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幢教学楼，100米跑道的操场，绕着校园走上一圈不超过5分钟，杭州市和睦小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

“袖珍”学校。而它所处的和睦新村社区属于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托育中心、一体化康复中心、阳

光老人家街区等一应俱全。目前，社区正在进行以“未来社区”为目标的进一步升级改造。背靠这样的

“大道场”，“小螺蛳壳”学校的劳动教育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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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冯海燕

晚上 6 点，窗外下着

绵绵细雨，而绍兴市元培

中学的体育馆内灯火通

明，十分热闹。抛纸质垒

球、匍匐折返跑、跳兔子

舞……13 名孩子在体育

教师胡歆怡的带领下认

真锻炼。这群孩子的年

龄从5岁到12岁不等，最

小的上幼儿园小班，最大

的上小学五年级。“都是

我们学校教师的子女，他

们的父母正在前面的教

学楼带学生上晚自习。”

胡歆怡介绍。

向参加课后托管服

务教师的未成年子女提

供晚间托管服务，正是

“双减”之下，许多学校开

始实施的特色服务之一。

体育馆内的热闹与

晚自习教室里的静谧，形

成鲜明对比，让人感觉无

比融洽、和谐。帮教师

“带娃”，这样的做法很贴

心，很暖心。

自开展晚托服务以

来，教师群体充分体现了

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

教师也有儿女，其中不乏

“二孩”，今后可能有人会

有“三孩”。按照以前的

下班时间，放学之后教师

就可以回归家庭，陪伴自

家孩子。然而，参与晚托

管理之后，许多教师都得

先带好别人家的娃，自家

的孩子却没有办法照看了。有的教师只

能劳驾家中老人，可老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在带娃问题上难免力不从心。

教师“带娃难”是一个难以绕过的

现实问题。一来这会直接影响教师的

幸福感，二来也会影响教师的心绪，给

晚托工作、日常教学带去一定负能量。

长此以往，甚至可能让教师产生职业倦

怠感，给近些年正在兴起的“师范热”泼

冷水。

因此，教师所在单位得为职工的切

身利益着想，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难

题，照顾好他们的孩子，真正解决晚托

教师的后顾之忧。“教师带别人的娃，别

人带教师的娃”，谁的娃都不亏欠，谁的

权益都能够得到切实保障，此举在增强

教师归属感和幸福感的同时，进一步确

保晚托的质量，实现皆大欢喜。

更重要的是，笔者以为，“带娃难”

只是“双减”之下教师面临的问题之

一。弹性上下班制度、保障教师的身心

健康等方面，都亟待每所学校根据自身

情况制订有温度、有关怀的新章程。同

时，上级管理部门也要全面部署，制度

兜底为教师分忧解难，让教师更幸福，

让校园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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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杭州市和睦小学学生刘雨欣已

经在和睦新村里生活了6年。从小学

一年级到现在，每天早晨她都会路过

和睦公园，放学后有时间也会和小伙

伴在和睦公园里玩耍。在成为和睦

公园的“推广大使”之前，刘雨欣一直

以为和睦公园是她再熟悉不过的。

然而，在准备过程中，“和睦公园占地

多少平方”“绿化面积有多少”“何时

建成”等一系列问题却轻而易举地难

倒了她。

“学生们走进社区，其实就是走进

真实生活。”校长沈国芬介绍，自2020

年开始，学校的“社区劳动嘟嘟城”课

程就以整个社区作为劳动教育基地，

学生们既像大人一样尝试社区里的各

项工作，也为小区的改造出谋划策。

经过一周的准备，刘雨欣以“推广

大使”的身份，自信地站在了和睦公园

里，向社区居民们介绍自己眼中的和

睦之美。

一周不上课——
学生视角下的社区劳动

刘雨欣的宣传任务来源于一张名

为“和睦社区大探秘”的调查问卷。在

这张问卷里，五、六年级的学生既要寻

找社区的变化、发现社区的问题，还要

设计一个适合高年级学生参与的社区

劳动项目。

“每学期的社区劳动实践周开始

前，我们都会在低中高3个学段下发

根据他们能力进行设计的调查问卷，

之后由师生一起挑选出最普遍、最具

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并制定活动方

案。”课程处主任王亚芬提到，最初的

实践周活动是自上而下开展的，教师

替学生想好项目，学生只需要去执行，

但实践下来发现，学生们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并没有被调动起来，“现在所有

学生都需要走进社区里，利用一周的

时间，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延

伸问题”。

五年级学生填写的问卷高频词是

“和睦书阁”——社区重点打造的教育

场景之一，目前已基本成型，内部设施

还需完善——他们决定在这里找到

“问题”。

“我发现如果有一个残疾人来到

了和睦书阁，他就没有办法上到二楼

了，这里并没有设计电梯。”

“楼上有3个空房间，可以想一想

能用来做什么？”

……

501班李皓轩所在团队设计的书

阁模型最终被全校师生票选为两个最

佳模型之一。“我们的优势是增设了一

个亲子互动区。”李皓轩说，团队在设

计模型前，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杭州

很多大型的图书馆，也上网查找了资

料，借鉴了其中的优秀设计，“希望小

区里的小伙伴们和爸爸妈妈能在我们

设计的书阁里一起阅读，收获快乐”。

实践周的最后一天，李皓轩团队

的4名成员一起在书阁门口面向居民

介绍他们对书阁的设想。成员李可还

记得那天的兴奋和紧张：“他们都很认

真地在听我们介绍，很多人还拿出手

机来给模型拍照。”社区的负责人也表

示，他们会将学生合理的建议反馈给

第三方设计师，看看能否实现。“如果

学生们的设想最后被采纳的话，不管

是他们今后进入和睦书阁阅读还是只

是路过，都一定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和

获得感。”副校长盛华君认为，这正是

学校深入推进自信教育的关键一步。

对于团队设计被采纳的可能性，

李可更是显得自信“爆棚”，她说：“采

用了我们会很开心，不采用也没关

系。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

的想法，我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项目化学习——
真实生活里的自信教育

在王亚芬看来，学生们的自信来

源除了成果被肯定，更重要的是在实

践活动中，每个学生都有事可做，都能

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挥洒自如，“在确定

好本年级任务后，我们会进行分组。

例如本学期三年级的任务是为社区代

言，那么就细分为写讲解词、制作明信

片和吉祥物、小小讲解员等小组，学生

们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兴趣申报小

组，实行‘走班’，这样团队的工作效率

也能更上一层楼”。

为了更好地为社区代言，三年级

每个小组的第一个共同任务便是画好

一张社区全景图。302班的周晗蕾当

时还没有学过方位知识，分不清东南

西北。“这本来是我们三年级下册需要

学习的内容，但老师带着我们逛社区，

一点点讲解，现在我已经提前掌握

了。”她说。周晗蕾也因此收获一份小

“自信”，“现在小区里有人问路，我已

经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了！”

四年级学生的“自信”则经历了一

番大考验——他们要在和睦剧场里

为社区居民们献上一台国庆“大

戏”。“虽然一个星期不用上课，但我

们比平时上课可要忙多了。”担任主

持人的401班丁子谦说，从门票、海

报制作到节目编排，从前期邀请到现

场调度，每个任务都是依靠团队的力

量自己搞定的。

当天演出还未开始，很多居民已

经等在剧场门口。后来因为剧场位

置有限，不少人甚至是坐在过道里看

完了整场演出。或许因为感受到了

居民们的真诚，丁子谦表示这一次的

主持他一点也不紧张，发挥超常。

“‘双减’之下，学生的作业负担

少了，那么像这样的个人能力和社会

经验的培养就得增加。”盛华君认为，

以项目化学习为载体的劳动实践正

契合“双减”提出的轻负高质要求，

“通过劳动教育实现‘一减一加’，无

论是项目化学习还是综合实践，我们

都希望这份美好的经历成为孩子们

生活的宝贵经验，成为他们自信成长

的助力”。

跨学科教研——
教师智慧的高阶挑战

对于学生口中的“忙”，国庆“大

戏”的“总导演”高翔深有感触。身为

四年级的年级组长，从前期方案设计、

师生组织到节目质量的把关、现场音

效，高翔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心

中有底。演出的前一天，高翔办公室

的灯亮到了凌晨两点。“这样的实践周其

实给教师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特别是

观念的突破。”在高翔看来，项目化学习

并不等于学科上简单的“1+1+1……”，

它要求所有教师打破学科局限性，做

到真正融合。

“教师如果想要引领学生做好一个

社区劳动项目，自己必须对活动本身有

一个高位理解，这就需要教师提高自身

素质。”学校党支部书记陈如月提到，因

此每一位新教师来到和睦小学，需要做

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熟悉社区。

作为五年级项目组指导教师，数

学教师黄丽萍坦言，每次指导时，心

里比平时上课紧张多了，“说实话，数

学课我已经上了20多年，对于重难点

的把握心里是有数的。但在实践活

动中很多问题的预设和解决是需要

煞费苦心的”。在带领五年级学生勘

测和睦书阁现场时，学生提出的“阅

读规则要中英文双语出示，还要美化

设计”“阅览布局和路线要考虑成人、

小孩、残疾人因素”等问题让黄丽萍

无法全面解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

就需要其他学科的教师加入进来一

起解决，比如语文老师引导学生制定

阅读规则，英语老师帮助学生把中文

翻译成英文，美术老师指导学生进行

设计美化等”。

“所以实践周看似只持续一周，但

是前期策划往往从上个学期末就已开

始，各科教师也会利用寒暑假给自己

‘补补课’。”陈如月说，之后学校也会

调动更多的家长资源和社区资源，在

跨学科教研的基础上，做好跨界教

研。更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劳动实践

活动办多了，不仅让学生的合作能力

得到了提升，就连教师之间的关系也

更加融洽了。

如今，走在和睦新村社区里，常常

能看到和睦小学师生的身影：参与小

区的绿化种植、在托育中心带领小朋

友做游戏、为康养中心的老人们表演

节目……“‘双减’之下，我们将让更多

的社区劳动项目进入拓展课程范畴，

让我们的学生跟随着社区一起成长。”

沈国芬说。

当劳动教育打上社区“Logo”

□本报通讯员 杨 芳 朱胜均

下课铃声响起，绍兴市上虞外国

语学校八（9）班的学生们都聚拢到走廊

上，仔细观察着自己亲手种下的青菜的

生长情况，班主任孙华伟则在一旁趁机

讲解种菜技术。

这样热闹又和谐的画面并非八（9）

班独有，而是上虞外国语学校推行“步

绿长廊”课程带来的新风景，也是学校

落实“双减”政策、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

生动实践。

在教学楼走廊里，每个教室门外都

有一个菜圃，由长长的花箱拼成，从教

室的前门一直排到后门，有的箱子里刚

播下种子，有的箱子里已经生机盎然。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师生们最牵挂的事

就是建设自家的菜园子。每当下课铃

声响起，学生们三三两两簇拥在花箱

边，认真讨论着如何让自己班级的菜园

子早日迎来大丰收。

“现在，学生们‘双减’多出来的时

间变得有事可做，而且做的是有意义的

事，能够促进他们的学业和心灵双丰

收。”九（9）班班主任王金凤表示，在建

设班级菜园子时，特地邀请了擅长种植

的家长前来指导，充分发挥了家校共建

的作用。学生在经过培训后展开小组

合作，实施种植和管理。目前，他们已

经撒下了白菜、芹菜、香菜等种子。前

来指导的家长说：“别看孩子在家不太

愿意动，没想到对在学校里种菜还有这

么高的兴趣和热情。”他认为，学校找对

了方式，劳动实践不仅陶冶情操、舒缓

压力，更是一种别样的生命教育。

据学校副校长王丽萍介绍，“步绿长

廊”课程充分利用学校教学楼2.6米宽的

走廊进行实用、直接和贴近生活的劳动

实践教育，让学生在“知稼穑之不易”的

同时了解节气、农时等生活常识。“而

‘双减’政策的实施，为这一课程的推广

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后期我们也会建

立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和实施策略，充

分发挥菜园子的劳动功能、育人功能和

评价功能，促进多学科融合，调动各科

老师参与活动，如将种植日志与语文写

作联系，将果蔬基地写生与美术结合，将

观察生长过程与科学学科结合等。”

教室门口建起菜园子
绍兴市上虞外国语学校用一条“步绿长廊”助推“双减”

“唱”好家庭教育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妈妈合唱团”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麻彬彬）调整气息、学习正

确的发声方法、练习合唱曲目……近日，杭州市

娃哈哈小学“妈妈合唱团”正式成立，40多个妈妈

齐聚博雅剧场共同参与“妈妈合唱团”成立仪式，

并开展了首次培训活动。

据悉，“妈妈合唱团”是“双减”之下，娃哈哈

小学为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闲暇时间，以自身良

好修养熏陶孩子推出的新举措，也是学校家庭教

育的一张新名片。在成立仪式上，德育处主任黎

霞君介绍了“妈妈合唱团”的活动章程，并勉励大

家坚持不懈地参与合唱团的训练，让艺术照亮生

活，带领孩子共同学习与成长，让自己在孩子心

中闪闪发光。

“学校希望在帮助家长提高艺术修养的同

时，创设更多学习分享的平台，也增加家长的育

儿经验，提高养育水平。”校长傅颂九提到，合唱

团的各项活动应该是开放的，要能够吸纳各个团

员的想法与建议，让其真正成为家校沟通的桥

梁，提升素养的载体，分享经验的阵地。

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纪念日。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小学开展听
抗美援朝老兵讲故事、给抗美援朝烈士墓敬献花圈、画抗美援朝主题
宣传画等一系列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学生心中。图为学生们
正在认真聆听抗美援朝老兵王振江讲述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感受
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本报通讯员 连旭敏 摄）

忆往昔 传薪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