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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华东

绍兴市上虞华维文澜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科学学科带头人

寻一件祖传旧物，启一段家国记忆
□金丽君

历史学习是什么？是捧着教科

书死记硬背，还是考卷上ABCD的选

择？本学期，杭州学军中学的学子们

开展了“寻找老物件”活动，翻检出家

中能体现历史变迁的老物件，从父辈

和祖辈口中揭开那尘封的回忆，举办

了一场声势浩大、别开生面的展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如何在这一重大时间节点，

上好一堂培育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

思政课，成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

最终，我们选择了以家中老物件

为中介，让学生置身于家庭史的生活

情境中，找出人与实物史料的情感共

鸣点，让现在与过去热情对话，映射

出七十年来的家风国运。

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伴们历时一

个学期筹备和组织的活动——“我眼

中的七十年——学军中学学生家藏

老物件展”。

学生从家中搜集到的老物件，或

是邮票、钱币，或是日记、照片，或是

父祖们的劳动工具，或是父母的爱情

见证……有的泛黄，有的起皱，带着

岁月的痕迹，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时期的激情燃烧，到改革开放、市场

经济时期小家庭的日新月异，更反映

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七十年中华

民族复兴历程。

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学生褚思齐

作为“老物件守护人”，守护着一只家

传的钟表修理箱。

它属于褚思齐的外太公。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外太公是一位走街串

巷的钟表修理师傅，新中国成立后，

外太公又把这只箱子连同修钟表这

门手艺传给了外公。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外公

选择去了国有丝绸厂，钟表修理箱闲

置在家。

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个体工

商户创业，外公毅然辞职下海，重新

打开了这只箱子，开了一家钟表修

理店。

很快，外公一家成为镇上最早的

一批万元户。

等到手机开始流行的时候，外公

的修理店开拓了新业务——手机维

修。从小修理箱到大修理店，两代人

共同谱写了创新致富的美好生活。

褚家的钟表修理箱揭开的是一

段家族奋斗史，也是一部社会经济发

展的无字书；而另一位学生史雨晴守

护的老物件是两封电报，这是她父母

甜蜜爱情的见证。

史雨晴的父母在大连交通大学

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大学毕业后相

隔两地，史妈妈进入浙江工业大学攻

读硕士，史爸爸回广西老家工作。

1998年，史爸爸选择到杭州与史

妈妈会合。从广西到杭州的途中，史

爸爸郑重地发出两封电报——“到柳

州，爱你”和“周三晚七点至杭，十二

车八十一号，爱你”。

当时发送电报费用不菲，“爱

你”恰是史爸爸对史妈妈无价情义

的见证。

“作为女儿，我觉得爸妈在那个

年代选择来到完全陌生的杭州工作

并安家，很有勇气和拼搏精神。我们

家应该就是新杭州人的代表吧。同

时，爸爸在那个年代能用电报大胆地

发送爱的信息，这种方式能让人感到

特别浪漫。”史雨晴幸福地解读着这

两份满溢着浓浓爱意的电报。

许许多多的老物件，原来都静静

地躺在家中某一角落。学生寻找到

的与其说是老物件，不如说是父祖的

青春年华和成长记忆，是家族的生活

史和奋斗史，同时也是七十年来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的发展史。

正如褚思齐所说：“这次活动让

我意外地发现了家中的宝贝，从而发

现一个故事，触动了我内心那份温热

的情怀，那份对家的炽爱，那份历史

使命感。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这只

老箱子，把它的故事讲给更多人，从

而激励更多人。”

动员学生找物件、忆家史，在课

堂上述说老物件背后的故事，评选出

班级中最具代表性的老物件，在学校

范围内展出获选老物件……最后，学

生们带着自己家的老物件，带着骄傲

和兴奋，与杭州市民分享珍贵的家国

记忆。

随着此次研学活动的深入开展，

我明显感受到学生对历史的喜欢指数

在飙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被高度

激发，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历史思维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历史核心素养

都在大幅提升；历史知识突破了教材

和故纸堆的局限，历史教育从封闭的

教室空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历

史学科的课堂从平面、狭隘，拓展为立

体、综合；最重要的是历史学科的时空

观、内容观、教与学方式、评价体系都

在这一项目中有了大的变革。

一个老物件，一件看似简单的家

庭物品，却是有效触发学生家国情怀

的一条路径、一个触发点，曾经承载

着几代人的努力、喜悦甚至于痛苦，

可见、可感、可触，经过时间淘洗，在

它被赋予时代意义的那一刻，被与之

相关的人们在某一历史瞬间，构建起

与亲人、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

一体感。这使得老物件不再被无视，

而是显得珍贵无比，熠熠生辉。

学生翁心悦这样说：“每个时代

的历史不是历史教科书可以概括的，

它是由每个人和他们的一些小故事

构成的，比如我的外公、外婆、爸爸、

妈妈的故事。当我走出课堂、走出

历史书，去挖掘自己和这七十年

的联系时，内心会对历史产生

和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从活动初期学生“我家

好像没有老物件”的反应，

到“我家这样的老物件还

有好多，我能多带些来

吗？”，从被动参与到活动产

生溢出效应，学生们作为老

物件的守护人、宣讲人，真情涌

动，感染着他人，情感教育像涟漪

一样层层荡漾开去。

□嵊州市城北小学
陈银瓶

这事要从一次主题为

“身边的爱”的作文说起。46

篇作文中，有两篇以“妹妹”

为题的文章牢牢地吸引了

我，这是两篇柔软的文章，妹

妹是那么柔软，两位小作者

的心是那么柔软。

因为“全面二孩政策”，

许多学生有了弟弟妹妹，一

些学生心中有了疑问——难

道弟弟妹妹都是来争夺父母

之爱的吗？

我让王乐铠和蒋俊读自

己的作文，他俩声音都不大，

但教室里非常安静。无疑，

全班都被感动了。

王乐铠平时朗读较好，

我建议他用配乐朗诵的方式

重新录制，录音文件发在班

级群，家长们听了纷纷赞

叹。我放给我二年级的女儿

听，她也听得入了神。

王乐铠还爱画画，我让

他把与妹妹的日常生活画一

画，做成一本独特的绘本。

今年学校举办元旦联欢

会，我报送了他的朗诵表演，

是全场唯一的朗诵节目，也

是唯一反映真实生活的情感

节目。

当天王乐铠妈妈带着他

的妹妹也来看表演，哥哥朗

诵完毕，请妹妹上台，拉着她

的小手对大家说：“这就是那

个小家伙，我亲爱的妹妹。”

兄妹俩拥抱在一起，这些举

动都是兄妹俩自发的，立刻

感染了在场的观众。

后来，王乐铠在一篇作

文中坦言，之前他从未有过

上台表演的经历，朗诵的时

候其实一直都很紧张，当拉

住妹妹的小手那一刻，不知

什么神奇的力量，让紧张一

扫而空。

正如他的文章开头写

的：“爱，它像一缕轻风，吹走

世间的尘埃；爱，它像一道阳

光，温暖大家的心房；爱，它

像一颗糖果，给苦难的人送

去甜蜜。”

我很想知道。班里还有

多少像王乐铠和蒋俊这样的

哥哥姐姐？他们与弟弟妹妹

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弟弟妹

妹的出生，给他们带来了什

么影响？

我在班里做了一次小调

查，了解到共有12名学生的

家长生了二胎，大部分还是

婴儿。只有一位女生和妹妹

年龄相差不大，她的文章反

映出，两人有过吵架拌嘴等

不愉快的事。

学生对弟弟妹妹喜欢的

感情成分居多，我想这是因

为彼此年龄相差较大。但他

们也会烦，因为有时要帮助

父母照顾弟妹。

遇见美好，传而播之，扩

而大之，顺势而为。我发起

了一个项目，取名为“我和妹

妹（弟弟）有个约会”。

我们一起找来描写手足

情深的绘本，边阅读边交流；

我们讨论可以为妹妹（弟弟）

做哪些事；12名学生各自制

订计划，其他学生可作观众，

也可“认领”邻居或亲戚家的

弟弟妹妹参与活动；记录方

式包括日记和生活照片……

活动为一个个家庭带来快

乐，学生们的爱心被激发出

来，收获了可贵的亲情。王

乐铠和蒋俊昕的那两篇文

章，先后发表在少儿杂志上，

令他俩无比高兴。

王乐铠继续用诵读软件

录制新的作品，作文越写越

有灵气，表演的胆子也越来

越大。他正在设法克服6年

来长伴自己的坏毛病——错

别字多。一个羞涩、马虎的

男孩，因为爱的滋润，正在慢

慢变得自信、向上。

原先经常与妹妹打闹的

那名女生，从作文中可以看

出，她也在慢慢变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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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王楚楚

“同学们，现在我们要抄家庭作业

题目了。”

学生们陆续地拿出家校联系本，桌

板拍得“砰砰”响。

“请大家动作轻一些。”我温柔地

提醒。

“哈哈哈……嘻嘻嘻……”

“请大家安静一点。”我的声音严

肃起来。

当我在解释作业的时候，学生们

仍喋喋不休，声音愈来愈响，之前我的

提醒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谁再吵，放学给我留下来，重抄

一遍。”我火冒三丈。

学生放学后，我一个人回到办公室

思考：学生们抄作业题时为什么纪律

总是不好？是因为先前没立下规矩？

是因为快放学了，太激动？还是因为

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反正老师会在班

级群里重发？

晚上看专业杂志，文章里讲到要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强调奖励机制。

“对呀，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

没想到？”我灵光乍现，有了一个可行

的办法。

第二天，又到同一时间。

“同学们，今天抄作业题目，和平

时不一样。”

学生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望

着我。

“如果你的字写得很漂亮，老师就

给你拍一张照，上传到班级群，供大家

参考。这样话，群里所有的爸爸妈妈

都可以看到你的作业题目，这是多么

光荣呀。”

此话一出，学生们马上坐正，精神

抖擞，抄写得特别认真，静、齐、快地抄

完了今日作业题目。

“今天，王老师要选小毛同学的作

业题目拍照上传。”巡视一圈后，我做

出了决定。

小毛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飞快地

拿着家校联系本来到我面前。

“今天大家抄写时都很安静，字也

很漂亮。选中你，是因为你的字有非

常大的进步。”我对着小毛大声地解

释，是想让其他学生也能听见。

学生们也很懂得谦让，对我的决定

没有异议。

第三天抄作业题目时，我对全班

学生说：“大家昨天看到小毛的作业题

目了吗？”

“看到了，爸爸妈妈还问我这是谁

写的字。”

“哇！这么棒。看来抄作业题目也

很重要呢。”

学生们点点头。

“星宝，今天选你的抄写作品。大

家要加油哦。”

之后的每一天，学生们在抄写作

业题目时都特别安静、迅速，难题竟

这样被我解决了。

作业题目抄写也是一件作品

金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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