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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廖钗勤

“茶百戏真好玩，在汤面上写字画

画太有趣了，我要画一朵莲花！”在杭

州市余杭区径山潘板小学的点茶课

上，学生李诗妍一边在茶乳上勾勒着

图案，一边笑着说。只见她身着汉服，

在古色古香的茶桌前端坐，不疾不徐

地温盏、注水、调膏，手执茶筅击拂出

汤花，又细细在汤面上写下“敬茶”二

字，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赏心悦目。在

潘板小学，得益于茶艺特色劳动课程，

不少学生都像李诗妍一样掌握了点茶

技艺。

如何把劳动教育课做出特色？坐

落于径山茶产地的潘板小学有自己的

解法：将地方特色茶文化资源与劳动

教育相结合，力图在学生心中种下一

颗热爱传统文化、尊重劳动的种子。

千年茶香融入课程
径山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

至唐代。千年间，径山茶的种植与制

作技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茶文

化。潘板小学位于径山茶文化的核心

区域，在茶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下，学校

的一砖一瓦也蕴含着浓厚的茶香。操

场边树立着茶壶雕塑，茶壶下是一片

由学生栽种和养护的茶园，庭院里屹

立着茶圣陆羽的雕像，雕像背后，一座

古雅的卷轴雕塑上镌刻着《茶经》中的

名句。学校周边更是茶园遍布，为学

生的劳动实践提供了天然的课堂。

从2002年开始，学校便利用当地

资源，将少儿茶艺作为校园文化建设

的一部分。此后还成功开发了“径山

古韵，千年茶香”校本课程，不仅将茶

文化融入日常教育，还让学生通过实

践学习茶的种植养护、采摘炒制、包装

加工和茶道茶艺等。

近些年，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心理特点和兴趣需求进一步优化

课程，精心设计了分阶段的课程内

容。低年段的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对茶

文化的好奇心与兴趣。一、二年级学

生在专业教师的引导下，在学校的茶

园中开展茶树的种植与养护实践，为

日后深入学习茶文化奠定知识基础。

中、高年段的课程则在拓展性的基础

上融入了文化内涵，力求深化学生对

茶文化的理解。比如三、四年级学生

会学习茶叶的冲泡技艺，以及“凤凰三

点头”、点茶等传统茶艺表演；到了五、

六年级，课程进一步升级，学生将在教

师的带领下前往农场及茶学实验基地

体验采茶、制茶，以及茶树的扦插嫁接

等技术。

除了优化课程内容，学校还根据课

时的不同，设置了常规课、半日课和全

日课。对于点茶等短时间内能完成的

劳动内容，采用常规课的课程安排，而

对于扦插、采茶、包装等耗时较长、需要

学生完整体验整个流程的劳动内容，则

采用半日课和全日课的方式授课。

社会资源接入劳动教育
浙江大学茶学实验基地与潘板小

学仅一路之隔，驱车不过5分钟。学校

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精心

策划了一系列走出校门的茶文化特色

劳动课程。

学生们可以去茶学实验基地亲眼

看一看绵延的茶园，背着背篓按照茶

学博士“一叶一芽”“一叶两芽”的要

求，亲手采摘新鲜的茶叶，体验茶叶杀

青、揉捻、烘干的全过程。辅以茶学博

士的细致讲解，茶叶的种类、特点、制

作工艺等知识就这样润物无声地牢牢

刻在了学生们的心里。

在扦插课上，茶学博士教学生们用

特制的剪刀修剪适合扦插的茶树枝丫，

并详细地讲解其中的窍门；在包装课

上，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向

学生们展示了如何用一张纸包装茶叶，

学生们纷纷动手包装……

六年级学生平宇铮对这些课程印

象深刻，一谈到在茶学实验基地的见

闻就滔滔不绝：“基地里的老师亲自给

我们示范扦插和嫁接的技术，手把手

教我们怎么扦插，这可是在别的地方

学不到的。”

除了掌握劳动技能和茶文化知

识，学生们还能收获宝贵的精神财

富。“在学点茶时，看到击拂出的浮沫，

感觉这些浮沫就像我们的小学生活一

样，在一点点地变厚，我们经过一点一

滴地积累，知识变多了。”平宇铮说。

目前，潘板小学建立了“茶融‘五育’，

润泽一生”特色育人体系，挖掘茶的内

涵，融通“五育”，让学生们在劳动的过

程中规范礼仪行为，培养吃苦耐劳和

团队合作的精神，体会中国古典文化

的美学内涵。

8月28日，在长兴县第一小学，学生们领到新课本后迫不及
待地翻看起来，憧憬新学期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

领新书，迎开学

□本报通讯员 林 桦 李 晨

“这是蚕丝扇，那边是灰雕作品，都

是学生们自己做的。”新学期即将开始，

在宁波市海曙区冯家小学的校史展厅

里，许多非遗作品令前来报到的新生及

其家长赞叹不已。学校美术教师王宏业

介绍，这些不仅是非遗作品，还是学校跨

学科学习的成果。

当非遗文化遇上学科知识
在一众灰雕作品里，有一些很特别，

图案都与鸡和兔子有关。仔细观察，它

们好像都被关在了一个圆圆的笼子里。

“这就是数学里的‘鸡兔同笼’啊。”

王宏业笑着说。今年年初，学校开始尝

试将灰雕和数学学科结合在一起，而这

个作品的创意还是由学生们“灵光一现”

想出来的。学生芦慧玲是其中一名创意

参与者，她说：“数学课上正好学习了‘鸡

兔同笼’的知识。在上灰雕课的时候，老

师问我们想做什么图案，我和小伙伴就

想到了鸡和兔，挺有趣的。”芦慧玲在校

学习灰雕已有两年，制作了大量传统图

案的灰雕作品，但创作与学科相关的灰

雕作品还是头一次。“数学老师还会将我

们的作品作为道具，在上课时使用，这也

让我对‘鸡兔同笼’这一章节的知识掌握

得特别好。”

除了将灰雕融入数学课堂，科学课

也“混合”了非遗文化。科学课上，每个

学生都会养蚕宝宝，观察蚕宝宝破茧成

蝶的整个过程，但蚕宝宝吐出来的蚕丝

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利用。

“我们为何不把这些蚕丝利用起

来？”学生马凌薇在养蚕过程中有了这样

的想法。在教师的指导下，她和同学一

起用温水浸泡多个蚕茧，再用筷子拨出

丝头，把丝头粘在扇子骨架上，按经纬线

进行旋转滚丝。十几分钟后，蚕丝扇就

有了雏形。学生们还购买了针织花朵来

装饰扇面。这样，一把精美的蚕丝扇就

完成了。“用自己养的蚕吐的丝做了蚕丝

扇，太有趣，太有成就感了。这就是非

遗，承载了古人的智慧。”马凌薇说。

以非遗特色育校园文化
不管是“灰雕+数学”，还是“蚕丝

扇+科学”，它们的融合都不是偶然的，

而是来自常年的校园文化沉淀。冯家小

学一直致力于打造充满非遗特色的校园

文化，开发以非遗传承为主题的美育课

程，开展“以美育人”为目标的各项活

动。其中，灰雕是学校最早开展的项目，

从2010年开展至今，已成为学校的美术

特色品牌。

宁波灰雕工艺的历史十分悠久，在

祠堂、庙宇的屋脊和檐角上，灰雕随处可

见。但对于学生而言，灰雕又有些遥远，

要学习制作灰雕并不容易。一件灰雕作

品需要经历构思、打稿、塑形、打磨、上色

等多个步骤。为了让全体学生学习、了

解、掌握灰雕，教师们利用美术课，把灰

雕的纹样、技法、色彩等工序在不同年级

中讲授。

“这些步骤中，塑形是最难的。”王宏

业说，塑形就是要做出立体感，这也是灰

雕最有特色的地方。但学生往往缺乏立

体思维，很难做出有层次的灰雕作品，

“因此，对于初学者，我们会教他们做浅

浮雕，把灰料勾勒出喜欢的图案即可。

等熟悉了步骤之后，再慢慢教他们利用

灰料的不同厚度做出层次感”。

一般来说，经过十几节课的学习，学

生就能基本掌握灰雕技艺了。通过学校

的课后托管课和社团课，过半的学生都接

触过灰雕。但王宏业发现，学生们对制作

吉祥纹路、瑞兽等传统灰雕图案并没有

很高的积极性。因此，他开始尝试让学

生自主选择题材。从卡通图案、生肖、网

络语言等元素的引入，到现在将灰雕与

学科结合，王宏业认为，这不仅能让灰雕

作品更具有时代性，还能让这些作品成为

课堂教具，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科知

识，让他们意识到非遗文化就在身边。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冯家小学开设

了丰富的非遗美育课程，现在，每个学生

都可以从灰雕、拼布、掐丝珐琅、四明南

词、扎染等10余门非遗课程中挑选感兴

趣的进行学习。据统计，多年来共有超

过2000名的学生熟练掌握了至少一项

非遗技艺，并在各级活动中展示。比如

在艺术节展演活动中，学习四明南词的

学生们与变脸、甬剧等非遗项目的国家

级、省级、市级传承人同台展演，却不输

气场，收获了全体师生的阵阵掌声。

“大部分学生可能并不会从事与非

遗相关的工作，但学习非遗技艺让他们

发现生活之美，传承工匠精神，养成谦

逊、坚韧、细心的品格，这会让学生受益

一生。”王宏业说。

面对“非遗+学科”跨学科融合的良

好势头，学校自然不会就此止步。“美育

和智育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想让

非遗项目独立于学科之外。就目前开展

的两次跨学科学习而言，学生们兴趣浓

厚。新学期里，我们还会继续开展非遗

跨学科研究，将非遗与数学、语文、科学、

劳动等学科进行融合。”副校长陈奇红表

示，希望学生们不仅能坚守文化自信，还

能激发对学科学习的兴趣，让非遗文化

助力他们更好地成长。

探寻非遗背后的学科元素
宁波市海曙区冯家小学开展非遗特色跨学科学习

一盏径山茶 飘香劳动味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潘板小学打造茶文化特色劳动课

我们的劳动课秘籍

Q：本报记者

A：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潘板小学副校长

陈 琳

Q：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如何将其精深的内涵贴近学
生实际情况开展劳动教育？

A：首先要注意劳动情境的创设

要合情合理，让学生在做中学、在情

境中学。比如，春季是采茶季，那么

与之相关的采摘、揉捻、品鉴等活动

就适合安排在春天的茶山上或茶厂

里。其次要利用好各方资源，比如可

以安排学生去博物馆、茶学实验基地

等地开展研学体验，邀请茶文化非遗

传承人与学生交流，让不同年级的学

生通过不同形式学到不同层次的知

识。另外，可以加强校际交流，省内

有其他学校也在着力挖掘茶文化内

涵，与这些探索路径相似的学校经常

交流分享，能有效促进劳动教学。

学生前往茶学实验基地体验采茶。 （学校供图）

杭州市采荷中学
召开“好爸爸家长会”

本报讯（通讯员 徐鸿杰）日前，杭州市采荷中

学召开“好爸爸家长会”，邀请初一新生的爸爸们参

加。会上发布了“好爸爸十条”协议，倡议爸爸们积

极参与家庭教育，保持对孩子的关注和耐心，定期

沟通，共同制定规则并遵守。

该协议是学校倡导每个爸爸必须做到的一些

育儿准则，分门别类共十条。比如爸爸要积极参与

孩子的教育，定期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

康，在精神上给孩子关爱与支持。还有更高阶一点

的要求，比如为孩子树立优秀的榜样，培养孩子的

独立自主，给孩子适当的自由，尊重孩子的个性差

异等。

“好爸爸十条”的点子源自初一年级班主任陈

东海。陈东海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因此他对

爸爸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深有体会。想法一经

提出，打开了其他教师的思路，综合各方意见后，

“好爸爸十条”出炉了。

前期家访中，教师们把“好爸爸家长会”相关事

项告知了家长，“我们只是建议爸爸们尽量来，但没

想到，爸爸们很给力，基本上全到了”。陈东海的班

上，所有学生的爸爸接力签下了这份协议。一名爸

爸感叹道：“这十条细细看下来，感觉有很多平时没

有注意的地方，做爸爸这件事，我还要再接再厉。”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举行“情绪急救”模拟赛

本报讯（通讯员 金 瑶）8月27日，瑞安市安

阳高级中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情绪急救”竞

赛，8名青年教师报名参赛，全体教师现场观摩。

“老师，小红去楼上天台了。”“老师，小刘拿刻

刀割手。”“老师，我家小文不想来上学。”……比赛

选取了家庭变故、学业压力、人际交往、早恋困惑等

8种常见的学生情绪问题。学生角色由教师扮演，

他们通过对案例的揣摩分析，将各种复杂棘手的情

况生动地演绎出来。在短暂的“急救”时间里，参赛

教师从容应对，精准分析“学生”情绪背后的诉求，

及时给出解决方法，充分展现临场应变能力和“情

绪急救”智慧。现场，还有评委点评，给出更多疏解

情绪的方法和策略。

参赛教师张彬彬表示，通过此次比赛，自己能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学生的情绪状态，学会辨识情绪

信号，提升感知他人情绪的能力。

遂昌县实验小学：
“牡丹亭”里迎新生

本报讯（通讯员 邝慧芳）“兰花指翘起来，小脚

垫起来，扇面要朝前面，眼睛看着手指的方向……”8

月27日，在遂昌县实验小学的“牡丹亭”里，教师徐

敏正在向一年级新生讲解昆曲《牡丹亭》里的动

作。这是学校新生夏令营的课程之一。

据悉，遂昌县实验小学日前开展了2024年秋

季新生夏令营活动。除了常规的行为习惯养成、

学科能力培养、生活技能培养等项目，夏令营还添

加了校园文化传承、德育礼仪培养、语言诗词训练

等，帮助新生转变身份，助力他们迈好小学生活的

第一步。

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期间，清正廉洁、勤政爱

民、兴教办学、勤劳劝农，留下了许多清廉佳话。遂

昌县实验小学一直将当地汤显祖文化融入课程，开

展了学昆曲、唱昆曲、演昆曲等系列活动。校园走

廊中随处可见戏曲元素，课间操也将昆曲艺术与强

身健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学生们更是把汤显祖与

《牡丹亭》的故事制成绘本、画入版画、揉进陶艺。

副校长黄雅屏表示，新生入学培训是学校的传统，

作为汤显祖文化传承学校，学校专设“文化浸润”课

程作为“入学第一课”，将汤显祖的诗词作品引入课

堂，让刚入学的新生初步接触汤显祖诗词，通过诵

读、赏析、创作等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领略其魅

力，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8月25日早晨5：00，晨曦初照，衢州高级
中学全体高一新生踏上拉练征程，历时2小时
30分钟完成10公里徒步。学校相关教师表
示，希望这项硬核的挑战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体
力，更能锤炼其意志。

（本报通讯员 余云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