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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言 宏 朱诗琪

“学颜乌之孝，践孝义之道。”

近日，义乌市苏溪镇初级中

学八年级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来

到颜乌葬父故事的发生地颜坞

村，上了一堂生动的《知孝行义》

课。805班学生伍文嘉在参观完

孝德楼和非遗馆后，在留言册上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播种：孝义故里的德育课程
“以前我没有听过颜乌葬父

的故事，更不知道这个故事就发生

在这里。”伍文嘉幼时随父母从湖

南来到苏溪镇，虽然早就把这里当

成了“第二故乡”，但是对于苏溪

镇的历史和典故，她是通过校本

课程和本次活动才有所了解。

苏溪镇是一个工业强镇，拥

有省级工业园区和6400余家企

业，镇上流动人口近15万，是本地

人口的3倍。在苏溪镇中，外地学

生占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怎

样让这么多外地学生对苏溪镇有

认同感，同时让学生对义乌重商

重义的特色有所了解，培养出有

高尚品德、有学识抱负、有责任担

当的新时代少年，成为校长杨旭

升任职后首要考虑的问题。

杨旭升很快找到了答案：根

植本土资源，做“孝义”特色的

德育。

除了工业强镇，苏溪镇还是

孝义故里——古代孝子颜乌的故

乡。颜乌赤手刨土筑坟葬父，引

来乌鸦衔土相助的故事在义乌流

传千年，苏溪镇上的三联村是颜

乌后裔的聚居地，村内建有孝德

楼、孝子亭、颜孝子碑，加上当地

企业展现出的义举，苏溪镇有大

量孝义资源可供挖掘。

有了想法后，杨旭升立即召

集骨干教师组成校本课程编写

组，经过半年的走访调查、资料

收集，一本满载孝义故事、图文

并茂的校本读本《知孝行义》诞

生了。了解孝义的古今发展史，

科学理性地看待孝义行为；探究

孝义名人和义乌文化底蕴，切身

感受孝义精神；从自身出发，在

生活、学习中践行孝义，知道个

人努力的方向。校本课程编写组

成员应利萍介绍，读本针对不同

年段设置了不同的课程目标和课

程内容，让学生循序渐进地了解

孝义文化。

发芽：焕然一新的德育阵地
9月开学第一天，学校的变化

让八年级学生吴逸晨眼前一亮：原

本杂乱的灌木丛被三色文化长廊

取代，空荡荡的操场看台装饰了

“孝”字书法，道路两旁的石头印上

了孝义名言，花坛里多了康乃馨

等具有孝义象征意义的植物……

走在校园里，处处能感受到孝义文

化的气息。

课间，吴逸晨和同学最常去

的是三色文化长廊。长廊以红、

橙、蓝3种颜色划分区域，分别对

应着爱国主义教育、孝义文化、

职业生涯规划3个主题。步入红

色长廊，“中国精神”的展板上展

示着红船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女排精神等的解说词，配上

手举冲锋号的雕塑，形象而生

动；走进橙色长廊，左右两排大

型拨浪鼓上印有“陈望道的大

义”“义乌兵的侠义”“王选的道

义”等本土孝义故事；来到蓝色

长廊，学生对不同职业的理解及

对未来的展望被粘贴在墙，振奋

人心。“实物和景观能给学生直

观的感知，因此，我们让学校的

每一面墙壁和每一块石头都会

说话，成为育人的阵地。”这是杨

旭升改造校园环境的初衷。

让805班学生鲍雨欣感到惊

喜的是，她在假期里帮父母做家

务的照片赫然出现在“身边的孝

义”照片墙上。为家人做饭、看护

老人、陪父母出游……杨旭升表

示，通过照片墙展示学生身边的

孝义榜样，这种直接的肯定和无

声的提倡方式受到学生的欢迎。

开花：特色活动促家校共育
暑假时，随录取通知书一同

来到七年级新生怀恩常手中的，

还有一张作业单，其中有一项是：

体验一天义乌商人的生活，了解

身边的“义商”故事。

因为这份特殊的新生作业，

怀恩常体验了一天电商工作，了

解了报单、取货、填单等流程，也

感受到了父母创业的不易，更是

对“义商”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他说：“听完爸爸10多年的创业故

事，我知道了生意之中的人生道

理，比如诚信赢天下，报了价就不

能加价，签了约就不能违约。”

家长也看到了孩子的变化。

怀恩常的父母就觉得孩子在一天

的体验后变得“更懂事，更贴心，

更懂得照顾人了”。更为欣喜的

还有学校教师，应利萍说学生的

反馈超乎她的想象，“他们找到了

我们找不到的本土孝义故事”。

她打算对学生收集到的故事进行

筛选加工，更新到校本读本中。

寻家谱探兴衰的寻根之旅、

访“义商”寻义行的追义之旅、打

卡颜坞村深挖孝义之旅……更多

围绕孝义的活动在校内外开展。

学校团委还成立了孝义志愿服务

小分队，积极开展各项孝义服务

活动，比如在重阳节走进养老院、

一日行孝、孝义演讲比赛等。“我

们希望以活动为载体，变信念为

行动，真正提升德育效果。”副校

长陈雄斌说。

据悉，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

一本小册子，每次参加活动都可

以记录在册并到团委盖章，从而

获得积分，累积到一定分数后就

可以成为“孝义少年”，作为学校

各项评奖评优的前置条件。除了

“孝义少年”，学校每学年还进行

星级少年、四好少年、最美家庭等

评选。杨旭升表示，学校的德育

工作将始终立足学生的终身发

展，“让他们以孝义为舟，直挂云

帆济沧海”。

□本报记者 江 晨
通讯员 陈 龙

竹筏、塑料船、小木船……前不

久，江山市石门小学上演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百舸争流”项目化挑战

赛。六年级学生乘坐着用各种材料

亲手制成的载人小船，下水展开比

拼。现场不仅测试了小船下水后的

各项性能，还对各艘小船在水里的

划行速度进行了比较，好不热闹。

学生亲手造小船
本次挑战赛源于学生们在暑

假里的科学动手作业：利用所学知

识自制一艘可载2人、长度至少1

米的小船。学生可自行选择材料，

绘制设计图并制作实体模型。

要完成这项作业可不容易。

在学校下发的作品评价表上，小船

的评价标准涉及渗水性、坚固性、

稳定性、载重量、美观性、耗材量等

方面，要求小船在一定时间内船身

不渗水，牢固不易变形，在水中不

左右倾斜、不侧翻，制作工艺良好、

外形美观等。“造船”成了学生们这

个假期的关键词。

学生张江龙制造了一艘形似

乌篷船的小船：以竹子为原材料，

用铁丝打孔固定，再用胶带捆住泡

沫板，铺上银色的防水纸，套上迷

彩布后便制作完成了。张江龙给

它起名“红领巾2号”，别看小船外

形简单，却是经过反复修改的。在

设计阶段，张江龙就几易其稿，没

想到做出的小船下水后只能承载1

人。于是，张江龙再次调整设计，

去掉扶手，拓宽船体，终于，小船可

以承载2人。整个过程，他的爸爸

一直陪伴左右，一起砍竹子，一起

制作船体，增进了亲子感情。

学习成果赛出来
开学后，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将

自己的作品带到学校展示，有的是

小船模型，有的是实体船。怎样检

验这些船能否载人航行呢？科学组

教师提议举办挑战赛。学校十分支

持，与石门初级中学协商借用该校

游泳池作为挑战赛的举办场地。

比赛当天，学生们带着自己的

小船来到赛场。他们坐上小船，

拿起船桨，需要从泳池这一边划

到对岸。下水后，有的船稳定性

不够，侧翻了；有的船载重不行，

沉没了；有的船密封性不好，不断

有水渗进来……当然，也有船承受

住了种种考验，成功来到对岸。

其中，“红领巾2号”凭借着各项指

标的出色表现获得一等奖，张江

龙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赛

后，各班举行了造船经验交流会，

学生们踊跃发言，分享了不少宝

贵经验。

副校长朱可静表示，除了载人

船制作，学校还举办过折纸船、动

力小船、月球模型制作、“水火箭”

发射等项目化活动，这类活动可

以很好地让学生们将理论知识和

生活实践联系起来，推进科学教

育。近期，学校还与江山市博物

馆合作推出关于岩石和土壤的科

普课程，涵盖矿石、恐龙化石、古

窑瓷器、火龙果种植等充满江山

本地特色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外国留学生体验非遗之旅

本报讯（通讯员 陈峥峥 叶走霄）10月19日，金华市

第一中等职业学校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浙江师范大

学工学院的留学生，他们走进学校的智者瓷社，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

在智者瓷社，留学生们参观了婺州窑陶艺作品，聆听了

婺州窑的发展历史。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宋晓红带领社团成

员，耐心地指导留学生们学习陶艺制作。留学生们争先恐

后地向“小老师”请教拉坯的诀窍，练习拉坯；在捏塑、堆塑

过程中，有的成功捏塑花朵，有的顺利堆塑小房子。有趣

的体验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收到学校精心准备的

陶瓷小礼品，留学生们纷纷表示希望有更多机会体验中华

传统文化。

此次活动正逢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学校党

委书记吴文军表示，作为金华市示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教学基地，学校将继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非遗传承

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在传承与创新中追求新突破，向世界讲

述中国非遗好故事。

10月19日，长兴县大自然幼儿园举办了秋收趣味运动
会。幼儿和家长一起参加了趣味小推车、抬抬乐接力跑等多
项以“秋收”为主题的活动。活动激发了幼儿对秋收的兴趣，
提升了他们的运动技能，促进了家园共建，进一步实现“玩中
学、学中乐、乐中长”的理念。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携手科学家守护水乡蓝色

本报讯（通讯员 陈 超）日前，20余名中外女科学家

来到绍兴市上虞区参加女海洋科学家论坛。借此机会，上

虞区实验小学邀请科学家与学生一起，在美丽的曹娥江畔，

共同开展“守护蓝色星球——水乡保护”科普公益活动。

在游览了曹娥江“一江两岸”秀美风光后，学生们在科学

家的指导下，分组开展水质监测。采集水样，用水质测试仪

检测指标，给水质采样瓶贴上标签……学生们化身“小科学

家”，沉浸式体验水质监测全过程，切实感受科学工作的严

谨。在皂李湖十七孔桥边的候鸟及野鸟保护展区，科学家和

学生们共同参观鸟类摄影展，参与知识竞答和写生作画，一

起描绘旖旎的湖光山色。

“我们都是浪花里的一滴水，无数滴水汇聚成澎湃汹涌

的浪涛，才有波澜壮阔的大海！”活动最后，科学家与学生们

共同发出倡议，号召人们加入到环保行动中来，共同守护蓝

色星球，共享绿色美好未来。

10月17日，遂昌县金岸中
心幼儿园的大灶台“开灶”了，幼
儿们围着土灶烧火，翻炒栗子，
忙得不亦乐乎。通过本次活动，
幼儿们不仅品尝到了秋天的美
味，也学到了生活技能。
（本报通讯员 韦 薇 摄）

秋日板栗香

在“孝义”的土壤中开出花
义乌市苏溪镇初级中学扎根本土文化开展特色德育

江山市石门小学：自制载人船 百舸竞争流

衢州第二中学：
“校友院士馆”传承科学家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范少杰）“这是顾凤龙院士用过的铝饭

盒。”“原来院士们在高中时成绩就这么好！”10月 22日上

午，衢州第二中学院士馆揭幕，师生们带着好奇走进馆内，了

解院士的故事。

建校70年来，衢州二中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丰昌、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树成、国际欧亚

科学院院士赵南明、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顾凤龙、俄

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刘雪松等6名院士校友。

这些院士校友关心学校科普和科技创新工作，多次抽出

宝贵的时间通过网络直播、返校开设讲座、与学生座谈等方

式积极开展科普教育，助力学校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帮

助学校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

年。就在10月19日，吴云东、马於光、方维海、张东辉等中

国科学院院士进校举行了讲座。院士们的到来，在校园内引

起了“科学追星潮”。

新落成的院士馆内陈设了记录院士们成长故事和科学

故事的老物件、书籍、媒体报道、题字等实物近百件。学校党

委书记翁胜华表示，该馆有助于学生更直观地感受院士们的

勤奋努力及立志报国的精神，进一步讲好科学家故事、弘扬

科学家精神，为学生树立精神榜样，涵养家国情怀和责任担

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