队重

新参赛。这3年中，叶星转变思路，“我

的篮球队要成为品学兼优的队伍”。

“先从见到老师必须主动问好这

一基本礼貌做起。”很快，女篮队员们

受到了学校教师们的广泛赞誉。叶星

把这个要求也延续到赛场上，要求队

员们无论是在赛前赛后，也不管输赢

如何，都要主动向对手、教练和裁判员

问好。他认为，这是成为强队的一种

胸襟和气度。

严格的训练制度和“红旗必胜，永

不放弃”的球队精神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队员们的学习态度。“学霸”开始从

队伍中涌现出来。

来自同学、教师、社会各方面的掌

声和赞美越来越多，这让队员们信心

大涨，越战越勇。2016年4月，红旗女

篮在当年的瑞安市篮球争霸赛上险胜

对手首夺冠军。此后，球队势如破竹

连创佳绩，“温州市首届小学生篮球联

赛冠军”“2018年中国小篮球联赛浙江

省（省级赛）冠军”“2018年中国小篮球

联赛华东区比赛U12女子组亚军”陆

续被收入囊中。

“我希望能够构建组队新模式，一

个团队多个教练，分层分级地进行训

练，同时以篮球队为核心，通过核心辐

射的方式推动整个校园篮球文化的建

设。”这，是叶星未来的规划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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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新时代新使命新时代新使命

带出省赛冠军女篮队，他用了13年

66月月2424日日，，富春七小举行了一场为一名生病返校学生补办的入队仪式富春七小举行了一场为一名生病返校学生补办的入队仪式。。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袁朝阳袁朝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