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 丹 朱诗琪

1920年早春，年轻的陈望道在义

乌分水塘村老家的柴房里，顶着凛冽的

穿堂寒风翻译《共产党宣言》。除了母

亲送饭来时的短暂停留，他几乎是日以

继夜地工作。一天，母亲端来了粽子和

红糖水。令人没想到的是，埋头翻译的

陈望道竟然把墨汁当成红糖水蘸着吃

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红糖

够吗”，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浑

然不知自己嘴上全是墨汁……“费了

平时译书的5倍功夫”后，当年4月底，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间

柴房里诞生了。

这就是传遍大江南北的故事——

“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百年后的春天，在陈望道故居，义

乌市夏演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为前来

追寻真理的人们生动还原柴房里发生

的故事。透过孩子们绘声绘色的讲

述，大家感受着、触摸着信仰的力量。

“这样的学生讲解员，学校有近30

名。自2019年成立红领巾讲解员队伍

开始，同学们每逢节假日就来这里，为

数千名游客讲述陈望道先生的事迹。”

夏演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伟飚介

绍。学校位于陈望道故居所在的城西

街道，近年来，学校依托地域优势，充分

挖掘“望道”精神这一红色资源，围绕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培养

目标，形成了入队仪式课程、红色活动

体验课程、红领巾讲解员课程和“风从

望道来”课程等红色德育课程。

启蒙，从一场入队仪式开始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

队旗下宣誓……”每年“六一”前夕，夏

演小学开设的“学习‘望道’精神，争做

新时代好队员”入队仪式课程就会如约

而至。老队员代表带领新队员们走进

陈望道故居，参加别样的入队仪式。在

这里，新队员们戴上崭新的红领巾，进

行庄严的宣誓。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边

参观陈望道故居，一边聆听大队辅导员

及老队员讲述陈望道的故事。

一年又一年，夏演小学一批又一

批的少先队员在入队之初便受到“望

道”精神的洗礼，渗透了优良的红色

基因。

“正因此，无论是新队员还是老队

员，都或多或少地知晓陈望道先生的

生平事迹。”王伟飚说，为了让队员们

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望道”精神的魅

力，学校于2019年10月成立了第一

支望道故居红领巾讲解员队伍，“隔年

11月，学校很快又成立了第二支队

伍。从报名到选拔，少先队员们的参

与度非常高，准备也很充分”。

在王伟飚看来，学生参加红领巾

讲解员选拔的过程就是学习“望道”

精神的过程。少先队员们先是利用

课余时间探秘陈望道故居，了解和研

究“千秋巨笔”陈望道的一生，之后再

用自己质朴的语言讲述“望道故

事”。选拔结束后，红领巾讲解员们

以小队的形式，在节假日或是大型红

色活动期间走进陈望道故居，为来往

的游客讲述那段艰难却又充满希望

的岁月，让人们品尝“真理的味道”和

感受“信仰的光芒”。

传承，以红色体验为纽带
在义乌，有一条以陈望道故居所

在地分水塘村为核心的“望道信仰

线”，它融合了红色文化、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等元素。一直以来，这条

路线也是夏演小学每个学生必走的红

色研学路线。尤其是从今年3月开

始，学校分批组织学生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其中有不少红色教育基地令学

生们流连忘返。如在城西街道七一村

党建培训楼门口，模拟的“义新欧”列

车停在这里，吸引了学生们的眼球。

培训楼二楼则有一间专门配置了视听

设备的大教室，他们饶有兴趣地上了

一堂红色教育课。

“红色研学让孩子们更直观地了

解到，家乡义乌有着深厚的红色革命

传统。”王伟飚告诉记者，除了红色研

学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一系列体验活

动，如演红色剧本、诵《共产党宣言》

等，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

文化。

“一年之中，曰春、曰夏、曰秋、曰

冬，是为四季，天气各异……”一群天

真活泼的小演员正认真听着“望道先

生”诵读，而这群小演员就来自夏演小

学。2019年9月，由义乌市委组织部

和义乌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纪录片

《信仰力量 真理味道》在陈望道故居

进行拍摄，学校二年级学生积极参与

其中。

更早一些，在纪念《共产党宣言》

中文首译本诞生99周年暨广播连续

剧《真理的味道》全网首播仪式上，学

校少先队员代表朗诵了《共产党宣

言》。今年3月，他们还参加了“追寻

‘真理的味道’”义乌市党史学习教育

千场宣讲活动，再次诵读了《共产党

宣言》。

践行，让“望道春风”吹进校园
“少年望道的故事一定给了你很

多启发。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在哪些

方面向他学习呢？把你想到的写下

来，与少年望道来一场对话吧！”这是

学校教师朱丽媛给学生上德育课时的

一幕。

去年，夏演小学全体党员教师和

德育教师合作开发了一门红色德育

课程——“风从望道来”，而“对话少

年望道”就出自该课程。整个课程分

为“家风启蒙”“学风起航”“文风立

世”“译风问鼎”“民风传承”5个篇章，

每个篇章包含了4个课时和2个活动

方案。

“这一课程更注重实践性。考虑

到低年段学生更适合体验性活动，因

而课程实施的主要对象是四年级及以

上的学生。”王伟飚翻开教材向记者展

示说，目前，每周安排1个课时，每个

课时由聆听故事、畅所欲言、博学广

闻、跃跃欲试、对照评比等环节组成，

“学生们在课堂上不仅要通过听教师

讲来汲取‘望道’精神的营养，更要学

会表达、拓展实践和自我评价，从而将

其内化于心。”

瞻仰陈望道故居，探秘当年的柴

房，搜集《共产党宣言》的不同译本，宣

扬红色精神……真理的滋味究竟有多

甜？眼下，夏演小学的学生们正迎着

“望道春风”践行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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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俞国娣

“五一”假期刷《小舍得》这部剧，

很有感触。剧情起伏，可谓跌宕，而

跌宕之故均来自妈妈对孩子的评

价。当我们用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评

价标准时，孩子们成长得从容而健

康，全家每一个角落仿佛都写满了

“幸福”二字。编剧认为是家长的舍

与得的问题，可我却认为在陪伴孩子

成长的路上，我们没有舍，都是得。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改进

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

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杭州市崇文实

验学校的“新班级教育”改革支撑点

之一就是对学生实施“多元评价”，对

学生的发展性评价做了理性设计，仅

凭纸笔测试的评价体系早已封存历

史经年了。

关于对学生的评价，我们有几

个问题必须思考：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是进行选拔

还是促进发展？不可否认，教育需要

选拔人才。但是，面对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生，我们需要淡化甚至回避“选

拔”这一属性。当我们不把学生和同

伴进行比较性评价，学生的个性化评

价、针对性评价才能落地。当我们的

眼光聚焦在学生本身，看到学生的个

体差异，根据学生的特点给予评价，

学生才能看到自己的成长价值。上

述问题仿佛也就成了一个不需要回

答的问题：要大力倡导增值评价，评

价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是在评定教

育效果还是在对学生实施教育？对

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如果只看到学生发展得好与

不好、优与不优，其实质是在评价我们的教育效果

之优劣。过程评价的实质，是把评价作为一种教育

行为来实施。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更大的作用是引

导学生更好地发展。如果只评价教育效果，势必会

给一大部分学生带来打击，甚至给个别学生带来毁

灭性的伤害，这就是改进结果评价的必要性。对学

生的评价，需要倡导发展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评

价就是对学生的教育，评价就是教育本身。

学校对学生评价的认识如何落实到行为？这

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学校要言行一致。这就需

要我们去探索评价的路径与策略，需要每一所学

校的校本化智慧。崇文实验学校的“新班级教育”

实行学生发展多元评价，通过细化分项内容，填补

缺失项目，涵盖了身心健康、公民德行与学习能力

三大领域的8个模块，包括114个评价细目，每个

细目又分成知识、能力与素养3个基本维度，由此

组成《学生发展评估报告》。让立体动态的评价与

学生发展同行，用评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如何引导家长阅读学校给学生的评价报告？

班级教导会议、一对一家长会、世界咖啡屋模式的

家长会……引导家长读懂《学生发展评估报告》也

成了我们进行家校沟通、理念引领的有力抓手。

让家长理解孩子的成长，摒弃自己所经历过的那

种带着应试教育烙印的简单粗暴的评价印象，接

受并欣赏、参与且推动学生的发展性评价；让当今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学生家长不再重蹈《小舍得》

电视剧中“田雨岚”们、“南俪”们的覆辙；让家长们

明白养育孩子就是共同成长的过程，陪伴孩子成

长也不是简单的“取”与“舍”、“得”与“失”，而是家

庭教育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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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红色基因
红色传承红色传承

□本报通讯员 王怡忱

“叔叔您好，骑电动车必须要佩戴头

盔。您不仅要为自己负责，还要保障您女

儿的乘车安全呀！我给您开个罚单，下次

要注意了！”杭州市钱塘区幸福河小学

106班的孙同学边说边将“幸福罚单”填

好。看到小孙交警给出的“进行一次全家

大扫除”处罚后，车主不禁笑出声来，诚恳

地说道：“以后一定会戴头盔的，再也不会

忘了。你的处罚我今晚就照做！”

在幸福河小学，像孙同学这样抵达交

通现场上岗完成任务的小交警还有很多，

他们都来自钱塘少年交通警校。“安全是

幸福的前提，也是幸福的保障，为增强全

体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学校

与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交警大队合

作成立了钱塘少年交通警校，开展护校安

园、文明交通专项行动。希望孩子们能在

1所警校学习2类课程，实践3项行动，并

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社会形成良好

的交通安全行为，这也是我校对‘美好教

育’的新探索。”校长周虹介绍。

走进幸福河小学，随处可见交通标

志，甚至红绿灯也被搬进校园。小钟同

学正紧紧盯着斑马线，像小鸭子一样走

得笔直，他一脸认真与严肃：“脚下踩线，

眼中有灯，行走在校园里也要像走在马

路上一样遵守规则。”而在教学楼走廊

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面游戏。据介

绍，幸福河小学采用飞行棋、迷宫、跳房

子等传统游戏形式，创造性地编制出一

组交通安全地面游戏，分散粘贴在走廊

地面上。在规范学生课间行为的同时，

进行交通安全知识的渗透，是该校闲暇

教育的创意成果。

此外，为实现“校门口上下学顺畅度

100%、学生交通知识知晓率100%、家长

交通知识践行率100%”的目标，幸福河

小学在钱塘区分局交警大队的专业指导

下，开发了小交警系列课程和安全日系列

课程。其中，小交警系列课程每班每学期

不少于2个课时，包含交通安全基础知

识，行走行车中的自护、自救知识，道路交

通的指挥手势知识等；安全日系列课程每

年级每学期不少于5个课时，包含开学第

一课、假期前、交通安全日、交通安全反思

日等特殊日子的安全通识教育。

而这些交通安全课程的开发，专业师

资是关键。幸福河小学以钱塘区分局交

警大队专业辅导员为主，学校受过专业训

练的辅导员为辅，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从安全常识、行为规范、动作训练、

上岗行动四方面，对全校学生进行交通安

全知识课程教学。杭州市钱塘区教育与

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罗勉对校园安全提出

了建议：警校双方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切实增强钱塘少年交警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确保钱塘少年交通警校持续发展。

“在幸福河小学，安全不是嘴上说说

即可，耳提面命不如躬行实践。”德育处洪

主任强调，学校切实推进交通知识进校园

学习行动、交通活动进警队实践行动、校

园交通零拥堵整治行动，从源头加强学生

的交通安全教育，通过校内校外双管齐

下、社区家长多方联动，实现学生幸福、家

长幸福、教师幸福的愿望。

504班马同学在日记本中图文并茂

地记录着她作为小交警首次上岗的神圣

时刻：“穿着制服站在交警指挥台上，竟

然比假期旅游还要兴奋，比期末考试还

要紧张。趁着车还没来，我心里默默地

把交通手势过了一遍，还没正式开始，脑

门上已沁出汗来。想着烈日下、寒风里

的交警叔叔们，我不禁咬紧牙关，第一次

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少年交警开出“幸福罚单”

杭州这所小学交通安全教育有了新探索

义乌市夏演小学：风从“望道”来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日前，长兴县龙山幼儿园开展“加强疏散演练 确保学生平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公安民警通过游

戏互动、技能演练等形式教授急救逃生知识，增强幼儿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图为公安民警指导
孩子们如何规范使用湿毛巾进行火场逃生。 （本报通讯员 谭云俸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苏梦怡）
“抚宁巷小学‘问享式’思维课堂

建设之路”“项目化学习撬动学教

方式变革的紫阳支点”……近日，

杭州市抚宁巷小学学术节迎来第

四场活动——“学教方式变革实

践探索”区域联盟成果共享会暨

信息技术提升工程2.0阶段成果

分享会。会上，区域联盟的各校

通过专家报告、课堂教学展示、专

题研讨等形式来展现课程改革和

学教变革的新主张、新行动和新

成效。

在以“学教方式变革的多元

途径和追求”为主题的圆桌会议

上，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副院

长郑一峰提出，教学改革应该

是“顶天立地”的，不仅要与国

家教学改革热点一脉相承，更

要将学校特色融入改革过程

中。同时，他还建议抚宁巷小学

在未来的教学改革中可以巧妙

地抓住“未来科学+探究厅”第

三种空间，将学校的科技特色

发挥得更好更强。

分享会上，省教育厅关工委

主任张绪培指出：“义务教育阶

段新课改的核心是关注素养、关

注差异、关注方法，作为教育人，

无论学教方式如何改变，只要让

学习真实发生，就是好的教育。”

张绪培鼓励区域联盟的各校聚

焦自身特色，有效落实学教方式

变革，让孩子们都能在真实的学

习中成长。

日前，江山市第五中学的课堂上果香四
溢。原来，该校正在开展“劳动创造美好”主
题教育活动。学生们利用生物学知识，参与
农作物种植、果酒制作、花卉嫁接等劳动项
目。图为学生在课堂上制作葡萄酒。

（本报通讯员 曾淑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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