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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林静远

配上动感的音乐，设计会说话、会

跳舞的机器人……暑假开始以来，办

在桐乡市乌镇植才小学的乡村学校少

年宫热闹非凡，这所农村小学利用其

科普特色，依托互联网小镇，承办了一

场为期半个月的创客夏令营活动，吸

引了当地近500名中小学生参加。夏

令营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提升，

科学创新意识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

结束，95名优秀小创客脱颖而出。

我省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较大。暑

假正是外出打工家长最为难的时候，

孩子进城没时间照顾，留在家中让长

辈看管，又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像植才

小学这样，举办乡村学校少年宫让众

多农村学生在假期里有了好去处，同

时也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记者从

省文明办未成年人处了解到，我省探

索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已有10多年

的历史。对于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现在

和未来，该处负责人表示，乡村学校少

年宫为农村学生免费开展实践体验活

动、拓展能力素质提供了便利，但在建

设过程中还面临不少挑战。

前不久，中央文明办、财政部和教

育部召开的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受资金、场

地、师资因素制约，全国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如何破

解这些难题？据了解，我省不少农村

学校多年来一直在解决资金、场地和

师资上动脑筋想办法。

多方筹措资金
2011年，中央文明办、财政部和

教育部共同设立了“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资金

主要用于少年宫的日常运转。“但仅依

靠中央拨款，经费还是明显不足。”不

少受访的农村学校校长表示。他们利

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积极寻求其他

社会力量，争取资金。

庆元县五大堡乡是县级非遗文化

传承基地，这几天，该乡中心小学的学

生们刚结束了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他们设计出了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

校长叶定平说：“学校主打农家文化，

木匠和纺织是特色，我们通过县招商

局等单位争取了30万元资金。”依托

这两个特色，学生制作了手链、中国结

等富有中国元素的装饰品。

诸暨市牌头镇中心小学的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总投入达260万元，当

地企业的资助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

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大多在该校

就读，少年宫建设过程中，学校得到了

这些合作企业的大力资助。随着资金

的增加，少年宫开设的项目也从一开

始的10余个上升到现在的20个。

缙云县新建小学的乡村学校少年

宫投入的30万元则是由马云公益基

金会在2018年捐赠的。带上VR眼

镜，能“逛”遍世界各地，走进3D影院，

能观看《流浪地球》等当下热播的科幻

片。今年暑假，该校学生在少年宫里

玩得不亦乐乎。乐高积木活动室、VR

教室和3D影院共150平方米的场所

每天向学生开放。

多形式解决场地师资难
充足的教学场地、师资也是乡村

学校少年宫发展的重要条件。记者发

现，一些有条件的乡村学校利用空余

场地打造专用教室，为学生提供专业

的活动空间。温岭市松门镇第三小学

乡村学校少年宫贝雕教室里陈列着学

生制作的贝雕作品。校长冯尚存说：

“以前，我们借助一墙之隔的文化站开

展活动，场地受限，后来学校在校内新

建了一幢综合楼用于乡村少年宫活

动，共10多个专用教室。”

打造专用教室所需经费较多，因

此更多的农村学校则是利用废旧教室

改造或者对外合作寻求场地。湖州市

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共56个，均依托学

校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在课余时间

开展公益活动。当地弁南小学把平时

授课的音乐、科学等4个教室，也用于

少年宫的授课，同时他们还借助村文

化大礼堂免费组织活动。

刚开始，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师资

大多以教师为主，但随着项目和课程

的增多，迫切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解决

师资问题。这几年，中央文明办联合

教育部等单位，先后开展了圆梦工

程，为乡村派出了一大批志愿者。去

年7月，中央文明办又与团中央联合

启动了关爱乡村青少年志愿服务行

动，动员高校、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

青年社会组织的团员青年组建志愿

服务团队，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缓

解师资难题。

一方面是政府的援助，另一方面

我省农村学校也积极引进外援，聘请

家长、退休教师、老战士等“五老”人

员担任志愿辅导员。今年暑假，长兴

县吕山乡中心小学学生在乡村学校少

年宫里开展了一场国际象棋比赛，策

划活动的是当地的村干部。“暑假里他

们还为学生辅导作业，开展朗诵比赛

和游戏，平时则为学生开设心理健康

讲座。”该校少先队总辅导员叶姣说，

学校邀请他们一起参与活动已有 4

年，有了他们，活动思路也开阔多了。

本报讯（通讯员 章 萍）
暑假，宁波东海实验学校推出

了“劳动体验我实干”活动，学

生郑鹤天每天跟着妈妈逛菜

场，为父母做可口的晚餐。

该校的“劳动体验我实

干”活动包括家务劳动、公益

劳动和生产劳动，其中家务劳

动要求学生学会整理房间和

洗刷餐具、做菜等。学生根据

劳动体验心得写一篇文章或

制作一份小报。在公益劳动

和生产劳动中，则要求学生帮

助烈属、孤寡老人做力所能及

的事或进行简单的种植饲养。

□罗树庚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

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是

当下做家长的普遍感受。

陪孩子做作业，焦虑、抓狂、

暴躁似乎成了家长们的共

同特点。尤其是暑假，微信

的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家长

被孩子“虐”的段子。

家长陪孩子写作业，为

什么会普遍感到焦躁？恐

怕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嫌

孩子动作慢，写作业拖沓，

很多家长都是以自己的直

观判断来衡量孩子速度；

二 是 抱 怨 孩 子 作 业 质 量

差，觉得不该错的地方却

做错了；三是恼怒孩子不

开窍，孩子遇到不懂、不会

的，家长往往用自己的思

维进行辅导，孩子一下子

没有领悟，就会气不打一

处来。还有一种可能是不

满足的心态在作怪。面对

自家孩子，许多家长都会

有一种“还可以做得更好”

的心态。孩子考 99 分，家

长盯着的是那扣了的1分。

做家长的千万不要觉

得孩子拖拉，即使孩子真

的拖拉，家长也要找原因，

给予可行的方法指导，帮

助他们纠正坏习惯，切不

可一味地抱怨、指责。怨

恨孩子不开窍，听不懂你

的讲解，你是否想过，也许

是你教的方法出了问题。

许多家长在辅导孩子过程

中遭遇“对牛弹琴”的尴

尬，很大原因是自己的方

法出了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

家长告别焦虑 、抓狂 、暴

躁，让孩子舒心地完成家

庭作业？在我看来，家长就承担家长该承

担的，学会放手。要和孩子约法三章，告诉

孩子做作业是他（她）的事，不是父母的

事。父母签字可以，但不承担检查的任

务。从孩子入读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把

这样的观念告诉孩子，让孩子从小养成良

好的习惯。遇到需要听写、背诵等类型的

作业，可以让孩子借助多媒体自行完成。

譬如听写生字词语，让孩子利用手机录音

软件，自己先把词语读一遍，用录音功能录

制好，然后一边播放，一边听写。孩子写作

业时，家长靠得越近，孩子的问题越多。许

多孩子没有养成良好的家庭作业习惯，多

数都是家长“过度干预”造成的。坐孩子桌

边，陪孩子写作业，家长往往会养成唠叨、

反复干预的坏毛病。而这种坏毛病，自己

有时还意识不到。想要相安无事，最好的

办法是孩子做作业时离得远远的。

陪孩子写作业焦虑、抓狂、暴躁的多数

是小学生家长。等孩子上了初中、高中，家

长们突然不抱怨了。为什么？陪不了了。

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业相对来说还算简单，

家长们基本上会做、能辅导，当孩子进入初

中、高中，学的内容许多家长不会了，家长

们介入少了，自然也暴躁不起来了。归根

到底，陪孩子写作业焦虑、抓狂、暴躁更多

的还是家长自找的。要想彻底消除家长自

己的不良情绪体验，唯有放手。放手了，解

放的不仅是自己，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孩子。

走
出
陪
孩
子
写
作
业
的
误
区

海宁培智学校有支手语翻译队

本报讯（通讯员 潘 虹）近日，海宁市培智学校陆振飞

等3位教师在当地电视台《潮乡卫视》《紫薇说法》等节目中

当起了手语翻译，为聋哑人播报新闻。

近年来，该校依托手语翻译专业优势，组建教师手语志

愿服务队，目前已有10人。10多年来，教师们服务于全市

各类手语翻译工作千余次，助力文明海宁建设。他们用手

语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者沟通，搭建互通理解的桥梁，在

残疾人运动会中担任翻译，同时也面向社会上的手语爱好

者开设讲座。

翁垟三小新建红色学堂

本报讯（通讯员 陈同存）近日，乐清市翁垟第三小学

新建的红色学堂举行了揭牌仪式。该学堂作为温州市教

育系统党建工作的亮点品牌，为师生进行爱党爱国教育活

动提供了阵地。

红色学堂面向党员教师和学生开放。目前，学校完成

了党史墙的布置。教师结合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以

党性修养、家国情怀为主题的系列学习培训。学生则学习

红色校本课程。借助红色学堂，学校还把爱党爱国教育与

少先队活动结合起来。

□本报记者 林静远
通讯员 陈 杰

暑假一开始，余姚市梁弄镇中心

小学五年级学生何锦宁和同学一起

走进曾是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中心的横坎头村，听讲解员介绍当年

浙东抗战历史，并用文字和照片记录

寻访过程。这是该校给学生布置的

一项特殊作业。

梁弄镇位于余姚四明山革命老

区，享有“浙东延安”美誉，是抗日战争

时期全国19个根据地之一，拥有浙东

区党委旧址、浙东游击总队司令部旧

址等革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依托这一宝贵的红色资源，学校现已

成为全国红军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校长朱杨军说：“我们把红色元素

融入校园文化、课程和活动中，对学生

从小进行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

激发他们爱党爱国的情怀。”

走进这所小学，学校的校园文化

墙上写有红色诗词，陈列着“追红色

记忆”“颂英雄事迹”“传革命精神”等

展板。红色文化墙长廊和“红色教育

馆”则展示了红军长征、浙东抗战史

和烈士校友的英雄事迹。蒙智楼悬

挂了“浙东区党委”“浙东行政公署”

等革命遗址的照片和简介，就连教室

门口都张贴了以革命遗址、英雄人物

命名的特色中队标识牌。

近年来，学校还开发了红色德育

校本教材《可爱的家乡》。教师根据

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开设了“红色的

记忆”“红色的传承”“红色的希望”等

红色教育课程。

读红色经典、唱红色歌曲、瞻革

命遗址、走红色之路……学校不仅

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也

把红色元素融入各项主题活动中。

除每年的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等

节假日，组织开展“忆革命先烈”“童

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外，学校更

是打造了以“小红军”命名的合唱

团、宣讲团、小诗社等各类社团。学

生以自己的视角理解红色文化，争

做红色传人。学校的红色广播台每

天定时播放革命歌曲、红色故事等

特色节目。“小红军”小诗社成员在

校园书香节上参与“红色基因，薪火

相传”诗词朗诵会。“小红军”宣讲团

的讲解员利用空余时间在当地革命

旧址群等红色阵地，为游客讲解，弘

扬家乡的红色文化。“小红军”剪贴

组的学生则制作了《我向国旗敬礼》

等作品。

师生共读清廉教育校本教材

本报讯（通讯员 傅亚芬）暑假期间，衢州市衢江区高

家镇中心小学给全校师生推荐了清廉教育校本教材《杨炯

故事》。

该教材是该校教师自己编写而成的，目前已由江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杨炯是“初唐四杰”之

一，也是高家镇的先贤，他的清廉精神流传至今。从去年5

月开始，教师们选取了《秉公执法严拒贿》等20个杨炯广为

流传的廉洁故事，结合生活实际，编写了校本教材，分“刚

正不阿廉洁篇”“鞠躬尽瘁爱民篇”等4个单元。

东海实验学校推出假期劳动作业

办好乡村少年宫，丰富留守儿童假期生活

近日，来自上海、杭州、湖州等地的118名学生来到地处农村的遂昌县北界镇中心小学，开
启了为期14天的研学之旅。学生在磨豆腐、做麻糍等实践中，体验农家生活，学习农耕文化。

（本报通讯员 上官芝群 戴彩兰 摄）

暑假期间，东阳市吴宁第五小学学生走进东阳玉米研究
所的试验田，在技术员带领下，观察玉米长势。学生在田间地
头体验科学种植奥妙的同时，也感受到探究带来的快乐。

（本报通讯员 徐云龙 摄）

红色文化代代传

视点第

城里娃下乡体验农家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