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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4月14日下午，乐清市东运河公

园望港书苑二楼东边小书房里座无虚

席。20多名家长和学生冒着小雨前

来，聆听乐清市第二中学数学教师叶

正茂分享阅读稻盛和夫《活法》一书的

感悟。

这是乐清二中和乐清市图书馆共

同开展的“望港荐书”系列阅读活动，

今年已举办了4期。“每次都由学校教

师作为分享人，以导读的形式面向社

会推荐优质书籍。”校长徐瞻松表示。

近年来，乐清二中以教师阅读团为核

心，通过课程、社团、论坛等形式带动

学生及其家长积极参与阅读，努力在

校内外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书香氛围。

教师自发建起乐读馆
“这是很温暖的一本书，提醒我们

坚持亲子共读，并且要用爱感染孩子去

阅读，让阅读不再是任务。”4月11日晚

9：30，没有晚自习的英语教师郑青青利

用难得的空闲时间读完了《幸福的种

子》一书后，在“二中乐读馆”微信群中

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2018年年初，为了方便分享阅读

体会、交流阅读信息，酷爱阅读的语文

教师蔡秀芝和张祥听邀请时任副校长

张建春一起，建立了微信群。而后，越

来越多的教师或自发或受邀加入其

中。蔡秀芝表示，之前大家都是自由

阅读，看完一本书后就在群里分享感

受，随着队伍的逐渐壮大，她开始定期

组织主题阅读，这支教师阅读队伍也

有了专属名称“乐读馆”。

与此同时，高中教师阅读时间不

足、阅读积极性不高、阅读内容单一等

问题逐渐浮现。为此，蔡秀芝会提供

主题阅读相应的纸质书和电子书，方

便成员各取所需；几名负责群内管理

的教师也会积极鼓励成员利用课余时

间完成阅读打卡。但仅靠教师的个人

力量很难解决全部问题。学校工会

了解情况后，积极从学校层面为教师

阅读提供支持。比如，每个上交读书

笔记的教师都可以自由选择一本想看

的书，由学校统一购买后发放，以激发

教师阅读的积极性。又比如，在主题

阅读中积极推荐教育专业经典、文学

艺术经典、心理健康教育等相关书籍，

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综合阅读。

就这样，随着阅读活动的高效

开展，乐读馆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

教师社团。目前，群内成员已超过

全校教师人数的一半，线下共读活

动举办超过30次，累计收获约40万

字的书评。

阅读习惯，从教师向学生传递
叶正茂是3年前加入乐读馆的。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过去她只阅读与

数学相关的书籍。自从当上班主任

后，她发现仅有数学专业知识是不够

的。于是，乐读馆成了叶正茂的“充电

站”。她积极参加群内活动，大量阅读

《盛年期心理学》《我心里有个小小人》

等心理学相关书籍，以期改进教育方

法。“我会引导学生区分事实和想法，

鼓励学生专注当下、追求内心热爱。”

随着阅读量的增长，加上在群内的交

流学习，叶正茂感到自己有了疏解学

生成长困惑的底气，处理班级事务也

更得心应手了。

真实感受到阅读给自己带来的改

变，叶正茂有了公诸同好的心态，开始

利用班会课在学生中推广阅读。叶正

茂会先公布主题阅读的书名，学生或

借阅或购买书籍通读一遍；接着，叶正

茂会把全书分为几个部分，学生以组

为单位领取精读章节的任务；最后，各

小组在班会课上进行阅读讨论、展示

和分享。

在乐清二中，像叶正茂这样利用

班会课开展师生共读的教师还有很

多。“每当看完一本让我深受触动的

书，我都会制作一个课件，在班会课上

向学生介绍这本书，并且和学生一起

阅读精彩片段。”政治教师方雪仙

说。在班会课上，她和学生共读《了

不起的我》，鼓励学生在接纳自我的

基础上勇敢尝试，突破人生瓶颈；在

《我不惧怕成为这样“强硬”的姑娘》

一书的阅读分享课上，她向学生介绍

了该书作者的学习方法；在阅读《考

试脑科学》后，她和学生一起总结学

习中的高效记忆法……

对于高二学生黄皓来说，每周五

下午的社团课是他的“充电”时间。从

小就热爱阅读的他，一进学校就加入

了奇疑阅读社。“在社团课上，语文老

师朱夏蔚会和我们一起挑选书籍，一

起阅读，然后带着我们一起讨论书里

的情节，教我们一些阅读技巧。”黄皓

透露。此外，学校也会不定期和奇疑

阅读社合作开设师生阅读论坛，邀请

20多名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参与阅

读指导。蔡秀芝介绍，每次论坛都会

由一名教师作为主讲人分享一本书

籍，开展跨学科阅读，并和学生交流阅

读感悟。目前奇疑阅读社已举办了20

多次论坛活动，覆盖1000余名学生。

梦想长廊读书角、乐读吧读书角、

王十朋及乡贤文学读书专柜……这些

分散在学校教学楼各区域的开放式阅

读空间，也成为师生共读的绝佳场

所。每到课间，总能看到师生在阅读

角随手拿起自己感兴趣的书，放松地

坐在椅子上读着。

“老师，您在看什么书呀？”“可以

给我们推荐一些类似的书吗？”……高

一地理教师兼班主任周泽威告诉记

者，每次有学生到他办公室，都会对他

书桌上摆着的一排社会科学类书籍感

到好奇，有的学生甚至会主动找他借

书。他说：“有时候，只是让学生注意

到老师在看书，就可以激发他们的阅

读热情。”

阅读氛围，从学校向家庭蔓延
“在这本书中能看到自己和孩子

的影子，它让我学会了内省。”“当孩子

生气时，我希望自己能静下来做一个

倾听者。”“感谢学校老师推荐了这本

照见心灵的疗愈之书。”……在今年3

月举行的家校共读活动上，对学校推

荐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

家长们反馈热烈，像这样的留言在阅

读打卡小程序上有330多条。

“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的重要一

环。我们想通过家校共读的方式引导

家长转变教育理念，助力学生自我成

长。”副校长郑克表示，为鼓励家长参

与阅读，学校组建了家校共读微信

群，从乐读馆共读书目中精心挑选适

合家长阅读的心理学、教育学书籍，

形成推荐书目，定期发布。班主任会

在家长群中发布家校共读活动信息，

感兴趣的家长均可加入。通过线上

交流、阅读打卡反馈、线下主题沙龙

等形式，家校共读的良好氛围逐渐形

成。目前，该校已吸引近千名家长参

与共读。

高一学生田思琪注意到，自从妈

妈参加了学校的阅读打卡活动，家里

的阅读氛围越来越浓了，“以前爱看网

文的父母开始看经典好书了。最近妈

妈还专门买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

生》的绘本，每天在睡前读给妹妹听”。

“在紧张忙碌的高中学习中，创设

必要的、合适的阅读平台和活动，可以

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多些书卷气，也能

给校园增添一些阅读氛围。”徐瞻松表

示，接下来，学校会通过拓展新型阅读

学习空间等方式深入营造书香校园氛

围，进一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用阅

读的力量滋养师生、家长的心灵。

乐清市第二中学：

书香之旅从教师开始
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
四方论坛聚焦亲子沟通

本报讯（通讯员 王 芳）4月25日，杭州市外语实

验小学举办了一场以“父母怎么说，孩子才会听”为主题

的心育四方论坛，专家、家长、教师、学生齐聚一堂，探讨

亲子沟通中的问题及应对技巧。

论坛从情景剧演绎开始。根据学生真实经历改编

的剧情，展现了学生与大人一样有着各种不同的情绪输

出。通过生动的表演引导，学生和家长的情绪都被带动

起来，开始换位思考。而后，论坛对话正式开启。

“我能理解父母对我们充满期待，但也希望父母能

够真正地倾听我们的心声。”学生代表畅谈了自己的心

理需求。“父母不能只操控情感而回避责任，不能强迫孩

子按照自己的期待去生活。”家长代表则从情景剧的剧

情和生活经历出发，表达了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心以

及“孩子不被倾听”这一现象的思考。针对学生与家长

的发言，教师们分享了在日常教育中如何关注学生心

理健康的经验，学校特邀的家庭教育研究专家也分析了

正确的沟通方式在良好亲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就如

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据了解，在学校日常的心理课堂上，不少教师都察

觉到一些家庭在亲子沟通中存在问题。学校便通过调

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收集了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家长关注度等方面的数据，还利用班会课开展了“爸

爸妈妈，我不想听你说”的主题讨论，鼓励学生打开心

扉，说出父母的哪些言语、行为令自己不开心。正是这

些数据、观点催生了此次心育四方论坛。校长罗嘉绮表

示，四方论坛的形式不仅促进了亲子之间的沟通，增强

了家校社三方合作，也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注入

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嘉兴市实验小学亚欧校区
上好“图书馆第一课”

本报讯（通讯员 徐宇浩）为了让学生亲近图书馆、用

好图书馆，4月23日，嘉兴市实验小学亚欧校区与嘉兴市图

书馆合作，组织一年级学生开展“图书馆第一课”体验活动。

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首先向学生们深入介绍了图书

馆相关专业知识，如分类号、索书号等，以及嘉兴市图书

馆的历史和规模，帮助学生们认识图书馆，方便他们更好

地借取书籍、利用图书馆资源进行阅读。

而后，市图书馆古籍部组织学生体验传统的雕版印

刷技术。用刷子蘸取颜料，在雕好的版片上涂刷均匀，接

着将一张宣纸覆盖在雕版上，拿一把鬃刷在纸背上刷过，

最后把宣纸揭下来，版片上的图文就清晰地印在了宣纸

上。经由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演示，学生们也尝试自己做

了起来，感受古人的智慧，体验雕版印刷的乐趣。

活动最后，学生们还来到了“汽车图书馆”。一辆装

满图书的神奇大巴车中，书架上的书本排列得整整齐齐，

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在书架前翻阅起各类图书，在知识的

海洋中遨游。

绍兴市上虞区鹤琴小学教育集团：
寻找家乡地名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倪志芬）“上虞的‘虞’，

就取自‘虞舜’。”“传说中祝英台的故乡就在上虞区丰惠镇

的祝家庄村。”“为纪念曹娥的孝节，人们在曹娥投江之处

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4月

23日，绍兴市上虞区鹤琴小学教育集团天香校区内，一群

小学生手持团扇，身着汉服，高声朗诵上虞地名文化，引

来附近居民与家长们啧啧称赞。

据悉，这是学校以“‘种’家乡，发心芽”为主题的校园

读书节的一部分。在“寻找地名”活动中，学校经过巧妙

的情景设置，将上虞20余个乡镇（街道）按照一镇一主

题、一街一演绎的形式进行展示。在百官街道、曹娥街道

展位，学生们分组比赛拼家乡版图，散乱的拼图碎片在学

生的巧手下一一复原；在崧厦街道展位，学生们在一把把

雨伞伞面上绘满了家乡美景；在谢塘镇展位前，学生们化

身书中角色，在谢晋剧场大方展示书籍内容……

“地名作为一种广泛而鲜活的文化符号，对它了解多

一些，也就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灿烂文明、悠久历史多一

重细腻而真切的感知，多一份深切而热烈的情感。”执行

校长任芳芳说。

日前，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中心小学台门校区的竹
园里冒出了不少毛笋。午休时间，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
下组队前来挖笋。据悉，这片5000多平方米的竹园平时
由学生培育管理，因此看到遍地的毛笋，大家都十分欣
喜，挖笋的劲头十足。这些毛笋制作成笋干后，将进行公
益售卖，所得资金用于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图为学生
们正在剥去笋壳，准备在清洗切片后进行晒制。

（本报通讯员 刘生国 林星雨 摄）

随着气温升高，近来正是水稻插秧的好时
节。日前，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小学学生来到寀
卢共享田园开展“插秧知农耕，劳动育新人”劳动
实践活动。脱去鞋袜、外套，挽起裤腿，踏入稻田，
在农民伯伯的指导下，学生们纷纷尝试插秧，体验
了一回“头顶青天水浸足，弯腰弓背事农株”。

（本报通讯员 章静雅 摄）

手把青秧插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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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柳鸣

最近，每当连绵的阴雨天告一段

落，阳光普照，杭州采实教育集团澎诚

中学的学生们总是特别高兴，因为学校

的光伏板又可以全力发电了。只见操

场一侧，一块4平方米见方的光伏板正

“沐浴”在阳光中。这块光伏板被学生

们昵称为“向日葵”，因为它装有跟踪控

制系统，能自动跟踪太阳光线，调整倾

斜角度，提高发电效率。

零碳科技看得见
在澎诚中学，像这样的光伏设备遍

布校园各处。“向日葵”旁，一盏安装了

LED显示屏的智能路灯能24小时播放

校园各类信息，它配备了光伏板，用电自

给自足；校园的智能座椅上也装有长条

光伏板，为座椅两侧的手机无线快充设

备提供电力支持；教学楼、科研楼屋顶，

实际使用面积约为1821平方米的720

片光伏板持续工作，为学校运作提供澎

湃的电力；教学楼廊桥东侧的蓝绿色玻

璃，是36块光伏玻璃组件，不仅形成了

景观长廊，更能将光能转换成电能……

当日发电量1412.8千瓦时，累计发

电量15.58万千瓦时，节能减排二氧化

碳155316千克……走进学校的未来学

习中心，电子屏展示着校园光伏设备的

当日发电量、累计发电量、日发电趋势及

节能减排等数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

绍，澎诚中学于2022年8月建校，在设

计之初就融入了绿色建筑理念。绿色

校园建设，要“节流”，也要“开源”。在杭

州市上城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学校于去

年10月中旬完成光伏板铺设，在未改变

屋顶绿化面积的前提下让光伏这一清

洁能源进入校园。学校采取“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方案，并于11月通过国家

电网并网验收。据测算，学校年平均发

电量可达37.5万千瓦时。

作为一所会自己发电的学校，按照

《公共机构“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标

准，去年11月29日，学校获得了零碳

公共机构认证证书，成为区域内首家零

碳学校。

激发学生的科探思维
学校尝试以光伏发电为载体，编纂

了《零碳光伏的秘密》《未来汽车》《走进

科考船》等活动手册。学生可以化身零

碳实践员，参与用光伏板设计制作自动

灌溉系统、制作光伏供电车模、测算碳

排放数据等一系列零碳科研实践活动。

每周四下午，学生位木杉最喜欢的

零碳小屋项目化学习活动准时开启。

在教师的指导下，位木杉和同伴合作绘

制了零碳小屋的设计图。绿色的光伏

板屋顶，用可回收的塑料、稻草板作为建

筑主材，小屋内还有智能能源管理系统，

用于储存分配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电

能。她还设计了一套雨水收集系统，用

于小屋内的植物灌溉。“学校的做法给了

我们很多建造方面的灵感。”位木杉说，

“零碳的理念并不高高在上，很多不起眼

的小事都可以为零碳生活作贡献。”

与这些实践活动相配套，学校还开

设了零碳银行，鼓励学生收集废弃的纸

板、饮料瓶等，定期来零碳银行兑换“诚

实币”，让零碳实践融入每个学生的日

常生活，实现零碳校园可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赋予绿色学校以崭新的

理念，从绿色管理、绿色校园、绿色课

程、绿色德育几个方面对师生进行富含

新理念的绿色环境教育。”在副校长夏

明看来，可持续发展是全校师生的共同

愿景，学校要把和谐发展和环境保护理

念落实到各项育人活动中，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从而推动课程建设，增强学

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一所会自己发电的零碳学校
杭州采实教育集团澎诚中学探索校园节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