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廖钗勤

“每周我最期待的就是星期三！”

9月18日下午，青田县江南实验学校

六年级学生张一诺刚刚结束轻松的音

乐课，就兴奋地来到拓展课教室——

每周两次的中国舞课程如约而至，属

于她的舞蹈时光即将开启。

在江南实验学校，每周三下午，

学生不上文化类课程，只上音、体、美

以及兴趣拓展类课程。随着“快乐星

期三”项目的推进，一年多来，学校已

然形成“快乐每一天，快乐每一人”的

良好教育生态，提升了校园活力和学

生的快乐指数。

兴趣拓展助力快乐星期三
2023年7月，学校校长陈华接到

丽水市教育局关于小学开展“快乐

星期三”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

指出，为了扎实做好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着力培育学生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决

定在小学开展“快乐星期三”试点工

作，江南实验学校被选为首批试点

学校之一。

实际上，学校早在2018年便积

极响应课程改革，开发了80余门素

质拓展课程，供学生在每周一、三的

课后托管时间选择。这种前瞻性的

规划和扎实的工作基础，是学校能够

成为“快乐星期三”项目首批试点学

校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到试点通知后，学校迅速行

动，调整了课程安排，将深受学生喜

爱的音、体、美课程排到周三下午，在

音、体、美课程后，还设置了两节时长

为40分钟的兴趣拓展课。同时，将

原有的80多门拓展课精简整合为40

门。健美操、轮滑、足球、纸艺、二胡、

戏曲……拓展课程涵盖琴棋书画、文

艺体育等各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选择课程，参与同一门拓

展课的学生自动结为一个兴趣社团，

在课程之外还会开展社团活动。

“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天波

府走出我保国臣……”戏曲教室里，

小梨园戏曲社的“穆桂英”手握梨花

枪，英姿飒爽地唱道；纸艺教室里，纸

艺设计社团的“设计师”通过剪、折、

撕、刻、拼等手段，将简单的彩色纸做

成一件件艺术品；操场上，“追风少

年”正脚踏轮滑鞋，转身、跳跃，流畅

地滑出炫目弧线……每到周三下午，

校园里就变得热闹非凡。“我在播音

主持课上认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同

学。大家一起交流共同的爱好，真的

太快乐了。”学生夏婧妍说。

家校社携手共创快乐学习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

学校的师资力量还不足以满足学生

对拓展课程多样化的需求；其次，家

长们对“快乐星期三”项目的接受度

不高，认为整个下午没有一节语数外

等“主课”会耽误孩子的学习。

针对师资不足的问题，学校尝试

将社会力量引入拓展课课堂：从县文

化馆聘请越剧演员，从乒乓球爱好者

协会邀请乒乓球大师，从社会上的轮

滑社团里请来达人……这些“身怀绝

技”的高手走进课堂，为学生带来更

专业、更有深度的专业指导。

手腕要轻轻上抬，翘起拇指，对

准水袖的折叠线，手腕和拇指使点巧

劲挑起水袖，覆盖到手腕上，动作要

自然大方，不可露出发力的“猛

劲”……在戏曲课上，专业的越剧演

员正为学生详细地讲解戏剧动作要

点，仅是一个挑水袖的动作就有不少

门道在里面。“太专业了！学校从校

外请来的老师经验很丰富，提供的指

导也都很准确。”学生叶语新表示，他

和同伴在专业演员深入细致的指导

中领略到了越剧含蓄雅致的美。

为了赢得家长们的理解与支

持，学校一方面邀请多名专家学者

进校举办家长讲座，传递全面发展

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对

作业进行优化，剔除那些重复和机

械的内容，精心挑选课后作业，在减

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提高他们

的学习效率。

“每个星期三，孩子放学回来时

总是兴高采烈地展示在拓展课上制

作的版画，不仅会细致地讲述创作过

程，还常常意犹未尽地直接拿起画笔

继续创作。”二年级学生徐知悦的家

长告诉记者。随着“快乐星期三”项

目的深入推进，家长们惊喜地发现孩

子在发展特长的同时学习也没有落

下，并且“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多

一些拓展课，少一些作业，让孩子快

乐地成长，我们举双手赞成”。

从“快乐星期三”到“快乐每一天”
在推行“快乐星期三”项目后，校

园里的欢声笑语更多了，但学校并未

止步于此。如何让学生的快乐不止

在星期三，而是延伸至在校的每一

天？为此，学校主动为快乐“加码”，

决定在星期一的下午也开设两节拓

展课。“星期一是一周的开始，我们希

望学生带着期盼、渴望的心情来面对

新一周的学习。”陈华解释道。此外，

学校还在每天的早晨和下午时段安

排了丰富的大课间活动，将啦啦操、

健美操等特色课程融入其中，确保学

生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

间，通过运动塑造学生端正大方的体

态，培养学生阳光自信的心态。

虽然兴趣拓展课、大课间活动、

作业减负等项目让学生的校园生活

更轻松了，但留守问题、家庭矛盾等

困扰还是成为部分学生解不开的心

结。如何倾听每一个学生的烦恼，并

给他们指导和关怀？学校尝试让解

忧信箱走进教室。

在江南实验学校，每个班级里都

有一个特别的解忧信箱。学生可以

将自己的疑惑困扰、给教师的建议等

说不出口的话写下来，投进里面。每

周，班主任都会打开信箱，取出承载

着学生心声的信件，仔细阅读，“对症

下药”。

六年级班主任吴佩艳记得，曾经

收到过一封“令人感到心疼”的信。

班上学生小杰写信告诉她，父母快要

离婚了而自己又无力挽救，“我感到

自己是多余的”。吴佩艳给他出主

意：“既然你没法和父母当面沟通，

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一封信呢？就像

你给我写信一样。”小杰听取了这个

建议，将自己想对父母说的话写了

下来。吴佩艳将这封情真意切、充

满爱与挽留的信发给了小杰的父

母。吴佩艳后来才知道，在她转发

信件时，小杰的父母正站在民政局

门口，准备办理离婚手续。在读了儿

子的信后，他们沉默了很久，最终决

定为了孩子再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

的机会。

推行“快乐星期三”项目，收效如

何？陈华每天都能收到生动而直接

的反馈。当她穿行在校园里时，总会

有一个个小小的身影从远处跑来，用

一张张充满阳光和自信的笑脸向她

打招呼。“学生在校园里笑得如此开

心，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褒奖！”陈

华欣慰地说道。

青田县江南实验学校：

快乐不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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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章 翌

台风“普拉桑”过后，杭州市南肖

埠小学教师郑迎春起了个大早，到学

校看了看。所幸，风雨并没有对农场

造成毁灭性伤害，地里刚冒出的绿芽

还水汪汪地挺着。

2023年9月，执教体育的郑迎春

开始兼任劳动课教师。“劳动课的内容

很丰富，种植只是其中一项。”郑迎春

说，“等学到种植的时候，没地种，怎么

学呢？”于是，她未雨绸缪，在校门左边

和教学楼二楼的阳台开辟出两块农

场，种上番茄、萝卜、红菜薹等，作为劳

动场地。随着参与种地的学生越来越

多，郑迎春发现，对患有孤独症、抑郁

症、多动症的学生来说，种地成了一种

疗愈的方式。

每天一有空，郑迎春就在这两块

地里忙活，翻地、浇水，种子发芽后铺

遮阳网……慢慢地，热情的学生会主

动在课间来帮忙。郑迎春很欢迎他们

的加入，学生一多，就形成了一支固定

的队伍。

其中，学生小何有些与众不同。

去年，种子刚种下时，三年级的小何爬

上楼，远远看着郑迎春忙活。“一开始，

他不说话，一和他搭话，他就跑走。”但

每到下课，小何必到。郑迎春就开始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了起来。“老

师，你在堆肥吗？”时间久了，终于有一

天，小何轻声问道。原来，小何的爷爷

是农民，他从爷爷这里学到了很多种

地的知识。郑迎春便顺势让小何加

入，一起种地。

邀请发出后，小何却有些犹豫。

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差生，没有资格

做这件事。”郑迎春坦言，“当时自己的

眼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后来找小

何的班主任打听，郑迎春才知道小何

有孤独症，尽管教师们平时想尽办法

鼓励他，可他在自我否定里越陷越

深。“小何对种地感兴趣，看到种子发

芽了、开花了、结果了，他会不会有变

化？”郑迎春请小何的班主任做工作，

力邀小何一起来种地。就这样，每天

做完作业，小何就会来帮忙。“一开始

他不理人，做事也有些冒失，比如浇水

经常浇过头，把菜地弄得像水塘一

样。”就这么一点点教，慢慢地，小何的

语言表达变得清楚了，两人的对话也

变得顺畅起来了。

就在小何“入伙”时，地里又来了

另一个学生小汪。郑迎春曾教过小汪

体育，在她的印象中，小汪是一个文静

的孩子，“没想到她出现了厌学情

绪”。但郑迎春发现，只要是劳动课，

小汪一定在。于是，郑迎春向小汪发

出了“一起种地吧”的邀请。“起初她还

有些扭捏，我就把她‘拖’来，让她帮我

忙。”现在，小汪克服了厌学情绪，每天

一早就来学校的地里看一看。

随着参与种地的学生越来越多，这

个学期，学校将“种地”开成了一门社团

课，目前已有40多名学生加入。社团

里像小汪和小何这样在心理或情绪上

有特殊情况的学生有10多人。在种地

的过程中，不少学生暂时走出了“困

境”：厌学的小X因为挂念菜地，每天会

来学校半天；患多动症的学生小W，能

静下心来听郑迎春布置种菜任务……

不久前，农场里的小番茄熟了，大

家七手八脚地采摘，不爱笑的小汪也

抿着嘴笑。番茄摘下来，大家都不舍

得吃，擦干净收起来。小汪告诉郑迎

春，这颗番茄不能吃，要带回家给爸爸

吃。“我当时就觉得，做这件事真有意

义。”郑迎春说，过去自己对孤独症、抑

郁症、多动症的表现知之甚少，更别谈

如何去帮助这样的学生，所幸通过种

地，“误打误撞找到了方法”。

这些天，新学期的第二批种子也

到了，芹菜、羽衣甘蓝、黄姜……新一

轮的生长又要开始了。

杭州市南肖埠小学：校园农场里的“特殊”生长

安吉县塘浦小学：
“长征”路上劳动忙

本报讯（通讯员 徐 飞）9月29日，安吉县塘浦小学

举办迎国庆项目化学习暨综合实践成果展示活动。学校

在操场上创设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情境，全体

学生化身“小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展示劳动课的学习

成果，感知团结协作的长征精神。

面对大自然带来的严峻挑战，一些“红军”倒下了，救

助伤员刻不容缓。医护组的学生展示了心肺复苏、止血

包扎技能。面对荆棘丛生、布满沼泽的草地，一些“红军”

的衣服、草鞋破烂不堪。手工组的学生不仅展示了缝补

衣物的技能，还在现场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编织草鞋。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需要战略转移，这时，生

活组的学生将一床床被子横向三折，两端各取两拃长，双

掌合力切出槽痕，左右翻转轻扣，被子迅速变成四四方方

的“豆腐块”，打包完毕。当前方战地需要粮食支援，“炊

事员”们推着独轮车奋力前进。留守后方的“炊事员”更

是制作了野菜汤、玉米粥、豆浆、窝窝头等，让全体学生通

过食物忆苦思甜，感受长征途中的劳动艰辛。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沉浸式体验，让

学生提高劳动兴趣、感受劳动的意义，同时让他们从长征

文化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和努力的方向。

义乌市实验小学：
甲虫爱好者有了“甲宝域”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海燕）9月27日上午大课间活

动时间，义乌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楼曙光抱着一个盒子，

来到了校园一角“甲宝域”——这是学校专门为学生中的

甲虫爱好者设立的区域。楼曙光想和爱好甲虫的学生交

流中国大锹的养殖经验。没想到，还没聊上几句，他就被

学生“教育”了：“你手上的这只不是公的，是母的。”

据悉，暑假期间，学校将科学馆南侧花坛打造成了

“甲宝域”，利用装饰墙介绍甲虫的分类、习性等知识，还

附有各类甲虫的图片。开学以来，这片小天地吸引了不

少甲虫爱好者，他们经常聚集在此，交流探讨甲虫的品种

样貌、生存条件、繁殖方式……

楼曙光介绍，本着“科学教育不是高科技教育，万物

皆可研究”的理念，学校自年初开始，努力在自然科学领

域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园资源，创建

自然教育学习空间。除了“甲宝域”，学校里还有蝴蝶

园、荏苒园、桑梓园、知否苑等各种打破课堂与自然环境

壁垒的空间，力促科学与多学科的融合，推动教育与自

然和谐共生。

衢州第二中学：诗会祭孔

本报讯（通讯员 范少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

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谓好学也已。”……9月28日中午，衢州第二中学校

园内的孔子像前传来了琅琅的诵诗声。学校以一场主题

为“传承文化，致敬先师”的小型诗会，纪念中国古代思想

家、教育家孔子诞辰2575周年。

在开启诗歌盛宴之前，学校先向学生介绍了孔子的

生平。孔子虽身处乱世，却始终坚守理念和信念，周游列

国，弘道授业。了解了孔子的生平，感受了他的精神后，

学生齐声朗诵《论语》中的名篇名句。“修身为要者，是学

习。”“孔夫子认为，每个人只有依靠劳动才能改变自己的

生活。”“修身另一要务是言行一致。”……在学生诵读《论

语》的同时，教师也解读着孔子思想的内涵。

据悉，衢州二中一直致力于打造“儒学校园”。孔子

像、以儒学名句命名的道路和楼名、论语墙、论语文化石

等的设置，让师生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将儒学精髓

逐步内化为自觉的人文素养。学校还编制了《南孔文化》

等校本课程学习材料，将儒家文化课程化，并融入校园活

动和德育实践中，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酵素洗手液、扭扭棒簪花、黏土青铜……9月25日，
桐乡市凤鸣天女中心小学凤凰校区热闹非凡。由桐乡
19所学校组成的劳动创意集市如约开市，各校师生化身
“店小二”，在展位上为学校特色劳动课程的成果高声吆
喝，招揽顾客。图为学生在展位前驻足观赏。

据悉，这是2024年桐乡市中小学劳动丰收节活动的
一部分。本次中小学劳动丰收节集合劳动创意集市、野
炊实践、劳动教育分享等活动，让桐乡学子共享丰收的喜
悦，体验劳动的快乐。

（本报通讯员 姚承哲 摄）

又到一年一度的榧香采摘季，日前，诸
暨市赵家镇初级中学学生带着赵家镇中心
幼儿园的弟弟妹妹，大手牵小手，一同在校
园里摘香榧、剥香榧，在劳动中体会收获的
喜悦。 （本报通讯员 杨 洁 摄）

大手牵小手
香榧丰收忙


