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
我和图书共“长高”

本报讯（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吕小英）“去年身高

144厘米，书高150厘米；今年身高150厘米，书高200厘

米。”这几天，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的家校联系群里格

外热闹，学生家长纷纷发来孩子和图书一起量“身高”的

照片。

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校一年一度的读书月

活动于3月底拉开了帷幕，“我与图书比身高”是其中一项

“固定节目”。学生们个个都跃跃欲试，在家庭书房里将

自己从去年4月开始读过的课外书一本本摞起来，让家长

帮忙测量自己和书的“身高”。“我现在的身高是135厘

米，读过的课外书一共是286本，高320厘米。”三（7）班学

生林文骁说，“我要不断增加书的高度，要让书的高度是

我身高的3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不少父母也加入了“我与图书

比身高”活动，晒出自己与图书比高的照片，家庭阅读氛

围日渐浓厚。

“书有多高，未来的道路就有多宽广。”校长邵建刚表

示，学校将持续推动课外阅读，让学生用书籍丈量世界，

领略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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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乌篷船是绍兴酒运到码头

的重要工具。”“纤道和避塘供船

只躲避风浪。”……说起绍兴黄酒

的历史，浙江师范大学附属绍兴

镜湖小学学生袁子龙侃侃而谈。

今年寒假，学校和绍兴黄酒小镇

合作推出劳动研学课程。通过这

一课程，袁子龙和同学一起深入

地了解了绍兴黄酒与大运河的深

厚渊源。

近年来，绍兴镜湖小学积极

探索与校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合

作开展劳动教育，努力推动劳动

教育走实走深，打造沉浸式的劳

动研学新样态。

向研学基地要资源
4年前，赵建英调至该校任

副校长。她敏锐地意识到，要在

场地和设备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

开展劳动教育，需要联动校外的

优质资源。于是，她主动联系当

地企业和高校，尝试在学校开设

“小小建筑家”劳动课。从学习建

筑知识、走进建筑企业参观、搭建

房屋模型，到在校园里真正建起

一座木屋，学生们体验到了前所

未有的劳动成就感。

“小小建筑家”课程的成功让

学校尝到了甜头。为了丰富学生

的劳动实践活动，学校从去年年

初开始计划围绕越地文化，联合

更多校外资源，开发系列劳动教

育课程。这时，绍兴黄酒小镇研

学项目负责人胡雪薇主动联系学

校。原来，此时的黄酒小镇研学

基地也正在开发劳动研学课程，

但由于缺乏教育专业知识的指

导，他们设计的研学课程实操性

不强，无法切中学生的兴趣点，想

要寻求学校的帮助。双方一拍即

合，决定以黄酒为主题，成立研学

项目联络组，共同开发传统工艺

与手工制作劳动研学课程。

2023年4月12日，经过两三

个月的交流、打磨、试课，校基合作

开发的第一个劳动研学课程——

“研千年黄酒，存状元鸿志”正式

开课。当天，在越城区教育局的

推动下，学校和黄酒小镇研学基

地也正式建立起联动合作关系，

成为研学共建单位。

参与过这项课程的学生李晟

睿清楚地记得，在这一课程的学

习中，自己前后一共参加了6项

实践活动。在“解密绍酒四兄弟”

活动中，他亲手做了酒精度测试

实验，解密“元红”“加饭”“善酿”

“香雪”这4种绍兴黄酒的分类依

据；在“酒器中的绍酒魂”活动中，

他通过“识酒器”感受古人的制作

技艺和审美情趣，通过“说酒话”

来体验绍兴的民风民俗；在“小镇

封存状元梦”活动中，他聆听酿酒

师傅讲解八步酿酒法，亲手封存

了一坛带着自制梦想卡的“状元

红”……“原来绍兴黄酒中蕴含着

这么多知识，我为家乡文化感到

自豪。”李晟睿说。

做深做实劳动研学
“研千年黄酒，存状元鸿志”

劳动研学课程结束之后，李晟睿

的爸爸收到儿子亲手制作的健

康饮酒提示卡。他欣慰地说：

“这样的劳动研学课让孩子在真

实的场景中真正学到了知识，很

有意义。”

学生喜欢，家长支持，学校相

继牵手不同的劳动研学基地，开

发了多项课程：与“平水相逢”生

态园劳动基地合作研发“陆游诗

宴”课程，让学生在浙东唐诗之路

上的重要地点——平水，探究陆

游诗词中的美食文化，认识并采

摘诗词中的蔬菜，以诗词为灵感

烹饪美食；与柯桥区齐贤街道村

史馆合作开发“探乡村振兴之道”

课程，让学生访名士贤人、做石

艺、体验“直播带货”……

这些劳动研学课的成功离不

开教师们的反复试课。“为了让劳

动研学做实做深，每门课正式发

布之前，我们都会试课3次以上，

每次试课都会改进一些细节。”五

年级教师王萍说。她负责“小镇

封存状元梦”一课，在一次试课

中，她发现封坛的泥和水配比不

太对，泥和得太稀了影响封坛效

果，便找到基地教师商量如何控

制好水量。在她看来，一堂劳动

研学课的成功离不开研学基地工

作人员的配合。

“和学校一同开发的两项劳

动研学课程好评度很高，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基地的知名

度，是一项双赢的选择。”胡雪薇

表示，仅春节期间，黄酒小镇研学

基地的封坛课程就有超过4000

人体验，参加小队活动的人数超

过2000人。

□本报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张 萍

3月20日午休时间，悠扬的音符

从学校图书馆2楼的“少年我心”学生

辅导中心飘出。不像是成首的曲子，

也非断断续续的旋律，看来辅导中心

又被学生“占据”了……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

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自2016年

建校开始，学校就从顶层设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以“少年我心”为品牌，扎

实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本学期，

学校新增的音乐疗愈空间成为学生心

目中的新晋热门打卡点。

打造音乐疗愈空间
25平方米的音乐疗愈空间里，尤

克里里、空灵鼓、碰铃、羊皮沙鼓、果实

手摇铃、椰子鼓……琳琅满目的小型

乐器整齐地摆放在一边，地上铺着柔

软的地毯，上面散落摆放着三五蒲团，

供人盘腿小憩。

为何会开设这样一个音乐空

间？音乐教师张琪月告诉记者，学校

有着全员心育的氛围，面对处在青春

叛逆期的学生，她发现通过音乐与他

们交流，有奇妙的效果。“选择心仪的

乐器敲击低吟，彼此倾听。在叮咚的

音符声中，情绪能够得到舒缓，心灵间

的距离也更近了。”张琪月介绍，有了

用音乐去穿透心灵壁垒的念头后，她

主动找到学校的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一起策划音乐心理疗愈课程。

两名教师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

反复推敲理论基础，挑选合适的乐器，

设计布置环境，形成音乐疗愈课程。

内容包含接受式与再创造式两种音乐

疗愈方法。前来体验的学生可通过专

门根据其需求定制的音乐放松、音乐

想象体验，或参与创造性地演唱演奏，

放松身心，舒缓压力。课程惠及班级

心理委员、重点关注学生，还有辛苦工

作的教师们。

“我喜欢雨棍的声音。自己敲击

出曲调时，心中有成就感；听别人敲的

时候，又感觉心情舒畅……”参加音乐

疗愈课程的学生描述起课堂体验时，

眼里透出愉悦的光。

持续开办心理电台
早在2020年年初，为了将学校心

育工作延伸到家庭的最后一公里，“少

年我心”心理电台就已上线。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甚

至学生家长，纷纷化身主播，录制视

频。内容涵盖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

成长的困惑、亲子沟通方法、亲子陪伴

指导五大板块，每期时长5~10分钟，

方便学生及家长利用碎片化时间收

看、收听。

最受学生欢迎的，还是电台设置

的互动解答功能。不论是在亲子沟

通中遇到了问题，还是在校园生活中

遇到了烦恼，只要通过后台留言就能

获得主播专题解答的机会。

每天放学时，在校门口常常能看

到这样的场景：家长在等孩子的过程

中，手机里播放着心理电台的节目。

不少家长表示，这些节目他们一期不

落，当遇到家庭教育的困惑时，在电台

里总能找到合适的内容启发他们更好

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尝试更优质的沟

通模式。

据统计，电台节目至今已播出逾

百期，播放量逾万次。“我们将继续提

供专业的资源，建立有效的心理支持

系统，关注培养内生力量，为全校师生

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邱毓祎这样说。

图为学生在劳动研学基地浙东运河文化园化身“纤夫”，帮助船只靠岸。
（学校供图）

江山市峡口小学：
给家长布置家庭陪伴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吴晨鑫）近日，江山市峡口小学推

出了家庭陪伴活动，包括每天一刻钟倾听、每周一小时运

动、每月一星期由爸爸接送。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一刻钟倾听，是希望家长

通过面对面沟通、视频通话等多种方式，主动关心孩子的

生活、学习和情感需求，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每周一小时

运动，是倡议父母每周抽出一小时以上的时间，陪孩子一

起打球、跳绳、游泳、野外拓展等，在运动锻炼的同时，进

行情感交流，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学校还将每周

一定为“爸爸接送日”，爸爸每月接送应连续或累积达一

星期，也可以由亲子陪伴相对较少的一方家长接送，倡议

家长在接送途中与孩子交心谈话，培养亲子感情。

之所以推出这样的活动，是因为学校地处农村，不少

学生家长外出打工，学生成为留守儿童，亲子之间的沟通

不够充分。接下来，学校还将开展亲子运动会、友好家庭

摄影比赛、友好家庭评选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家长陪伴孩

子，助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学生在充满爱的

环境中健康成长。

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
成立“家长安全学校”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今年3月25日是第29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当天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成

立了“家长安全学校”。

据了解，“家长安全学校”有自己的“校长”“副校长”

和“辅导员”。他们是来自公安、消防、交通、卫生等青少

年安全教育相关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家长。担任首届

“家长安全学校”校长的是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分局上塘派

出所所长孙亦汇。现场，他直言正在思考如何“办学”，

“重点工作就是思考如何优化课程，甚至能贴合辖区其他

学校，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有效的安全教育可以减少80%以上的青少年意外

伤害事故。真实的社会生活是最有效的青少年安全教育

场景。家长是社会生活场景中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首

要主体。”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校长章汉平介绍，这是

创办“家长安全学校”3个最基本的立足点。

现场还公布了“家长安全学校”下一步将开展的三大

行动，即更有效地汇聚辖区内各种安全教育资源、深度研

发“家长安全学校”的校本课程、以家长为主体推进基于

现实生活场景的安全教育活动。其中校本课程行动，学

校将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与成长需要，科学设置

各阶段的安全教育课程，例如一年级学习“认识交通信

号”、三年级学习“遇到火灾怎么办”等，同时防溺水教育

将成为全年龄段学生的必修课。

成立仪式结束后，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还在校园

内为家长和学生们精心准备了一场安全教育现场展示和

体验互动活动，包含各种安全保障装备展览、各领域安全

知识竞答、消防逃生实景体验等项目。

清明节将至，3月29日下午，温岭市箬横镇中心小学
镇北校区组织了青团制作活动。艾草榨汁，揉进面团，包
入馅料……学生们在阵阵艾草香中了解传统习俗，感受
传统文化。图为来自附近社区的志愿者正在教学生辨认
艾草。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江文辉 摄）

“对焦要对准，角度可以低一点。”“背景拍得干净一
点。”近日，在余姚市梨洲小学操场边的花坛内，由学生
播种、养护的大片郁金香盛放。摄影社团的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拿着“长枪短炮”对着一株株艳丽的郁金香一
阵“猛拍”。

（本报通讯员 钱时森 邵嫚妮 摄）

声波里的心灵调频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妙招

我们的劳动课“秘籍”

Q：记者

A：浙江师范大学附属绍兴镜湖小学副校长

赵建英

Q：劳动研学基地这么多，学校要怎么挑
选合作对象呢？

A：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比如我校将主

题确定为“劳动+越地文化”，那么定位为国防

教育、安全教育的研学基地就不在我们考量的

范围内了。主题符合的劳动基地有很多，基地

的资质、设施设备、安全措施等也都是挑选时需

要考虑的。在符合标准的基地中，为了更好地

开展课程，我们倾向于选择配合意愿更强、文化

底蕴更深的展开合作。

Q：有了合作基地后，怎样开发有效的课程？
A：要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学校先要根

据本校学生的情况搭建课程的整体框架，设置

驱动型问题，再同劳动研学基地等合作方根据

现有资源设计具体方案。任何课程都是需要

打磨完善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试课”。这个

过程需要发挥基地的劳动实操的技术和经验，

不论是授课场地还是授课道具，都可以让他们

充分参与进来，进一步优化完善。

聚焦春天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绍兴镜湖小学：

打造沉浸式的劳动研学打造沉浸式的劳动研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