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2.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177号

校园视窗 责任编辑：张纯纯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100

E-mail：jcjyb4@163.com4 2022年3月22日 星期二

本报讯（通讯员 乌
雯雯）“毕业前还没跟校

长好好聊聊……”前段时

间，宁波市奉化区武岭小

学校长裘松杰收到了200

多封六年级学生的亲笔

信。这是他与学生们一

次特别的“约会”后收到

的“礼物”。在信中，学生

们纷纷吐露心声，向校长

描绘了自己毕业前的“小

心愿”，并对学校工作提

出了“小建议”。在裘松

杰看来，学生们的这些

“小心愿”“小建议”非常

可爱，也很真诚。

604班毛宁欣表示，

很喜欢校长跟他们一起

聊冬奥、聊生活，感觉很

放松、很亲切，希望今后

能跟校长多多互动。她

在信里写下了自己的梦

想：“我想成为一名语文

老师，浙江师范大学是我

的理想大学。我想在成

为一名出色的语文老师

后回母校教书，为母校绽

放光彩助一把力。”602

班陈爱蓉的想法则很简

单，她希望在毕业前能不

留遗憾，很期待“六一”儿

童节和春游活动，“想在

最后一学期里在食堂吃

到‘蚂蚁上树’、炸鸡腿，

还想多吃年糕汤、蛋炒

饭”。603 班徐欢欢说，

学校里有很多“艺术天

才”，建议可以建立更多

艺术小团队，全部由学生

自主管理，既能发现人

才，又能培养同学们的管

理能力。

“当我收到200多封

来信时，内心无比激动！”

裘松杰表示，这是他生平

第一次一次性收到这么

多学生来信。每到课余

时间，他都是迫不及待地

赶回办公室拆读学生来信，一边记录，一边

思考，常常被信中天真、赤诚的话语打动。

他将学生们的建议、心愿梳理成一份清单，

以此为基础给学生们回信。

一周后，六年级的教室里再次沸腾起来，

大家欢呼着“校长给我们回信了”。信中，裘

松杰诚挚地感谢了学生们的信任，感谢大家

愿意敞开心扉和他说心里话。他回应了来信

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和心愿，承诺今后将更加

关注“五育”并举，更加注重大家良好行为习

惯的培养，更加重视体育锻炼和休息营养，

更加关注大家的社会适应和健康成长。

“‘双减’背景下，希望能‘问计于童、问需

于童’。”裘松杰说，“通过书信来往能更深入地

了解学生们的内心世界，满足他们的需求。”

除书信来往外，裘松杰还与10多名六年

级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

法与建议。“我们的学生对学校生活有美好

的憧憬。他们的收获与喜悦、烦恼与忧伤、

愿望和建议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裘松杰介

绍，根据学生的建议和需求，学校对相关工

作进行了优化，学校食堂已经试行了点餐

制，上周学生们如愿吃到了炸鸡腿。相关部

门也正在策划丰富的活动，如足球嘉年华、

春游研学等，力争使活动更贴近学生的需

求。学校也计划将书信交流和面对面座谈等

相关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助力“双减”工作

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江 晨

“要成为什么样的班主任？”“要培

养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德育工作

才是好的德育工作？”……像这样的问

题，自从教以来，温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方海东一直在思考。

他试着给出自己的解题思路：赋予

班级一个独特的名称，制定一套发展目

标体系，每天写1000字以上的文章，为

学生写成长记录……不追求名利，就

这样保持一颗初心，26年的从教时光，

方海东在坚持的路上收获了许多肯

定。在前不久公布的2021年全国中

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

经验名单上，方海东就位列其中。

然而荣誉并没有让他停止对教育

的思考。方海东说，希望自己是更新变

化的，要努力超越从前的自己。他一直

践行这样的理念，让他的学生们感受到

“他们遇到的都是最好的方老师”。有

意思的是，“最好的方老师”与每一届学

生的故事，总会以一个相同的问题开

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班级建设打造归属感：
教育路上师生共成长

“他们班的学生很自觉、很努力，班

级氛围挺好的。走过他们班，学生们的

专注和坚定是一道风景。”这是学校好

多人对方海东带的“石心班”的评价。

2019年9月，方海东成为一班的班

主任。当他习惯性地向一群新生发问

后，他在所有的回答中捕捉到了“共通

之处”。“每一个学生的回答都蕴含着他

们渴望获得的一种品质，比如学生说想

成为袁隆平那样的人，那他其实是想成

为一个有责任心、乐于奉献的人。所以

当他们说完后，我都会再问一句，‘你是

不是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方海东善于将不同

的回答“合并同类项”，“石心班”也正是

从学生们的回答中挑选出来的最符合

班级气质的名称。

“石心班”有着完整的发展目标体

系，每一年都有一份相对应的“班级成

长套餐包”，里面规划了每个阶段的任

务。“‘石心班’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构

建一个真实的自我。我们结合‘五育’，

定下坚定、坚韧、坚持、坚毅、坚强5个

角度，并分解为20个品质。同时将3

年发展作为‘养石’的过程，并期待‘养

石为玉’。”方海东介绍，班级建设旨在

品质培养，培养方式采用“因材自教”，

即以学生为主，教师引领，选择成长资

源，实现自我教育。

于是，“石心班”的学生每周都会写

一张便利贴，贴在一个名为“点赞石心”

的区域，将目光从关注分数转向关注成

长品质，畅所欲言；只要手握班级货币

“石心币”，学生就可在每月一次的“投

标”中选择座位，此外还有20多种消费

项目供他们选择；班门口贴有一张“入

门宝典”，上面写着进入班级后要如何

做、如何与人相处等秘籍……做好班级

建设，培养集体归属感，方海东在“石心

班”倾注自己的教育理念。

其实，在“石心班”之前，方海东还带

过“飞扬班”“青石班”“追光班”等，班名

也都是从学生们的回答中总结而来。“一

路走来，透过班名也可以看见，我对教育

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方海东说，此前，他

会引导学生要如何做，目标是成为更好

的自己，而到了“石心班”，目标则变成了

“成就一个真实的自己”。“教育是师生共

同成长的生命历程。不设限，才有更多

可能。”方海东说。

培养学生个体价值感：
越努力真的越幸运

梁亦鑫永远不会忘记2021年4月

6日那天，他被方海东叫到跟前，让他

打开玻璃瓶，把里面的纸条按时间顺

序贴到黑板上。“3月11日，我看见梁

亦鑫同学上课非常专注。”“3月15日，

有同学表扬梁亦鑫扫地扫得很干

净。”……二十几张纸条贴下来，梁亦

鑫的脸早已被泪水打湿。

纸条都是方海东写的。“当我发现

这个学生做事随便应付，上课走神，与

母亲关系比较僵时，我就一直在思考

到底是什么让他变成这样，如何让他

看到自己的价值。”2021年3月，方海

东默默开展了一个计划，他买了一个

玻璃瓶，规定自己每天发现梁亦鑫的

一个优点并写在纸条上，这样坚持了

近一个月。“那天班会课，我让梁亦鑫

把纸条贴到黑板上，他一开始并没有

认真看，我摸摸他的头让他仔细看。

其实学生最需要的是获得关注，让他

知道有人在关心他。”方海东说，自那

以后，梁亦鑫整个人的状态都在向好

改变。

“石心班”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如

此。他们的感受都一样：初一到初三，

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班集体

中获得了一份安全感。这份安全感，有

一半来自方海东。

初一入校时，方海东就给每一个学

生拍了照片，这是他从带“飞扬班”开始

就保留下来的习惯。

方海东给自己布置任务，每个学

期拍5000张学生的照片。他还坚持

每天写1000字以上的文章，内容都是

学生的成长记录。在他看来，照片可

以留作纪念，也可以作为教育材料，而

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则可以反省并提升

自己，拉近自己与学生的距离。“等他

们中考结束后，我再给他们每人拍一

张，然后做成视频，在毕业会上放给他

们看。”方海东笑着说。

此外，方海东把货币概念引入班级

管理。班级内所有的评价标准不再只

有成绩，学生的所有表现都可以转化为

货币，所以他的学生们对“越努力越幸

运”这句话深信不疑。在上一届“追光

班”中，有个学生通过班级货币成为“追

光首富”。该学生给方海东写了一封

信：在“追光班”，如果没有钱怎么办，你

可以通过刷题、做错题、当课代表等方

法去赚钱……巧的是，这样的方法在如

今的“石心班”也同样适用。

“我一直相信，好的教师成就好的

教育。我也很享受在我的帮助下学生

向好改变的成就感。他们的眼里不能

只有成绩，还应该有更多有意思的事

情。”方海东坚信，打动人的教育是看到

了人的成长，学习是人成长的一部分，

是载体，努力才是目的。

追求教育的幸福感：
用逻辑厘清问题探寻本质

在方海东家中，除了教育类书籍，

还有不少是企业管理、心理学、哲学、人

物传记一类的书籍。他说他喜欢跨界

去探寻问题的本质，然后沉淀自己对教

育的理解。这仿佛应了那句：跳出来

看，往往能看到更多。

这样一来，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

以引起方海东的思考。比如星巴克的

环境布置让人产生舒适感，由此他引申

到作为班主任，如何尽可能地满足学生

的需求，让他们产生舒适感。“我愿意用

专业的方式去思考，生活中也有很多细

节能给我启发。”

在构建班级特色之初，方海东的

脑中已有一个大致框架：目的、目标、

任务要求、安排等。“不论是做事还是

看问题，我们都需要用逻辑厘清问

题，比如从宏观到微观、从是什么到

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方海东也

会调侃，自己是教历史与社会的，在

看历史事实的时候，会从背景、经过、

评价、影响等维度去看，在思考是什

么导致学生出现问题时，也就是在思

考其“背景”。

对方海东而言，看懂问题比解决问

题更重要。他用此前在台州看到的学

生举例：学生写作业时手腕向内弯曲，

所以写作业速度很慢，但这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呢？他分析道：学生弯着手写，

是很不舒服的，而他之所以选择了不舒

服的方式，是因为感受到了压力，缺乏

安全感。“解决问题很简单，前提是你要

看懂问题。”方海东说。

当然，这样的方海东也并非一天

炼成的，他喜欢将功夫下在平时。因

为女儿现在也在自己的“石心班”里，

他所思考的教育，融合了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作为父亲，从去年到现在，

我给女儿写了131篇日志，我想通过

日常记录发现她的成长。作为班主

任，我现在还在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

专业能力，在学生往前走的路上帮他

们一把。帮助到别人，是一件让人感

到幸福的事情。”

时光飞逝，“养石”之路走向尾声。

“石心班”内书声琅琅，学生们期待着自

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而在“石心

班”外，“‘双减’背景下，如何让学生学

得更合理？”“学生的规划性培养能否再

进一步？”……方海东又开始思考了。

□本报通讯员 方琼雅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缠花

课专属的上课铃声响起，台州市黄岩区

屿头小学的学生们带着自己的百宝箱

早已在专属教室里做好准备。他们小

心翼翼地剪着，仔仔细细地绕着，认认

真真地拼着，五颜六色的丝线成了他们

手中的“生命线”，栩栩如生的花朵、惟

妙惟肖的小动物……在他们的手下慢

慢诞生。

“参加缠花课程，我不仅可以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靠自己的双手

把我们每天见到的花草树木和小动物们

都创作出来。”六年级学生金欣怡说。

为更好地推进“非遗文化进校

园”，作为屿头小学的特色课程之一，

缠花课程多年来一直在高年级段以

一周一节的频率开展。“双减”政策落

地后，学校认为这是让更多学生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便将学

员范围普及到中、低年级段。目前，学

校的课后托管服务就分为基本服务时

段和缠花课程时段。基本服务时段由

任课教师辅导学生完成作业，为学生

答疑解惑；缠花课程时段，则分为“初

识缠花”“制作缠花”“缠花展览”三个

阶段。

为了让各个年级段的学生都能更好

地适应缠花课程，在浙江省剪纸艺会会

长沈雷和原创缠花手工艺人徐如意的

支持下，学校自主编写了校本教材《非

遗进校园——缠花入门》，教材分为初

识缠花和简单款、进阶款、创新款缠花

作品的制作四个部分，供不同水平学生

学习使用。

美术教师钱路南介绍，每个年级段

的缠花课程教学内容不同，教师根据学

情进行设计，创作内容主要以花草、动

物为主，从易到难、由简到繁，因材施

教，“学校开设缠花课程，就是为了让山

里的孩子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欣赏美、

创造美”。

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钱路南将他

们分成几个小组。六年级的女生已经

可以单独制作作品，分别成为每个小组

的组长，负责缠花主要步骤的制作，以

及辅导技能较为薄弱的同学。

“这种以一带三的模式，既锻炼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团队

合作能力。”副校长吴福斌表示，学校还

为缠花课程搭建了专门的展示平台。

“你看，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快

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做的。”校园里，

“缠花小小传承人”竞相介绍着自己的

作品，恨不得把自己的创作秘诀倾囊相

授。除了线下的校园展览，屿头小学官

方微信公众号也对学生的作品进行了

收集、整理及展示。“我们不仅要让学生

欣赏到精美的作品，也要让更多的家长

了解孩子学习缠花的成果，见证他们的

成长。”德育处主任张奕烨说。

“孩子回到家之后还会教我怎么做

缠花呢！她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

开朗了。”金欣怡家长很是高兴，在她看

来，“双减”政策不仅减轻了孩子的学习

负担，让孩子掌握了一门手艺，也让孩

子实现了更全面的发展。

“他们遇到的都是最好的方老师”
——记温州市第二中学教师方海东的“养石成玉”之路

缠出一朵“双减”之花
台州市黄岩区屿头小学将非遗文化融入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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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满园，东阳市实验幼儿园种植园里
的萝卜、青菜、花菜都开花了。幼儿们带着放
大镜纷纷来到此处探秘，比较植物间不同的
生长习性，感受春天带来的美好。据悉，该园
秉承“灵动童心，雅润童年”的课程理念，鼓励
幼儿们亲近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游戏、
学习。

（本报通讯员 单了了 摄）

“同学们，你们知道油菜花什么时候进入开花期
吗？它的生长过程又是怎样的？……”近日，常山县芳
村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李丽在自家门口的田间，通过直
播的方式，向她的学生们讲解油菜花的生长过程。受疫
情影响，芳村镇中心小学不少师生“转战”线上教学。“像
这样的户外教学，生动易懂，学生们上课的兴趣更高
了。”李丽说。

（本报通讯员 郭 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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