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廖钗勤

“呜——”耳畔传来悠长的船笛

声；“京杭大运河南端”，指尖轻抚粗

糙厚重的石碑；河岸边，一群学生走

过，他们不时驻足，或按下快门捕捉

眼前的风景，或低声交流所思所

感。这一幕来自杭州市长阳中学一

堂特殊的思政课。

重新认识身边的运河
“触景生情，以情融理”是长阳

中学思政课教师安妮为了拉近学生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而

作出的尝试，在实地考察的外壳下，

引导学生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这堂思政课的核心。

在筹备《守望精神家园》这一课

时，安妮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让学生

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最

后，她决定从家乡风物入手。但面

对杭州众多的名胜古迹，选择教学

主题成为难题。在一次讨论中，她

发现很多学生对京杭大运河了解不

足。2024年是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

10周年，挖掘运河文化的内涵尤为

重要。因此，安妮决定带学生走出

教室，亲临大运河畔，重新认识大运

河的历史价值。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安妮发

现，从小学的“多样文明、多彩生活”

到初中的“文明与家园”，再到高中

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

大学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和文明是贯穿各个学段《道德

与法治》教材的重要主题。她由此

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何不打破学段

界限，联合大中小学，共同设计一套

一体化的思政课程？在与浙大城市

学院、杭州第十四中学和杭州市和

睦小学的教师研讨和集体备课之

后，名为“流动的文化，人民的运河”

的同题异构思政课程逐渐成形，4个

学段的课程内容在难度和深度上逐

级提升。

具体到安妮所负责的初中学

段，考虑到初中生虽然对运河文化

有所了解，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认

识不足，安妮设计了图说和辩论两

个环节，带领学生从唤起情感和逻

辑思辨两个层面重新认识京杭大

运河。

实地考察感受运河古今
当得知这堂思政课要去大运河

边上，学生们雀跃不已，但也有学生

提出疑问，认为大运河不过是日常

景物，何必专程赶去那里上课呢？

安妮笑而不答，只是给学生们分发

相机，并布置了一个任务：“请同学们

在欣赏运河美景的时候，不要忘记把

你们认为有意思的画面拍下来。游

览结束后，我们将用这些照片制作一

份运河文化宣传手册。”

学生们首先来到京杭大运河博

物馆。起初，他们跟随讲解员的脚

步，了解了大运河的开凿与利用，以

及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当走到

精致的沙盘模型前时，学生们停下

脚步，纷纷俯身凑近展柜，聚精会神

地观察沙盘上展示的古人开凿大运

河的场景。“没想到这条大运河的建

设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虽然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却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享受到了

便利。”学生陈可欣感慨道，“我深刻

体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含义。”在观看复原运河风貌的微缩

模型时，学生们仿佛穿越时空，看见

了古时候杭州武林门和拱宸桥一带

的繁华景象。市井兴盛，商贾云集，

人流如织，一个因水而兴的杭州古

城生动地展现在他们眼前。

离开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学生

们来到了拱宸桥畔。站在运河广场

上环顾四周，两岸杨柳依依，商铺

林立，游客络绎不绝，历史与现代

在大运河的见证下似乎重叠。面

对此情此景，学生们纷纷举起相机

记录下让自己动容的画面：有的拍

下桥墩旁古朴的石雕，有的拍下河

边白墙黛瓦的民居，有的拍下商业

街上繁荣兴盛的运河今貌……学

生们将这些照片整理好，为每一张

都撰写了文字说明，制作成《河·和》

宣传手册。

在分享与思辨中感受传承
在课堂上，学生们踊跃地分享

着《河·和》宣传手册中的图片。学

生高大崴向大家展示了他拍摄的拱

宸桥的现状，以及他在博物馆发现

的摄于19世纪的拱宸桥旧照。通过

这组新旧对比图，高大崴分享了自

己的感悟：“拱宸桥的存在不仅彰显

了运河文化的悠久历史，也体现了

大运河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安

妮还在这节课上精心设计了辩论环

节，引导学生从古今运河的“变与不

变”这一辩证视角出发，深入思考大

运河的变迁及其文化价值的传承，

为的是让学生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同时也为他们

进入高中后继续深入挖掘大运河的

文化价值打下基础。

“同学们，你们认为，今天的大

运河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呢？”安妮

提出问题后，学生们分成了改变组

和守正组展开辩论。改变组的学生

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的形

态、功能和风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而守正组的学生认为，尽管大

运河的形态随时间而变化，但其文

化内涵始终如一。在听完双方的论

述后，安妮总结道：“河流是流动的，

文化亦如是，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

人民的运河，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连续性，正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

源远流长的历史的生动体现。”学生

们若有所思，纷纷提笔记下自己的

思考。

谈及这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安妮表示，为了准备这堂课，自己前

后6次前往拱宸桥，沿大运河边更是

走了无数遍，这个过程让自己从不

同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大运河。学生

们则更兴奋，“通过这节课，我深入

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我

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大运河的生态

保护与建设，使其成为更好连接过

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张津畅说。

杭州市长阳中学：

大运河畔一堂流动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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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林彬燕

“我是小学生啦，耶！”镜头推进，

这一刻纯真的画面被定格。开学报到

这天，台州市黄岩区头陀镇中心小学

异常热闹，校园各处都有微电影社团

成员的身影，他们正为微电影《开学劳

动第一课》拍摄素材。

在头陀镇中心小学，微电影社团

是一支重要的宣传队伍。学校的大型

活动一般都由他们承担拍摄任务，最终

以微电影的形式在校区级平台上播放，

展现学校师生的风采和教育成果，增强

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微电影社团的成立源于一次在红

糖制作基地的实践活动。每到冬季

甘蔗丰收，头陀人就会用传统手法制

作红糖，以延续一味香甜。为传承这

一传统文化，每年冬天，学校都会组

织学生到红糖制作基地一探究竟。学

生们心中充满好奇：甘蔗会开花吗？

甘蔗最高能有多高？甘蔗是怎么变成

红糖的？……

面对种种问题，学校有了组建拍

摄团队的想法。去年冬天，一支包含调

查组、采访组、拍摄组的队伍成立了。

五年级学生分工合作，通过实践探访找

到问题的答案，并且策划脚本，将甘蔗

与红糖“前世今生”的故事制作成微电

影《“蔗”里糖香“红”扬天下》播放。

“我喊‘开拍’后，你开始介绍基地

的情况，然后绕到制作工人的旁边采

访。”“这一条再来！”“能帮我打个光

吗？画面不够亮。”令人惊喜的是，学

生们对微电影这种新颖、有趣的艺术

形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承担起

编剧、导演、场务、摄影、后期制作等工

作，在教师的指导下，想尽办法解决技

术上的难题，通过镜头来展示自己的

才华和创意。

“微电影作为一种集编剧、导演、

拍摄、剪辑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掌握多媒体制

作技能，还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艺术

审美能力，提高探索和创新意识。”校

长孙海兵表示，这一次的微电影制作

尝试，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微电

影社团便应运而生。

每周三是社团活动时间，指导教

师会为社团成员统一授课，内容包括

基础知识普及、剧本创作、拍摄技术、

后期制作等，学生们需要从微电影的

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制作流程开始接

触，再到学习剧本创作的基本技巧，包

括故事构思、角色设定、情节安排，而

后尝试拍摄、剪辑。通过全面系统的

课程学习，最早加入的成员已经可以

胜任编剧、导演、摄影师等不同的岗

位，展现出独当一面的气势。

面对大千世界，学生们将镜头瞄

准了家乡的风土人情。近年来，双季

茭白成为头陀农业的一大支柱，成为

农民致富的“聚宝盆”。今年上半年，

学生们聚焦茭白种植产业，经过2个

月时间的策划、拍摄，推出了一部家乡

宣传片——《“茭”个朋友》。

目前，由学生拍摄的多部微电影

已在区艺术节中获一等奖，作品在各

个平台播放。在孙海兵看来，用镜头

记录校园生活、家乡人文，微电影社团

不仅为学生搭建了能力培养和展示的

平台，更涵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

台州市黄岩区头陀镇中心小学：

光影微视角记录童年大世界

上虞实小教育集团康居路小学
启用地下接送系统

本报讯（通讯员 孙海燕）“有了这个地下接送中心，

刮风下雨都不怕，真的很方便。”本学期开始，绍兴市上虞

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康居路小学的家长感到接送孩子更

方便快捷了。放学时间的校门口，私家车、电瓶车、人流

拥堵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了。原来，学校在本月启用了地

下接送系统，家长接送开始走地下空间。

据了解，该校地下接送中心设有机动车停车区、学生

下车步行通道、学生等候区、家长等候区以及闸机出入口

等区域。学生放学时，排队来到地下接送中心，在值日教

师的看护下依次刷脸通过闸机。开车的家长接上孩子朝

汽车通道驶去，走路或骑车的家长则朝步行出口散去，人

群很快就被分流了。

“全校6个年级共有400多名学生，根据家长接送孩

子的方式，我们采用双模式。骑车或步行的家长从学校

南门进入后，沿着向下的台阶就到了地下接送中心入

口。开车的家长从学校北门直接进入地下车库，停好车

后来到接送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范伟江介绍道。

该系统自投入使用以来，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在

地下空间完成上下学交接，家长放心；从教学楼走连廊到

地下空间，不用淋雨暴晒，家长安心。“地下接送系统有效

缓解了主干道交通压力，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交通安全

系数。学校将不断完善，努力为学生打造更加安全畅通

的上学、放学路。”范伟江表示。

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
将课间延长至15分钟

本报讯（通讯员 郑 春 吕小英）在衢州市衢江区

实验小学，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几乎全从教室里跑出

来。跳皮筋、打羽毛球、跳绳、跳房子……学生们在走廊、

操场上自由玩耍，10分钟到了，上课铃声却未响起。原

来，从本学期开始，衢江区实验小学对作息表进行了更

新，课间时长延至15分钟，学生在校总时长不变。

校长邵建刚表示，延长课间休息时间的主要原因是

原本的课间节奏太快。衢江区实验小学共有48个班，近

2000名学生。“学校体量大、空间挤，学生课间经常要排队

上厕所、接水。”邵建刚经常在课间看到学生在几个场所

间赶得满头大汗。“有些学生再去办公室交个作业，回座

位准备下节课的书本，都不一定能在课间10分钟内完

成，更别提去教室外玩了。”教师也是一样行色匆匆，课间

要答疑、找个别学生谈话，回到办公室刚坐下，连杯水都

来不及喝，就又得站起来准备下一堂课。

因此，学校在暑期拟定了新的作息表，从本学期开

始，每个课间延至15分钟。这多出来的20分钟是从上午

大课间和午间活动中挪出来的，不影响放学时间。与此

同时，学校给各班划分了课间活动区域，由班主任和副班

主任陪同学生参与。学校希望通过课间多5分钟，帮助低

年段的学生更顺畅地度过幼小衔接期，让中高年段的学

生走出教室活动，促进身体锻炼、保护视力。

湖州市蓝天实验幼儿园近日开展了“童玩科技，筑梦
未来”科技节活动，让幼儿在实践中感受科学的乐趣，体
验科技点亮生活的奇妙之处。图为幼儿们用废旧塑料瓶
等材料制作的动力小船在试航。

（本报通讯员 黄 睿 摄）

日前，桐乡市崇德小学教育集团语溪小学学
生在科学副校长张睿博士的带领下，来到浙江联
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参观。学生们
近距离观看了结构芯材泡沫制作的发泡过程和
液氮环境箱材料的测试过程。图为在液氮实验
室里，研究人员为学生展示在25℃的室温下利用
新材料实现“滴水成冰”。

（本报通讯员 姚承哲 摄）

科学真奇妙 遂昌育才中学打造惊喜生日屋

本报讯（通讯员 蓝李欣 白燕宁）“生日快乐！”9月

18日，遂昌育才中学的生日屋迎来了一批“小寿星”——

学校为当天以及在中秋小长假期间过生日的学生举办了

生日会。看着桌上美味的意面和精美的生日卡，听着教

师亲切的祝福，“小寿星”们眼里满是惊喜与感动。

据悉，遂昌育才中学秉持“家文化”理念，自2012年开

始，每天都会为当天生日的学生送上生日祝福、贺卡和蛋

糕，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专属的生日福利。为了让这份

祝福更具特色，也为了让生日活动更具仪式感，本学期，

学校在校园食堂2楼开辟出生日屋。生日屋内摆放着一

张可供12人入座的西餐桌，红色的背景墙上装饰有“生日

快乐”字样的灯牌，以及“多喜乐，长安宁”“所梦皆圆，所

念皆甜”等祝福条幅。伴随着生日歌，液晶屏上滚动播放

“小寿星”名单和祝福语，营造出欢乐的聚会氛围。

“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最想吃的生日餐是什么？”

开学首周，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了心愿调查。意面、烤

翅、水果、饮料……结合调查结果，从第二周开始，过生日

的学生可以在生日屋里畅享美食。每场生日会，还会有

一名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参与，为学生送上生日贺卡和祝

福，倾听学生的生日愿望。“收到了校长写的贺卡，出乎我

的意料！”“能和同龄人一起过一个有仪式感的生日，太棒

了！”这间小小的生日屋已经成为学生最向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